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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课+联合*翻转课堂+对提升临床新入职护士培训效果的研究"

奚弘妮!葛津津#

!汤培凤!刘薇群

"上海健康医学院附属周浦医院护理部
!

*-',':

$

!!

摘
!

要"目的
!

探讨融入护理隐性知识的,微课-联合,翻转课堂-在提升临床新入职护士规范化培训中的

效果%方法
!

选取该院新入职护士
'--

名!分为对照组"

(-

名$和观察组"

(-

名$!采用历史对照方法!对照组为

实施常规教学方法培养!观察组采取融入护理隐性知识的,微课-联合,翻转课堂-的新型教学模式培养%

结果
!

观察组护士知识和技能掌握水平&学习主动性&在职培训方式满意度!以及岗位适应能力都优于对照组

"

"

$

-+-(

$%结论
!

融入护理隐性知识的,微课-联合,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能有效地调动新入职护士学习的积

极性!帮助他们快速适应角色转化&适应工作岗位!最终提升了其临床护理能力%

关键词"微课#

!

翻转课堂#

!

隐性知识#

!

护理教学

中图法分类号"

#%.'

文献标志码"

3

文章编号"

';.*$&%((

"

*-'&

$

-&$'*.'$-%

!!

根据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

(

*-';

)

*

号文件#关于,新入职护士培训大纲$试行&-

的通知#要求并指导各地规范开展新入职护士培训工

作#来切实提高护士队伍整体素质和临床护理服务能

力'在以往的培训过程中#运用
665

进行集体授课#

带教老师操作示教#护士在模拟的情境中进行训练#

培训效果不佳(

'

)

'缺点是培训时间无法保证*护士学

习主动性欠缺'

因此通过查阅文献#发现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

来#慕课*微课*翻转课堂等网络教学方式的兴起#预

示着网络教学将成为今后的教学发展趋势(

*

)

'如.微

课/又名微课堂#以短小精悍的微型教学视频为主要

载体#针对某个学科知识点或教学环节而精心设计开

发的一种情景化*趣味化*可视化的数字化学习资料

包(

,

)

'.翻转课堂/也称为颠倒课堂#即知识传授通过

信息技术的辅助在课前完成#知识内化是在课堂中#

在老师帮助和同学协助下完成(

%$(

)

'通过临床实践#

应用以上两种网络教学模式#将护理隐性知识$非正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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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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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

Y1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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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的护理技能*技巧和诀窍*护理价值*观察力*应急

能力以及问题处理能力等难以编码的信息(

;

)

&融入

.微课/中#再联合.翻转课堂/应用于新入职护士规范

化培训#发现这种新型的教学模式取得了较好的培训

效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采用历史对照#回顾性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实施常规教学方法培养的浦东新

区周浦医院新入职护士
(-

名#设为对照组'选取

*-';

年
'

月至
*-'.

年
'*

月新型教学模式培养后的

本院新入职护士
(-

名#设为观察组'纳入标准!新入

职护士$护士及以下职称&*学历都为大专#知情同意#

自愿参加本研究'排除标准!入职工作超过
'

年*护

师以上职称的护士#研究期间病假*事假$超过
,

个

月&及离职的护士'

$+/

!

方法

$+/+$

!

对照组
!

采用常规教学方法培养#即集中培

训*操作示教*集中考核的教学法#借助多媒体课件*

操作集训等向护士讲授知识及操作要点#每季度进行

理论及操作考核'

$+/+/

!

观察组
!

采用融入护理隐性知识.微课/联合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进行培训'$

'

&微课课件形成!

先用照相机*摄像机等录制视频#利用录屏软件如超

级录屏进行后期制作#最终形成
'-!"B

以内的微课

视频'拍摄内容包括结合临床高年资护士的护理隐

性知识$如桡动脉血气采集穿刺进针角度及手臂体位

放置#提高穿刺成功率%产妇生产过程中异常胎位的

观察#保障母婴安全等&#具有相应临床情景的常见操

作流程或规范#以及相关应急处理等(

.

)

'内容收集方

法为全院各科室以案例的形式收集工作中的经验方

法#组织讨论*分析#最终修订成册'共收集经验知识

案例
*-

项#其中操作
'-

项#病情观察
;

项#应急处理

方法
%

项'$

*

&对.微课/联合.翻转课堂/教学的授课

老师进行集体培训及备课#让具有丰富临床经验和教

学经验的老师熟悉教材#可以在模拟病房或病房内进

行示范操作#根据教学要求做好整体规划设计'$

,

&

结合微视频实施翻转课堂教学#将相关课件
665

及

微视频#放于护理助手上#让学生在线自主学习#如遇

到问题与困惑#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微信群*

aa

群等

随时与教师或同伴进行集中沟通交流并安排专人回

答'同时按计划安排网络在线翻转课堂集体上课#课

中侧重学习内容的重点分析和课堂讨论交流#授课老

师总结出新入职护士课前提出的问题进行重点讲解#

听课护士进行讨论和发言#最后课程结束后#教师进

行教学总结与反思'

$+'

!

评价方式

$+'+$

!

新入职护士知识和技能考核合格情况
!

观察

组通过集中在线理论考试及情景式技能操作考试!理

论采用闭卷考试#从题库中随机抽取试题'操作以百

分制考核标准评分表进行测评'对照组回顾过去理

论及技能考核成绩'合格判断标准!理论成绩
:-

分

以上为合格#操作成绩
:(

分以上为合格'

$+'+/

!

新入职护士对培训方式的效果评价
!

自行设

计,新入职护士在职培训效果调查表-#内容包括基础

知识掌握*实践操作技能*自主学习能力*分析解决问

题能力*学习兴趣动机*自身长远发展
;

方面'每个

维度包括
,

个条目#采用
%

级评分法进行测评#

'

"

%

分

分别表示非常有帮助*有帮助*一般#几乎没帮助'满分

为
.*

分#得分越高说明新入职护士对培训方式的效果

认可度越高'问题内部一致性系数
-+::;

'分别对对

照组和观察组新入职护士进行问卷调查#匿名填写#发

放问卷
'--

份#收回问卷
'--

份#有效回收率
'--+--̀

'

$+'+'

!

新入职护士岗位适应能力评价
!

自行设计

,新入职护士岗位适应能力评价表-#内容包括服从安

排*职业道德*政治思想*劳动纪律*服务态度*团结协

作*工作质量*护理缺陷*解决问题*创新精神*急救技

能*实践能力*技术操作*专业理论*沟通能力等
'(

个

条目#满分为
'--

分#因新入职护士在各科轮转#随机

选取
;

个科室的护士长对护士的岗位适应能力进行

评价'大于
&-

分为岗位适应能力优秀*

:-

"

&-

分为

良好*

.-

"

:-

分为一般 *低于
.-

分为不及格'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e6ee'&+-

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计数资料以
)

表示#行
!

* 检验#计量资料以
F_B

表示#比较采用
5

检验'检验水准
*

D-+-(

#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理论考试成绩比较
!

从两组护士理论及操

作考试合格结果分布看#观察组学生成绩明显优于对

照组$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护士理论'操作考试成绩情况$

)

%

组别
)

理论考试

合格人数 不合格人数

操作考试

合格人数 不合格人数

对照组
(- ,( '( %- '-

观察组
(- %( ( %: *

!

*

;+*(- ;+-;'

" -+-'* -+-'%

/+/

!

新入职护士对培训方式的效果评价
!

从两组护

士对培训方式的效果评价结果分布看#观察组学生岗

位适应力明显优于对照组$

!

*

DE(+%*:

#

"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护士对培训方式的效果评价$

F_B

)分%

组别
)

总体得分

对照组
(- %;+(*_'(+;;

观察组
(- ;-+--_.+&%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M8?N9L"B

!

8@

P

*-'&

!

Y1L+';

!

21+&



/+'

!

新入职护士岗位适应能力评价
!

观察组优秀
'%

名#良好
':

名#一般
';

名#不及格
*

名%对照组优秀
:

名#良好
'*

名#一般
*(

名#不及格
(

名'从两组护士

岗位适应能力评价结果分布看#观察组学生岗位适应

力明显优于对照组$

!

*

D,,+,'

#

"

$

-+-(

&'

'

!

讨
!!

论

!!

我国目前.微课/结合.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在

院校内应用较广#但鲜有在临床新入职护士培养中的

应用'因此笔者以.微课/为载体#将经验丰富的临床

护理人员在长期的护理实践中创造和积累起来的工

作思维*经验*方法和技术等隐性知识显性化#联合

.翻转课堂
$$

以学生为中心/的主动式教学模式进行新

入职护士培训解决了以下问题(

:

)

'

'+$

!

临床实践中的隐性知识融入培训
!

通过文献检

索#日本知识管理专家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广隆借鉴波

兰尼提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可以相互转换的#将隐

性知识通过拍摄微课视频作为载体变为显性化(

&

)

'

因此将多年收集的包括临床护理*操作*急救等能快

速提高护士临床能力的隐性知识拍摄成视频#有效的

传授给新入职护士#让其更快地适应岗位#从而提高

培训效果(

'-

)

'如!$

'

&桡动脉血气采集#一般为垂直进

针或者倾斜进针#但在实际操作时需要根据患者的胖

瘦程度来增加或者减小进针的角度#以及患者手掌与

前臂的位置要以翻转向后
:-j

"

&-j

进行放置#这样既

能绷紧皮肤#又能固定桡动脉位置#大幅度地提高穿

刺成功率'$

*

&利用胎方位来指导分娩方式#产妇产

程进入活跃期后#如宫缩时过早使用腹压#主诉有大

便感#阴道检查有空虚感#子宫口开大迟缓或停滞#先

露下降受阻#导致宫颈变厚水肿#这些情况往往提示

胎位异常多为枕后位'通过护士的观察需要及早汇

报医生查清胎方位来改变生产方式#减轻患者不必要

的痛苦#确保母婴安全等'这些都是临床护士常年积

累的经验与技巧#通过.微课/视频将其显性化#传授

给新入职护士们'

'+/

!

新入职护士培训成绩提高
!

表
'

结果显示#观

察组学生成绩明显优于对照组#该教学模式中#融入

隐性知识的微课视频#让新入职护士自学#知识点让

护士讨论#问题让护士思考#结论让护士概括#规律让

护士发现#从而激发护士更强烈的求知欲#提升了护

士自主学习能力(

''

)

'

'+'

!

培训效果提升
!

表
*

结果显示#通过对基础知

识掌握*实践操作技能*自主学习能力*分析解决问题

能力*学习兴趣动机*自身长远发展
;

个方面调查结

果#新入职护士认为该教学模式对解决问题的能力及

激发自己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机非常有帮助#改变了

以前集中授课或临床一对一带教等比较单一培训方

法#改变.填鸭式/教育现象(

'*

)

#使护士从被动学习变

为主动学习#对自主学习进行调控#激发其学习热情#

增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

)

'

'+1

!

培训时间自主化
!

护士工作繁重*三班倒工作

模式#参加医院集体培训常常会和科室工作*休息及

社会活动发生冲突#致使护士学习过程中出现.疲惫

不堪#有心无力/的状态'而该教学模式正好能够满

足新入职护士可以利用各种零碎时间进行学习#实现

.人人皆学#处处皆学#时时皆学/的学习愿景(

'%

)

'

'+2

!

岗位适应能力增强
!

本研究结果显示#这种新

型的教学模式提高了护士的临床思维*解决问题的能

力与人际沟通能力#是操作技能*临床思维能力和职

业态度的综合体现#使护士在掌握专业理论知识和护

理技能的同时具备良好的职业态度和素养#帮助他们

快速适应角色转化*适应工作岗位#最终提升其临床

护理能力(

'(

)

'

'+)

!

临床带教老师专业成长
!

该教学模式革新了教

学*教研方式#打破了传统带教讲护士听的模式#临床

带教老师通过制作微课视频#提高了分析*合理取舍

讲课内容的能力及实践操作能力#使抽象的教学内容

变得生动'带教将微课应用于翻转课堂#促进了其教

学观念的转变#技能的迁移和教学技能的提升#从而

促进其专业成长'

在本研究中发现这种新型教学模式在临床新入

职护士培训中也存有不足之处#如收集隐性知识案例

实用性问题*拍摄视频*剪辑的专业知识缺乏的困惑#

以及在线翻转课堂中各类数据的统计收集等问题还

待完善'

本研究表明#融入护理隐性知识的.微课/联合

.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能激发新入职护士的学习兴

趣#使新入职护士主动学*乐于学#能够有效地促进临

床护理隐性知识的传递#调动新入职护士学习积极

性#帮助她们快速适应角色转化*适应工作岗位#最终

提升其临床护理能力#并为新入职护士规范化培训提

供切实可行的方法#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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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分析中老年糖尿病"

=8

$合并骨质疏松"

C6

$相关危险因素研究!为早期诊断及预防提供指

导方向%方法
!

选取该院
*

型糖尿病"

5*=8

$患者
*,-

例!分为
C6

组和非
C6

组!比较两组性别&年龄&体质量

指数"

784

$&

=8

病程!空腹血糖"

Q7̂

$&血磷&血钙&碱性磷酸酶"

3<6

$&尿素氮"

7>2

$&甲状旁腺激素"

65h

$&

三酰甘油"

5̂

$&总胆固醇"

59

$&低密度脂蛋白"

<=<

$&高密度脂蛋白"

h=<

$&

*($

羟基维生素
=

(

*(

"

Ch

$

=

*&骨

钙素"

C9

$&腰椎骨密度&全髋骨密度水平变化!以及是否有吸烟史&饮酒史!是否饮牛奶&饮咖啡!每天是否运动

大于
,-!"B

%进行
5*=8

合并
C6

的相关危险因素分析%结果
!

C6

组
'--

例!非
C6

组
',-

例%

C6

组骨密

度"

78=

$&

*(

"

Ch

$

=

水平明显低于非
C6

组!而年龄&病程&

Q7̂

&

7>2

&

784

&

C9

水平高于非
C6

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

$#两组
3<6

&

65h

&血钙&血磷&

5̂

&

59

&

<=<$9

&

h=<$9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多因素
<1

H

"AG"/

回归分析证实高龄&病程长&低
784

&血糖控制不良&高
C9

&低
*(

"

Ch

$

=

&不饮牛奶是

5*=8

合并
C6

的主要影响因素%结论
!

高龄&病程长&低
784

&血糖控制不良&高
C9

&不饮牛奶&低
*(

"

Ch

$

=

的
5*=8

患者更容易发生
C6

%

关键词"

*

型糖尿病#

!

骨密度#

!

骨质疏松#

!

危险因素

中图法分类号"

#(:.+'

文献标志码"

3

文章编号"

';.*$&%((

"

*-'&

$

-&$'*.%$-%

!!

伴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日益加重及经济

社会的逐渐发展#糖尿病$

=8

&和骨质疏松$

C6

&作为

常见的代谢性疾病#其发病率逐年增加#并且给中老

年人群的生活水平和健康方式带来了负面的影响(

'

)

'

=8

合并
C6

是
=8

在骨骼系统的慢性并发症#病程

长#严重影响晚年生活质量'据研究表明#

=8

可通

过各种因素引起骨代谢的异常#但目前发病机制尚不

清楚'大多数人认为#

=8

合并
C6

与胰岛素缺乏及

抵抗*高血糖毒性*性激素分泌减少*肠钙吸收和维生

素合成障碍#肾脏病变的加重导致钙*磷代谢紊乱和

继发甲状旁腺功能亢进#以及慢性的微血管并发症等

诸多因素有关(

*

)

'

=8

性
C6

主要发生机制是
=8

合

并骨量减少#骨组织显微结构受损破坏以及骨脆性增

加等'随着现代医学的快速发展#人们意识到针对疾

病的预防不仅能够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还有助于延

缓疾病的发生与发展'因此#本研究通过中老年人群

=8

合并
C6

及非
C6

人群一般个人资料*实验室辅

助检查及骨密度$

78=

&#并询问相关个人生活史的比

较#探讨
*

型糖尿病$

5*=8

&合并
C6

的相关危险因

素#为减少
=8

合并
C6

的发生提供临床依据#并对

早期诊断及预防提供临床诊疗指导'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老年病

科就诊的
5*=8

患者
*,-

例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

''-

例#女
'*-

例'按照
78=5

值将研究对象分组!

C6

组$

78= 5

值
'

E*+(

个标准差&和非
C6

组

$

78=5

值
&

E*+(

个标准差&'纳入标准!患者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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