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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究在以临床技能大赛为依托提升新疆中职护理护生临床实践能力的效果。方法：本研究采用整

群抽样法，选取新疆某中职卫生学校2020级100名护理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表法1:1原则将

所有护生分为对照组(n = 50，传统护理教学模式)与观察组(n = 50，以技能大赛为导向的护理教学模式)，
对比教学效果。结果：观察组护生理论成绩均高于对照组(均P < 0.05)；观察组护生实践技能论成绩均高

于对照组(均P < 0.05)；观察组整体教学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均P < 0.05)。结论：以护理技能竞赛为指

导，在中职院校护理实践技能教学中，护生的理论成绩和实践能力能，得到显著提高，护生的学习效率

和教师的满意度也能得到提高，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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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improving the clinical practice ability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nurs-
ing students in Xinjiang based on clinical skills competition. Methods: In this study, 100 nursing stu-
dents of grade 2020 in a secondary vocational health school in Xinjiang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by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All nursing students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n = 50, tra-
ditional nursing teaching mode) and observation group (n = 50, skills-based nursing teaching mode) 
with the principle of 1:1 random number table, and the teaching effect was compared. Results: The 
theoretical scores of nursing student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all P < 0.05). The practical skill theory scores of nursing student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all P < 0.05). The overall teaching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ll P < 0.05). Conclus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nursing 
skills competition, the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and practical ability of nursing students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n the teaching of nursing practical skills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the learning efficiency of nursing students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teachers have also been improved, 
which is worthy of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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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重要时刻，“健康中国”的目标是

解决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和人民群众健康需求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1]。在此背景下，医

疗保健行业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中职护理是中国卫生事业发展的重要环节，职业护理生在这一过程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对于像新疆这样急需改善基层卫生条件的地方，这些医生将成为补充基层卫

生工作的中坚力量。因此，加强中职护生职业道德教育，不仅关系到新疆中职护生的职业发展，而且对

促进我国基础卫生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职护生职业道德的培养是在一般道德标准教育的

基础上，结合护理专业的特殊性、当地的实际情况和新时代对护理专业的新需求[2]。在教育工作者的积

极指导下，整合各种资源，采用各种形式的教育方法，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其基本目标是培养具有

良好品德和能力的护理人才，为中国基层医疗卫生事业提供高素质的人才，以促进“健康中国”战略的

实施，提高基层医疗质量。 
而护理技能大赛的核心在于通过竞赛反哺护理教学，以大赛理念为引领，对竞争中暴露的问题进行

研究，探索教学改革的途径，使教学与临床紧密结合，培养更适合临床需要的护理人才。通过以连续两

年参加全国护理技能大赛为例，对参加全国护理技能大赛的导师的培训和竞赛过程进行回顾分析，得出

当前中等职业护士的知识结构、技能操作和应变能力与竞赛要求存在较大差距的结论[3]。这一现象的出

现是对我国护理教育教学现状的一种深刻认识。目前，护理操作实训课程的教学内容仅限于教学大纲中

的技能模块。护生虽能熟练掌握其中一项操作技术，但缺乏全面的操作训练，存在“操作简单、评价单

一”等问题。在教学过程中，护生过于注重统一的操作过程，造成对过程的机械记忆，而不了解各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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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内在逻辑关系，只走过场，缺乏灵活性和创造性。同时，临床实践课的教学方法相对落后，在教学过

程中，护生对教师的被动态度制约了护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理解能力和创新思维，护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

动性很低[4]。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式不能很好地发挥护生的主体作用，导致实践教学与临床实践

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脱节。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新技术、新理念不断涌现，但实训课程的教学内

容和方法却一直停滞不前，仍然停留在旧的要求、教具和操作规程上，不能满足临床发展的需要。这不仅

影响了医学专业人员综合素质的提高，也限制了他们在今后临床工作中的适应能力和发展潜力。 
因此，本项目拟以新疆中职护生为研究对象，在临床技能竞赛的基础上进行中职护理教学改革，不

断提高新疆省中职护生的专业护理能力，促进其进入临床工作状态，现将具体内容汇总如下。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样法，选取新疆某中职卫生学校 2020 级 100 名护理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随

机数表法 1:1 原则将所有护生分为对照组(n = 50，传统护理教学模式)与观察组(n = 50，以技能大赛为导

向的护理教学模式)，所有护生均为学制三年的统招生，已修课程基础相同。两组一般情况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见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of general data of nursing student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x ± s, n (%)] 
表 1. 两组护生一般资料比较[x ± s, n (%)] 

组别 男女比例(男：女) 平均年龄(岁) 上学期平均综合成绩(分) 

观察组(n = 50) 5/45 17~19 (17.82 ± 0.82) 73.43 ± 9.61 

对照组(n = 50) 7/43 17~19 (17.91 ± 0.73) 74.75 ± 10.81 

X2/t 0.79 0.580 0.645 

P 0.538 0.564 0.520 

 
纳入标准：① 在校护生；② 对护理基础知识有较全面的了解；③ 具有一定的英语读写能力，并具

有一定的实际应用能力。 
排除标准：① 患有认知障碍和运动功能障碍；② 研究中途退出者。在研究开始前，参与者被告知

研究的意义、方法和内容，并表达了参与研究的意愿。 

2.2. 研究方法 

对照组按传统护理教学模式进行。具体实施方法如下：(1) 理论教学：以教师教学为中心，采用课堂

讲解的方式系统传授理论知识，辅以提问、讨论、作业等课堂互动，巩固所学知识。(2) 实践课教学：① 
教师示范：首先由教师对护理技术操作进行详细讲解，并进行规范化示范，使护生了解手术过程和要点。

② 护生实践：以小组为单位，自主实践，教师在课堂巡视，及时指出护生在作业中存在的问题，并给予

针对性指导。③ 作业反馈：课后，老师会在班上随机抽取部分护生进行作业演示，并对其作业进行反馈，

指出其优缺点。④ 总结和评语：在一天结束的时候，老师对所有护生的作业进行了总结和评语，突出了

重点和难点，让护生更好地巩固了自己的技能。 
而观察组护生则采用以技能大赛为导向的护理教学模式，具体内容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 创新教学方法 
传统护理教学模式较为单一，教学人员机械化、形式化、模式化是制约其改革发展的重要因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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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我们应该让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将比赛的精神和要求融入到平时的教学中，使教学与临床实

践紧密结合，从而培养出更符合临床需要的高素质护理人才，促进护理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2) 教学方法改革 
在实践中，要重视护生的主体地位，采用参与式、启发式等多种学习形式。采用项目教学法、案例

教学法、情景模拟法等方法，引导护生在小组活动中进行学习。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案例的分析，提出

相应的护理方案，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护理方案，具体如下： 
1. 老师备课 
首先，成立一个项目研究小组，对参加本次比赛的教师进行系统的培训，使教师对比赛的过程、内

容和评分标准有一定的了解。项目组根据技能大赛理论和技术测试用例，结合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要

求，收集并分析了临床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的典型案例。题目应该是困难和重点突出的，包括年龄、

性别、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查和诊断。同时总结了新护理技能竞赛的手术评分标准，对未参加任何级别

竞赛的手术项目按竞赛技能考试要求进行规范化、和标准化。 
2. 护生预习 
课前向护生分发指南。护生应根据所学知识预习，查阅相关文献，分析讨论案例，根据护理步骤制

定护理计划，努力解决问题。在执业前，会额外发给护士一份《执业守则》，让护士提前了解手术的程序

和要求。 
3. 理论课 
在指导方案的指导下，介绍了教学内容。护生自己分析案例，然后由老师进行评析。在整个教学过

程中，一直以“案例”为中心，引导护生对“案例”进行深入分析和归纳。在此基础上，提高护生分析

和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使其在课堂上拓展临床经验和社会经验，达到理论联系实际的目的。 
4. 实训课程 
实训过程分为五个部分：导论、教学、模拟、比赛和总结，具体意见表 2。 
 

Table 2. Teaching contents of practical training courses based on clinical skills competition 
表 2. 以临床技能大赛为依托的实训课程教学内容 

序号 实训过程 实训内容 

1 导论 护生根据备课指导和老师的指导，对课堂知识进行补充和总结，并以任务驱动的方式介绍

本节教学的内容和目的，使护生更好地理解课堂学习要点 

2 教学 
采用多种教学方法；一是观看我院护理技能大赛精彩视频，开展规范化操作示范；二是充

分发挥学校资源优势，邀请参加过或即将参加比赛的护生进行示范操作；再次，老师详细

讲解了操作规范，强调了操作中的注意事项和难点 

3 模拟 在 4-5 人的小组中，由一名护生扮演标准病人。通过对临床情境的模拟，培养护生的批判

性思维、沟通能力和人文关怀意识，提高护生的综合动手能力 

4 比赛 通过组内和组间的技术操作竞争，营造竞争的课堂氛围；在教学质量评价中，教师和护生

都要参与，以调动护生的积极性，检查实习效果，提高护生的技术能力 

5 总结 在教学过程中，老师会针对一些常见的问题，让护生去总结、去思考，进一步加强实践，

巩固知识 

 
5. 课后巩固 
在课堂教学中，要鼓励护生做好自我反思，做好笔记，建立科学的学习计划，使他们对所学知识有

系统的掌握。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护理实习基地建设的新思路，提出了护理实习基地建设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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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完善教学评价 
在对护理实习课程进行评价的过程中，应与临床实践紧密联系，并与护士资格考试的相关规定相结

合，重点考察护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根据临床实践中的结构化考核方法，以实际案例为基础，

通过模拟设置试题情境，使护生根据案例进行整体护理。同时，根据护理技能竞赛结果，对护生的技术

水平进行科学评价。在此过程中，要注意对护生的综合素质和专业素质进行综合评价，确保考试内容符

合临床需要和专业发展需要。 
(4) 提高护生的整体护理素质 
随着我国医改的深入，“以人为本”的理念越来越多地体现在临床护理中，这对护士的综合素质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高校体育教师应把握当前医改的发展趋势，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加强护生综合

素质的培养。这就要求护生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熟练的手术技能，同时还要加强护患沟通、人文关怀、

临床反应、团队合作和临床思维等专业素质。通过全面的培训，使护生更符合临床需求，为患者提供优

质的护理服务。 
(5) 加强实习基地建设 
建立科学合理的中职护生实习基地具有重要意义。以护理技能大赛为指导，一方面充分调动社会资

源，另一方面加强学校硬件设施建设，以医院模拟的方式改善实习教学条件，使护生的学习更贴近临床

实际。此外，还可以通过校企合作、校校合作等方式扩大实习基地，让护生有更多的时间接触更多的患

者，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技术能力。 
(6) 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提高护理实习教学质量，必须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在“护理技能大赛”的指导下，中职教师应转变

教育观念，改进教学方法，改革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水平。“双师”教师是指能同时完成临床护理和教

学工作的教师。因此，要从医院的实际情况出发，聘请临床护士担任实习教师，在实习过程中加强实习

教学的培训。这样，护生可以学到最新的理论知识和熟练的护理技能，减少与临床工作的差距，更好地

满足未来职业发展的需要。 

2.3. 观察指标 

(1) 理论成果评价 
分别评定两组患者的理论测试成绩，包括“基础知识”、“案例分析”、“专业素质”和“护理记

录”四个部分，每部分 25 分，总分 100 分。通过综合考核，对护生的理论知识和应用能力进行评价。 
(2) 实际操作能力评价 
两组 1 个月的实际操作能力得分均为 100 分，其中穿刺技术、专业护理、沟通技巧、护理礼仪得分

均为 100 分。通过实践考核，对护生的技能熟练程度、临床适应能力和专业能力进行考核。 
(3) 护生对教育成果的满意度 
本研究基于自行设计的量表，以“是”和“否”两个等级对护生的教学质量评价和护生的学习效果

自评进行测试。实习结束后，对两组护生进行匿名问卷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共 100 人参与调查，回收

100 人，回收率为 100%。通过问卷调查的结果，可以了解护生对自己的学习成绩和自我的评价，这也是

为了更好地指导他们的教学。 

2.4.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使用 SPSS26.0 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以标准差(x ± s)表达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数表

示 x2，P < 0.05 为统计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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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 

3.1. 理论成绩 

观察组护生理论成绩均高于对照组(均 P < 0.05)，见表 3。 
 

Table 3. Comparison of theoretical scores of nursing student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x ± s, points) 
表 3. 两组护生理论成绩比较(x ± s，分) 

组别 基础知识 案例分析 专业素质 护理记录 总分 

观察组(n = 50) 22.28 ± 1.26 22.39 ± 1.36 22.92 ± 1.55 22.73 ± 1.58 93.19 ± 5.42 

对照组(n = 50) 17.53 ± 1.66 17.82 ± 1.53 17.66 ± 1.47 17.75 ± 1.92 73.43 ± 6.25 

t 16.117 15.786 17.411 14.162 16.890 

P < 0.001 < 0.001 < 0.001 < 0.001 < 0.001 

3.2. 实践技能 

观察组护生实践技能论成绩均高于对照组(均 P < 0.05)。见表 4。 
 

Table 4. Comparison of practical skill scores of nursing students in the two groups (x ± s, points) 
表 4. 两组护生实践技能成绩比较(x ± s，分) 

组别 穿刺技术 专业护理 沟通技巧 护理礼仪 总分 

观察组(n = 50) 22.99 ± 1.12 22.62 ± 1.33 22.19 ± 1.18 22.26 ± 1.55 92.73 ± 4.85 

对照组(n = 50) 16.62 ± 2.25 16.73 ± 1.53 17.32 ± 1.3 17.48 ± 1.19 70.82 ± 5.98 

t 17.921 20.544 19.368 17.297 20.122 

P < 0.001 < 0.001 < 0.001 < 0.001 < 0.001 

3.3. 教学效果满意度 

观察组整体教学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均 P < 0.05)，见表 5。 
 

Table 5. Comparison of teaching satisfaction of nursing student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n, (%)] 
表 5. 两组护生教学满意度比较[n，(%)] 

内容 观察组(n = 50) 对照组(n = 50) X2 P 

教学方法创新 47 (94.00) 40 4.332 0.037 

激发学习兴趣 46 (92.00) 38 4.762 0.029 

提高理论知识 47 (94.00) 38 6.353 0.012 

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48 (96.00) 39 7.162 0.007 

提高运用护理程序的能力 48 (96.00) 40 6.061 0.138 

提高技能操作水平 47 (94.00)  5.316 0.021 

提高人际沟通能力 46 (92.00) 37 5.741 0.017 

提高人文关怀能力 48 (96.00) 38 8.306 0.004 

提高今后临床工作的信心 48 (46.00) 40 6.061 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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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新疆中职护理护生开展临床技能大赛培养临床实践能力的现状 

新疆独特的地域特征既是最大的客观现实，也是对教育对象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原因。新疆中职护

生职业道德教育应以本地区为“重点”，结合不同地区的实际需求，充分挖掘其教育资源，将一般理论、

规范、责任、义务与本地区实际需求有机结合起来[5]。在此基础上，要与时俱进，重视职业道德教育的

内容，以适应新疆地区的实际需要，为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护理人才提供理论依据。 
中职学校护理实践教学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一批高素质的临床护士，提高其综合素质，使其在未

来具有更大的市场竞争力，更好地融入临床工作[6]。然而，传统的教学方法过于“形式化”，主要按照

教学大纲讲授手术过程，护生只会机械地背诵课本上的步骤，不能有效地与临床实践相结合[7]。因此，

中职护理教育必须探索更加科学合理的教学模式，以促进医学实习教学的改革与发展。 
在新形势下，全国各地也出现了护士专业技能竞赛。竞赛是一种市场化、规范化、多元化、操作性

强的“精英”选拔机制。在组织优秀护生参加竞赛活动时，要注重竞赛理念与自身的教育实践有机结合。

2024 年全国护理技能大赛明确提出“以教育为导向”的理念，并以此为“方向标准”，体现了护理专业

人才培养的发展趋势。根据比赛思路和评分标准，总结护理知识技能与比赛要求的差距，从而指导、规

范和推动护理教育改革发展，为培养高素质护理人才奠定坚实的基础[8]。 

4.2. 开展临床技能大赛培养临床实践能力的效果 

本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护生理论成绩均高于对照组(均 P < 0.05)；观察组护生实践技能论成绩均高

于对照组(均 P < 0.05)。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以“护理技能大赛”为指导的临床教学模式，能够促

进教师不断改革教学理念，把护生放在课堂的主体位置，向护生传授知识，让护生积极参与，这种教学

方式能有效激发护生的主观能动性与临床思维发展。同时通过真实病例的介绍，使护生能够根据临床情

况制定更详细的护理计划，逐步提高病例分析能力。 
同时开展基于护理技能竞赛的课程设计和教学评价，使护生在实习期间通过情景模拟进行实际实践，

将所学的理论知识运用到临床工作中。在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案例的内容提出问题，提高护生的思维

能力[9]。并且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及时发现护生在学习过程中的问题，并以小组讨论的方式引导他

们相互纠正，使他们的实际操作能力得到提高。在老师的指导下，护生不仅可以锻炼自己的临床应变能

力，还可以提高自己的临床判断能力，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掌握更多的护理技术，大大缩小他们与临床实

践的差距。 
通过创设情境，让护生亲身体验临床护理技术在实践中的应用，了解自己的职责和任务，为今后更

好地融入临床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与传统的教学方法相比，该方法更适应我国人才培养的需要，能更

好地满足护生的实际需要，在临床实践中具有较大的实用价值[10]。同时，观察组整体教学满意度均高于

对照组(均 P < 0.05，可以看出，以“护理技能竞赛”为导向，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一种行之有效

的方法，值得在中等职业学校护理教学中推广。 

4.3. 展望与结论 

本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具体如下： 
(1) 护生护理基础差：缺乏护理基础知识，教学过程中案例分析不足，部分护生对学习压力的反应。

这说明在教学过程中，要加强基础知识的巩固，使护生对知识有更深的理解和应用。 
(2) 护理实践机会有限：由于资源和条件的限制，护理人员无法在实际的临床情况下进行实践。临床

实习是护理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能使护生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未来的研究方向应该是：扩大与医疗

https://doi.org/10.12677/ns.2025.144080


梅晓红 
 

 

DOI: 10.12677/ns.2025.144080 603 护理学 
 

机构的合作，增加护生的实习机会。 
(3) 技能操作练习课时减少：有护生反映由于熟练程度的提高和练习次数的减少，对一些技术的掌握

有一定的困难。针对这一问题，笔者提出在教学过程中合理安排教学时间，适当增加技能训练的课时，

保证护生有足够的时间进行重复练习。 
(4) 研究范围有限：本研究刚刚起步，只讨论了某一学科，研究范围相对狭窄。在未来，应该在更多

的课程中开展研究。 
综上所述，以护理技能竞赛为指导，在中职院校护理实践技能教学中，护生的理论成绩和实践能力

能得到显著提高，护生的学习效率和教师的满意度也能得到提高。期望这一模式能在更多的中等职业学

校推广，促进护理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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