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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线上形成性评价在护理胜任力教育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择医院2020年8月至2021年8月
接收护理实习生98例，以随机数表法分为常规带教对照组(n = 49)与线上形成性评价干预观察组(n = 
49)，采用护士执业能力量表评估实习生的胜任能力，并比较其理论、操作、综合实践能力评分，另统

计两组学生对教学工作的满意度及带教老师对护生的满意度。结果：观察组胜任能力评价中理论知识

(87.13 ± 6.50)分、健康教育(82.30 ± 5.52)分、护理观察(80.33 ± 5.67)分、专业技术(78.44 ± 6.25)分、

应急能力(79.31 ± 6.34)分、院内感染(75.86 ± 6.46)分，均高于对照组(P < 0.05)。观察组理论、操作、

综合实践能力评分分别为(85.82 ± 6.11)分、(86.77 ± 5.80)分、(86.04 ± 5.40)分，均高于对照组(P < 
0.05)。观察组护生对教学工作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 < 0.05, 97.00% vs 88.00%)。观察组带教老师满意

度高于对照组(P < 0.05, 93.88%, 73.47%)。结论：在护理胜任力教育中采用线上形成性评价干预能有效

提高实习护士的胜任能力及考核成绩，有利于提高实习护士对教学工作的满意度及带教老师教学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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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online formative assessment in nursing competency 
education. Means: Selecting hospitals to receive 98 nursing interns from August 2020 to August 
2021, we divided into routine teaching control group (n = 49) and online formative evaluation in-
tervention observation group (n = 49)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competency of in-
terns was evaluated with the Nurse Practicing Ability Scale, and their scores of theory, operation 
and comprehensive practical ability were compared. In addition,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of students with teaching work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teachers with nursing students were counted. 
Result: The scores of theoretical knowledge (87.13 ± 6.50), health education (82.30 ± 5.52), nurs-
ing observation (80.33 ± 5.67), professional technology (78.44 ± 6.25), emergency response ability 
(79.31 ± 6.34), hospital infection (75.86 ± 6.46) in the competency evalua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scores of theory, operation and 
comprehensive practical ability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85.82 ± 6.11), (86.77 ± 5.80) and 
(86.04 ± 5.40), respective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Nursing stud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more satisfied with teaching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97.00% vs 88.00%). The satisfaction of teacher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93.88%, 73.47%). Conclusion: Using online formative evaluation in-
tervention in nursing competency education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ompetency and assess-
ment results of practice nurses, which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satisfaction of practice nurses 
with teaching work and teachers with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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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护理实习生即在护理院校毕业后来院参加护理实习工作的学生，其属于护理团队的新生力量，而实

习工作的带教质量对其未来职业生涯有着重要影响，而通过不断提高护理实习生的岗位胜任力，也有利

于保障护理事业的可持续发展[1]。但护理实习生正处在由学生转变为护士角色关键阶段，同时有着双重

身份，受到知识、责任、角色、关系等的影响，其在实习过程中，容易产生迷茫、怀疑、困惑等感受[2]。
但在常规带教工作中，多采用终末期评价的模式，通过最终的考核进行评价，虽然简单方便，但对实习

生的学习积极性有一定不利影响，评价公正性也存在不足，难以实现对实习护生的综合评价[3]。基于此，

有必要建立客观、全面、完善的评价体系对实习生进行持续性的评价，而形成性评价则属于教师、学生

共同参与的过程性评价方法，通过构建持续评价的良性循环，有利于促进实习生信心、积极性等的改善

[4]。该次研究选择医院 2020 年 8 月至 2021 年 8 月接收护理实习生 98 例，通过随机对照，探讨了线上形

成性评价的应用效果，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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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资料与方法 

2.1. 临床资料 

选择医院 2020 年 8 月至 2021 年 8 月接收护理实习生 98 例。纳入标准：1) 均为护理实习生；2) 研
究期间在职在岗；3) 参与临床一线工作；4) 知情同意。排除标准：1) 已获得护士资格证并注册者；2)
中途退出研究者；3) 依从性极差者。以随机数表法将实习护士分组。对照组 49 例，年龄 19~21 (20.10 ± 
0.38)岁。观察组 49 例，年龄 19~21 (20.14 ± 0.41)岁。两组基础资料比较无显著差异(P > 0.05)。研究已申

报伦理批准。 

2.2. 方法 

两组培训内容相同，包括服务理念、职业素养、护患沟通、护士礼仪、病情监测、护理文书、法律

法规、护理操作、急救护理、注意事项等，按照教学大纲常规开展带教工作。对照组采用终结性评价法，

在带教工作结束后，根据尹作娟等[5]的护理本科生临床实践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制定可量化的临床实践

能力考评表，从理论、操作、综合实践能力三方面评价。观察组则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采用线上形成性

评价方案干预，并根据评价内容进行跟踪管理，按照 PDCA 循环不断进行教学工作的优化。评价具体方

法如下：1) 建立线上形成性评价表，包括：知识应用能力、专业实践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学生自我评

价、老师建议，其中老师建议部分应该明确指出学生的闪光点、科室应知应会中存在不足点、目标改进

的内容及方法等。2) 在钉钉上建立形成性评价表文件包，各教学科室在线编辑各学生的形成性评价表/
反馈给学生，并在钉钉群内上传。3) 教育护士在护生入科前通过钉钉线上形成性评价表掌握护生的前期

实习概况及评价，对该护生未掌握的内容进行查漏补缺，并按照护生学习进度制定本科室的培训计划。

4) 设立问卷星满意度调查表，实时完成实习生对带教老师满意度评价。5) 带教老师规范化培训，通过培

训掌握教学评价表的应用、线上形成评价法的规范落实与执行等。6) 建立教师线上反馈机制，对学生的

满意度测评结果线上反馈，教师根据反馈结果及时调整教学形式。 

2.3. 观察指标 

1) 两组护理胜任力评价。于带教工作结束后采用护士职业能力量表进行评价，包括理论知识、健康

教育、护理观察、专业技术、应急能力、院内感染共计 6 个维度，每项分值均为 0~100 分，分值越高护

理胜任力越好。2) 两组考核结果比较。于带教结束后从理论、操作、综合实践能力三方面评价，每个方

面评分均为 0~100 分，分值越高考核结果越理想。3) 两组满意度比较，护生满意度与带教老师满意度均

采用自制满意度调查问卷从带教与教学对象、教学方法、教学效果、考核方法等方面评价，总分 0~100
分，分值大于 90 分为满意，80~90 分为基本满意，其余不满意。满意度 = 满意率 + 基本满意率。 

2.4. 统计学方法 

SPSS21.0 处理数据，计量、计数资料以(x ± s)、[n(%)]表示，t 与卡方检验，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3. 结果 

3.1. 两组护理胜任力评价 

观察组护士职业能力量表 6 个维度评分均较对照组高(P < 0.05)。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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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Nursing competency evaluation of the two groups (x ± s, points) 
表 1. 两组护理胜任力评价(x ± s，分) 

组别 例数 理论知识 健康教育 护理观察 专业技术 应急能力 院内感染 

对照组 49 74.56 ± 5.81 72.41 ± 5.27 74.82 ± 5.45 69.37 ± 5.63 66.46 ± 5.12 64.10 ± 5.33 

观察组 49 87.13 ± 6.50 82.30 ± 5.52 80.33 ± 5.67 78.44 ± 6.25 79.31 ± 6.34 75.86 ± 6.46 

t - 10.093 9.071 4.904 7.5477 11.038 9.829 

P 值 -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3.2. 两组考核结果比较 

观察组理论、操作、综合实践能力评分高于对照组(P < 0.05)。见表 2。 
 
Table 2. Comparison of assessment result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x ± s, points) 
表 2. 两组考核结果比较(x ± s，分) 

组别 例数 理论考核 操作考核 综合实践能力 

对照组 49 81.23 ± 5.67 82.15 ± 5.42 80.92 ± 5.17 

观察组 49 85.82 ± 6.11 86.77 ± 5.80 86.04 ± 5.40 

t - 3.855 4.074 4.794 

P 值 - 0.000 0.000 0.000 

3.3. 两组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护生对带教老师满意度较对照组高(P < 0.05)见表 3。观察组带教老师对护生的满意度较对照

组高(P < 0.05)。见表 4。 
 
Table 3. Comparison of satisfaction between two groups of nursing students [n (%)] 
表 3. 两组护生满意度比较[n(%)] 

组别 例数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对照组 49 22 (48.00) 19 (40.00) 8 (12.00) 41 (88.00) 

观察组 49 29 (56.00) 18 (41.00) 2 (3.00) 47 (97.00) 

X2 - - - - 5.838 

P 值 - - - - 0.016 

 
Table 4. Comparison of satisfaction of teachers in two groups [n (%)] 
表 4. 两组带教老师满意度比较[n(%)] 

组别 例数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对照组 49 20 (40.82) 16 (32.65) 13 (26.53) 36 (73.47) 

观察组 49 28 (57.14) 18 (36.73) 3 (6.12) 46 (93.88) 

X2 - - - - 7.470 

P 值 - - - - 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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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岗位胜任能力即在特定的组织构架内员工能够发挥自身能力胜任岗位工作，并在岗位上发挥出优秀

能力、技能等的能力[6]。护理实习生是医院未来护理工作有效开展的重要基础，但因经验限制以及实践

能力限制，其安全意识薄弱，病情评估不准确，健康教育工作不全面，经验缺乏，很难直接胜任相关岗

位的工作[7]。基于此，有必要通过强化带教工作，引导护生完成角色转变，提高其岗位胜任力，以规范

其护理技能，改善其护理意识，进而保障后需护理工作的顺利、有序开展[8]。而在带教工作中，评价属

于重要的内容，能够反映出护生在某一阶段的实习状态以及培训效果等，但既往培训多采用终结性评价，

主要通过末期的理论、操作、综合能力评估开展，虽然操作简单，但忽视了护生在实习过程中的学习情

况，不利于调动护生的主观能动性，不少护生认为靠前突击训练就能获得较好的成绩，这就难以有效培

养护士的胜任能力[9]。 
而形成性评价属于目前新型的评价方法，包括知识评价以及非制式评价，评价的目标不光在于评估

学生是否掌握理论、实践知识，更重要的是评估学生学习的效率、效果、分析能力、解决能力、学习积

极性等[10] [11]。在护生教学中，采用形成性评价可实现对不同阶段学习情况的追踪记录，能实现对护生

的持续性引导以及督促，可督促其克服惰性，改善学习态度。也能够增强师生间的有效互动，可提高护

生参与教学的积极性，能提高学习效果[12]。根据评价结果，也能让学生及时了解自身的不足，并根据教

师反馈进行调整与改进，而该过程中教师也能进一步加强对学生优缺点的了解，发现教学过程的问题，

进而可改进教学方式，提高患者教学能力[13]。而采用线上评价，可利用网络的便利性，提高评价的及时

性与有效性，对提高评价效果有明显价值。 
本次研究中，观察组护士职业能力量表 6 个维度评分均较对照组高(P < 0.05)，说明在线形成性评价

方案的应用有利于提高护士的岗位胜任力。而观察组理论、操作、综合实践能力评分高于对照组(P < 0.05)，
说明该方案能提高教学效果。观察组护生对带教老师满意度较对照组高(P < 0.05)，观察组带教老师对护

生的满意度较对照组高(P < 0.05)，则证实该方案能提高带教老师与护生相互间的满意度。 
综上所述，对护理实习生采用在线形成性评价干预效果理想，能提高实习护士的胜任能力及考核成

绩，有利于提高实习护士与带教老师双方的满意度，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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