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划生育、优生优育指导及孕产期保健、心理护理、社区护理的科

研方法等，由此可见，随着护理服务对象的需求转移，社区护理

人员也逐渐意识到自身的缺陷和不足之处，具有社区护理特色

的学习需求凸显，而这种需求正是提高社区护士工作能力的契

机和内趋力，应根据实际需求展开培训，由政府资助并畅通学

习渠道，鼓励在职人员继续学习，同时还应建立完善的社区护

理管理制度，健全社区医疗组织机构，鼓励优秀毕业生进入社

区工作，调动社区护理人员工作积极性，尽快形成一支稳定的、

高素质的社区护理队伍，以适应人群的健康需求和老龄化时代

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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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日记与目标结合促进手术室护理教学

张　会，刘兴珍（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手术室　４０００６１）

　　【摘要】　目的　探讨应用书写反思日记与目标教学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手术室实习护生教学的可行性，为今后

改进手术室教学方法提供依据。方法　选取２０１１年７月至２０１２年４月在医院手术室实习的大专护生８４人，随机

分为日记组和传统组各４２人，日记组实施目标与书写反思日记相结合教学，传统组按一对一传统方法教学，比较两

组的教学效果。结果　日记组学生出科前综合考试成绩、工作主动性、反思能力、动手能力、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等均

较传统组明显提高，两组的教学效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结论　反思日记是一种很好的学习工具，

促使护生回顾护理实践，又用以指导护理实践，与目标教学相结合，使护生明确实习目的，从而在短时间内达到实习

要求。

【关键词】　反思日记；　目标；　手术室；　护理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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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思日记法作为评判性思维教学的一种主要手段，是让护

理学生在临床实践中以记录日记的方式对所学知识和所获经

验进行反思的一种教学方法［１］。手术室作为外科诊治和抢救

患者的重要场所，环境布局特殊，护理操作专科性强，无菌技术

要求高，为使护生在短时间内达到良好的实习效果，本科室采

用了书写反思日记与目标教学相结合的方法，取得了较好效

果，现介绍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１年７月至２０１２年４月在本院手术

室实习的大专护生８４人，其中男生４人，女生８０人，年龄２０～

２３岁，平均２１．５岁。已完成公共课程、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

进入临床实习阶段。随机分为日记组和传统组各４２人，实习

时间为３周。两组护生年龄、性别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传统组　采取传统教学法，由带教组长介绍手术室环

境、各项规章制度，示教洗手护士的工作程序和无菌技术，并督

促护生练习，第２天将护生按一对一进行跟班带教，按大纲要

求进行临床实习。

１．２．２　日记组　采取目标与书写反思日记和传统教学相结合

的方法。（１）选择带教老师。本科室选择工作５年以上，热爱

护理专业，责任心强、理论知识丰富、技术操作规范、勤奋好学

并有较强沟通交流能力的护士作为带教老师。（２）准备工作。

护生进入临床实习前，对带教老师进行“反思性临床护理实

践［２］”的培训，讲解实践的程序，书写反思日记的目的和要求，

怎样引导护生书写，怎样批改护生的反思日记。（３）迎接护生

入科。护生进入临床实习时，根据教学大纲要求与护生一起共

同制订实习周计划和目标，让护生明确每周的实习目的和任

务，带着问题仔细聆听老师的讲课、观看老师的操作、实践书本

上的知识。根据前述计划和目标安排多媒体讲座。并讲解什

么是反思日记，书写反思日记的优点、目的、格式及内容。再按

照传统教学方法由教学组长介绍手术室环境布局及相关制度、

示范相关技术操作，并督促护生练习，熟练后将护生按一对一

进行跟班带教。（４）书写反思日记。要求护生将实习过程中的

感受、体会和收获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来，每周书写１～２篇，

并交与带教老师查阅。记录的重点在于：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事

情是什么？你从中受到了什么启发？你的收获是什么？今后

你该怎么做？实践理论的过程中有没有困惑？寻求解决的办

法是什么？你是否达到了实习的目标？（５）讨论。每周组织一

次日记讨论交流会，为众多的师生搭建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要求护士长、带教组长、带教老师和全体护生均要参加，评估护

生实现周目标的情况，对护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展开讨论，帮助他们分析任务的难度，设计和讨论解决方案。

耐心听取护生的心声，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启发他

们遇到问题怎样与人沟通交流，怎样寻求解决办法。对日记优

秀者进行展示、发言积极者给予肯定、表扬，促使护生相互学

习、相互提高。根据护生的需要并征求意见增加小讲座内容，

使他们了解更多的专科理论知识与操作技能。对未达到目标

的护生给予鼓励和个别教学与指导。

１．２．３　评价方法　实习结束前１～２ｄ对护生进行出科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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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理论及操作考核，各占５０％，以百分制计分，＞９０分为优，

８０～９０分为良，＜８０分为差；３周实习结束后，采用自制问卷

进行调查，内容主要包括护生对教学方法的满意度（满意、一

般、不满意）评价，学生临床实习能力效果评价（目标明确性、工

作主动性、角色转变、自信心、反思能力、动手能力、理论联系实

际能力）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评价。

１．２．４　统计学方法　率的比较采取χ
２ 检验，以犘＜０．０５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两组护生出科考核成绩比较　见表１。日记组与传统组

比较，出科考核成绩有明显差异，日记组优良率明显高于传统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２＝６．３３，犘＜０．０５）。

２．２　两组护生对该教学方法的满意度评价　见表２。日记组

与传统组比较，两组护生对教学方法的满意度有明显差异，日

记组对该教学方法的满意度明显高于传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χ
２＝６．９４２，犘＜０．０５）。

２．３　护生自评和老师评价临床实习能力　见表３、表４。根据

护生自评和老师评价护生临床实习能力（目标明确性、提高工

作主动性、增进角色适应等７个方面）结果可以看出，日记组和

传统组比较，日记组的临床实习能力明显高于传统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表１　两组护生出科考核成绩比较（狀）

组别 狀 优 良 差

日记组 ４２ ３５ ６ １

传统组 ４２ ２５ １２ ５

表２　两组护生对该教学方法的满意度评价（狀）

组别 狀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日记组 ４２ ３９ ３ ０

传统组 ４２ ３０ １０ ２

表３　护生自评临床实习能力

组别 狀 目标明确性 提高工作主动性 增进角色适应 增强自信心 提高反思能力 提高动手能力 促进理论与实践结合

日记组 ４２ ４０ ３９ ３９ ４０ ４１ ３８ ４０

传统组 ４２ ２８ ３０ ３０ ２９ ２６ ２９ ３０

χ
２ １１．１２ ６．５７ ６．５７ ９．８２ １６．５９ ５．９７ ８．５７

犘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表４　老师评价学生临床实习能力

组别 狀 目标明确性 提高工作主动性 增进角色适应 增强自信心 提高反思能力 提高动手能力 促进理论与实践结合

日记组 ４２ ４１ ４０ ４０ ３９ ４１ ３８ ４０

传统组 ４２ ２７ ３０ ３１ ２７ ２５ ２９ ３２

χ
２ １５．１３ ８．５７ ７．３７ １０．１８ １８．１０ ５．９７ ６．２２

犘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　　论

３．１　目标明确　由于手术室与病房的环境、布局、规章制度、

工作要求等完全不同，对刚到手术室的护生来说充满了新奇与

陌生感，不由自主地感到紧张害怕［３］。入科第１天，护生就参

与制订实习计划，使他们明确了在手术室实习应达到的目标和

要求，做到心中有数，缓解紧张情绪，有利于角色转变及自信心

的增强。

３．２　反思日记是一种学习的方法　日记就像是一个自我提醒

的工具，回顾护理实践的过程，对自己的一日经历提出问题；并

促使学生有意识地在下一次的护理实践中选择更好的方式实

施护理操作［２］。在护生回顾护理实践的同时，巩固所学知识，

并找出其中存在的不足，以便在以后的实践中加以学习，从而

提高了学习的主动性及反思能力。

３．３　日记促使学生进行反思　反思是一种逻辑思维方法，是

人们在进行一个有目的的内心活动时，对所产生的想法加以思

考、判断和评价的过程，亦称评判性思维［４］。很多学生都谈到，

在写日记时不但要写应该怎么做，还会想到为什么要这么做以

及怎样做最好，如学生在写到器械、敷料的清点时，就会想到为

什么要这样清点，不这样清点又会有什么后果，从而也就延伸

到作为医务人员的法律责任和义务。因此护生在书写反思日

记的同时，促进了评判性思维能力也就是反思能力的提高。

３．４　促进理论联系实际　护理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有能力、有

知识并能与临床实践相适应的实用型人才［５］。护生在写日记

时是把临床实践转化为理论知识的过程，反过来又会指导临床

实践，从而促进动手能力的提高及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３．５　教学相长　反思日记为师生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是

促进教学反馈、实现“教学相长”的有效方法［６］。一对一的带教

方式，让护生书写反思日记，并给老师查阅，有助于老师全面掌

握护生实习情况，针对个体提供具体的指导，增进师生的情感

交流，在提高学生临床实习能力的同时，也使老师的责任感、临

床实践能力、教学能力、反思能力均得到提高，出现教学双赢的

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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