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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将 ＰＤＣＡ 循环法应用于手术室专科护士培训基地教学管理的效果ꎮ 方法　 从

我院手术室专科护士中随机选取 ２５ 名作为本研究的培训学员ꎬ并采用 ＰＤＣＡ 循环法从计划、执行、检查及

总结 ４ 个步骤进行临床护理知识与技能培训ꎮ 比较培训前后护士护理论知识、护理技能操作评分ꎬ以及带

教教师及带教教师对其满意度ꎮ 结果　 培训后ꎬ培训学员的理论掌握评分(９５.６８±１.２４)分ꎬ显著高于培训

前(８６.２５±５.３７)分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３２.９７２ꎬＰ<０.００１)ꎻ培训后技能操作评分(９６.１０±１.３０)分ꎬ显著

高于治疗前(８５.２１±１.０４)分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２０９.４２３ꎬＰ<０.００１)ꎮ 授课教师与带教教师对学员的满

意度分别为 ９２.００％与 ９６.００％ꎬ均超过 ９０.００％ꎮ 结论　 将 ＰＤＣＡ 循环法应用于手术室专科护士培训基地

教学管理ꎬ可明显提升专科护士对护理理论与技能掌握能力ꎬ提高带教教师及授课教师的满意度ꎬ总体教

学效果显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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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术室作为危重病症患者、外科手术治疗的抢救场所ꎬ手
术室是临床医学上特殊且至关重要的护理部门ꎬ护理质量是
整个护理工作的核心[１] ꎮ 手术室是医学的高风险科室ꎬ护士
的护理质量直接影响到整个医疗质量及患者的生命安全[２] ꎮ
积极加强护理队伍建设、提升护理质量是保证整个手术科室
资源有效配置的关键[３] ꎮ 专科护士是专业化从事护理服务
工作的人员ꎬ在某一领域或多个领域具备理论与实践护理能
力ꎮ 为进一步提升手术科室的护理质量ꎬ培养出专业化护理
骨干ꎬ我院对 ２５ 名专科护士进行 ＰＤＣＡ 循环法教学培训ꎬ重
点教授理论知识与技能操作方法ꎬ现报道如下ꎮ

一、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从河南省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手术室

专科护士中随机选取 ２５ 名护士作为本研究的培训学员ꎬ并采
用 ＰＤＣＡ 循环法对其进行护理理论与技能培训ꎬ培训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ꎮ 所有学员均具备 ３ 年以上工
作经验ꎬ热爱护理服务工作ꎬ职业道德良好ꎮ 所选学员皆为女
性ꎬ年龄为 ２１~３２ 岁ꎬ平均(２５.４７±１.０４)岁ꎻ工作年限 ２ ~ １４
年ꎬ平均(５.４９±１.０４)年ꎻ学历:中专 １ 名ꎬ大专 ３ 名ꎬ本科及以
上 ２１ 名ꎮ

２.方法:对 ２５ 名学员进行 ＰＤＣＡ 循环法教学培训ꎬ综合
开展理论与技能操作培训ꎬ具体步骤如下:(１)计划阶段:①
组建师资队伍:教师是教学活动的引导者、教导者ꎬ其综合能
力与教学水平直接决定着整个教学的质量与效率ꎬ加强教师
队伍建设、提高其教学水平是教学开展的先决条件[４] ꎮ 从我
院中评选出 ４ 名资深护士长及 １０ 名专科护士组成教学团队ꎬ
担任课程授课教师ꎬ全程负责本次教学活动ꎮ 教师均具有较
高的教学水平与综合素养ꎬ临床护理经验丰富ꎬ专业知识与技
能操作能力较强ꎮ ②明确教学计划:临床护理知识系统性、框
架性较强ꎬ明确具体的教学内容、合理安排教学进程是保障教
学的前提ꎮ 授课教师根据学员理论与技能掌握情况ꎬ并针对
本院护理技能培训相关规范有机整合教学内容ꎮ 首先进行全
脱产式教学[５] ꎬ学习 １ 个月理论知识后ꎬ在培训教学大纲中加

　 　 作者单位:４５３１００ 河南省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手术一部

入腔镜、心外、骨科、神外、外科等专科知识ꎬ全面性、整体性地

开展护理知识教学ꎮ 理论知识教学结束后ꎬ集中为期 ３ ｄ 的

进行基础技能实践培训ꎮ ③选择培训教材:即时关注卫生部

下发的相关规范ꎬ选用“十一五”规划中的«手术室护理学»教
材ꎬ明确教学中应涵盖手术室的管理知识、基础理论、职业防

护、高新仪器操作使用、院内感染控制、各专科手术协助配合

要点及护理方法、相关护理新技术及新进展等[６] ꎮ ④制订临

床轮转计划:依旧采用全脱产式ꎬ进行为期 １ 个月教学ꎻ轮转

计划中门诊手术中心临床实践时间为每周 ３ ｄꎬ余下时间主要

安排在第 １、２ 洁净手术室进行临床实践ꎬ而培训最后 １ 周则

需根据院内需求进行机动安排临床实践培训ꎬ如将心脑血管

专科学员安排到心外或神经外科等科室进行临床实践ꎮ (２)
制订阶段:①掌握学员需求:全面且系统掌握学员的相关背景

知识是开展教学的前提ꎬ了解与评估学员对知识需求的具体

方向是提升整个教学成效的关键环节ꎮ 采用调查问卷、面谈、
资料审核等多种途径对学员背景知识进行大致了解ꎬ并结合

职称、学历及医院发展情况等将学员需求个案化、具体化、特
殊化ꎬ确定个人学习及临床护理时间的培养目标ꎮ 在此过程

中应根据学员的情况适时调整教学进度与教学内容ꎬ以专科

培训、技术护理为临床护理实践重点ꎬ因人而异ꎬ因地制宜ꎬ不
断为医院培养出更多高素质的护理骨干ꎮ ②开展课前教学工

作:教师组织进行集体备课ꎬ互相交流学习、集思广益ꎬ为如何

提升教学成效出谋划策ꎬ提升自身制作多媒体课件及教学的

水平ꎮ 培训前的教学工作主要包括发放时间手册ꎬ让学员作

好日常各项笔记记录ꎬ填写相应周反馈表ꎻ教师应集中明确教

学重难点、教学计划、培训目标、理论与实践教学ꎬ重点突出理

论联合实践进行教学ꎬ在提升学员理论知识的同时ꎬ更应进一

步提升其技能实践能力ꎮ (３)检查阶段:①建立健全评价机

制:由授课教师统一根据院内制订培训结果评价评估标准ꎬ合
理建立健全评价评估机制[７] ꎬ将理论知识与技能实践考核相

结合ꎬ综合考核学员对临床护理的水平与能力ꎮ 带教教师也

可根据学员的实际情况或意见综合考虑ꎬ合理拟定改进方案ꎬ
并为下一循环目标作好预测ꎮ ②组建教学管理小组:专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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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长担任教学管理小组组长ꎬ跟进监督教学培训各项工作ꎬ随
机对教学培训工作进行管理ꎬ就教学存在的问题即时向授课
教师反映ꎬ并指导改进ꎮ 另外ꎬ为进一步规范教师课堂表现及
教学效率ꎬ还可制订理论课程授课规范ꎬ让学员评价授课教师
的课堂表现、教学内容、教学效果ꎬ并及时向授课教师反馈ꎬ让
授课教师可及时发现自身的不足并积极创新ꎮ (４)总结阶
段:①教学反思:定期或不定期组织授课教师与带教教师进行
教学反思会议ꎬ针对性就学员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ꎬ明确下一
教学目标ꎬ并相应性提出教学改进方案ꎬ适当删减不必要的教
学内容ꎬ更新补充最新的护理知识与操作方法ꎮ ②教学总结:
授课教师可组织学员建立联系平台ꎬ如微信群ꎬ倡导教师与学
员畅所欲言ꎬ就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ꎻ教师定期开展教学质量
评估会议ꎬ梳理教学内容ꎬ反思教学形式与成效ꎬ将学员提出
的问题反馈ꎬ集中听取改进意见ꎻ此外ꎬ根据学员学习情况适
时调整教学进度ꎮ 在教学结束后ꎬ可组织学员开展座谈会ꎬ重
点讨论临床实践、实践内容、学习效果及后期工作的预想等ꎬ
并提出教学不足ꎬ如此教师可获得第一手的评价资料ꎬ不断就
此进行总结并提出改进措施ꎬ为下一期教学基地发展奠定良
好基础ꎬ对教学基地可持续发展有着积极意义ꎮ (５)教学效
果评定标准:①理论知识与技能操作评分:理论知识考核:于
培训前及结束后进行护理知识考核ꎬ比较前后学员对相关知
识掌握的情况ꎮ 以手术室专科学员基本护理知识为框架ꎬ根
据不同学期教学内容进行考核ꎬ综合整合考核内容ꎬ合理分
配ꎮ 单项选择题(３０ 分)、多项选择题(２０ 分)、判断题(１０
分)、填空题(１０ 分)及问答题(３０ 分)ꎬ共计 １００ 分值ꎬ答题时
间为 １２０ ｍｉｎꎮ 技能操作评分:根据教学内容组织技能操作考
核ꎬ即时掌握教学成果的反馈ꎬ并有针对性就存在的问题即时
调整教学进度与内容ꎮ 该两项考核均由带教老师统一安排ꎬ
评分优秀:９０~１００ 分ꎻ良好:８０ ~ ８９ 分ꎻ及格:６０ ~ ７９ 分ꎻ不及
格:<６０ 分ꎮ ②带教教师及授课教师对学员的满意度:综合考
虑学员的劳动纪律、工作表现、护理理论及技能操作情况、协
助精神、工作态度等方面因素ꎬ客观、公正评价学员的表现并
进行满意评价ꎮ 其中非常满意为 ９０ ~ １００ 分ꎻ满意为 ８０ ~ ８９
分ꎻ不满意为<７９ 分ꎮ 总满意度＝(非常满意＋满意) /总例数×
１００％ꎮ

３.统计学方法:使用 ＳＰＳＳ １８.０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ꎬ计
数资料采用百分比(％)表示ꎻ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ｘ±
ｓ)表示ꎬ比较采用 ｔ 检验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二、结果
１.理论及技能操作评分:经 ＰＤＣＡ 循环法培训后ꎬ培训学

员的理论掌握评分(９５.６８±１.２４)分ꎬ显著高于培训前(８６.２５±
５.３７)分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３２.９７２ꎬＰ<０.００１)ꎻ培训后技
能操作评分(９６.１０±１.３０)分ꎬ显著高于治疗前(８５.２１±１.０４)
分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２０９.４２３ꎬＰ<０.００１)ꎮ

２.授课教师及带教教师对培训学员的满意度比较:授课
教师与带教教师对学员的满意度分别为 ９２.００％与 ９６.００％ꎬ
均超过 ９０.００％ꎮ 见表 １ꎮ
　 　 讨论　 ＰＤＣＡ 循环法是一种新型的管理方式ꎬ具有科学
化、标准化及系统化等优点ꎬ共分为计划、执行、检查及总结 ４
个步骤ꎬ多用于护理服务ꎬ且其临床护理效果已经得到认
可[８] ꎮ 本研究中ꎬ将 ＰＤＣＡ 循环法运用于对手术科室专科护

士进行培训ꎬ整体培训教学效果显著ꎮ 结果显示ꎬ培训学员的
理论掌握评分(９５.６８±１.２４)分ꎬ显著高于培训前(８６.２５± ５.
３７)分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 －３２.９７２ꎬＰ<０.００１)ꎻ培训后技
能操作评分(９６.１０±１.３０)分ꎬ显著高于治疗前(８５.２１±１.０４)
分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２０９.４２３ꎬＰ<０.００１)ꎮ 表明通过系统
化进行教学管理与监督ꎬ及时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ꎬ并积极
创新改进ꎬ形成一个良性发展的动态管理体系[９] ꎬ在提升学
员成绩、技能等方面上有着积极作用ꎮ

手术科室专科性强ꎬ护理技能要求较高ꎬ且学员个体差异
与特殊性悬殊ꎬ只有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ꎬ突出学员的个
性化与差别性[１０] ꎬ才可真正有效提升整个教学成效ꎮ 授课教
师有针对性根据学员已有基础及经验合理优化及调整教学内
容ꎬ积极创新教学形式ꎬ突出个别差异性与特殊性ꎬ实现整体
效能提升的目标ꎬ充分发挥 ＰＤＣＡ 循环法的作用ꎮ 通过动态
化教学ꎬ实行授课教师与带教教师的双向评价体系ꎬ由全脱产
式教学向细分化教学逐步推进ꎬ让学员能全面性掌握腔镜、心
外、骨科、神外、外科等专科知识ꎬ不断提升其综合素养与护理
水平ꎮ

综上所述ꎬＰＤＣＡ 循环法应用于手术室专科培训基地教
学中具有一定可行性ꎬ表明该方法不仅适用于临床护理干预ꎬ
也同样适用于护理教学培训中ꎬ在提升临床护理教学基础、质
量循环管理中均有着显著意义ꎮ 因此ꎬ应将 ＰＤＣＡ 循环法推
广到手术室专科培训基地教学中ꎬ为医院发展贮备优秀的护
理骨干ꎮ

表 １　 授课教师及带教教师对培训学员的满意度比较 ｎ(％)
教师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授课教师 １７(６８.００) ６(２４.００) ２(８.００) ２３(９２.００)
带教教师 １８(７２.００) ６(２４.００) １(４.００) ２４(９６.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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