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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了解高职护生对于在医养结合养老机构中认识实习的需求,从事老年人护理工作意向,以

及对老年人的态度与知识。方法 通过查阅国内外文献和专家咨询,自行设计调查问卷,对393名高职护生进

行调查,内容包括一般资料、从事老年护理意愿、对在医养结合养老机构认识实习需求、对老年人态度量表

(KAOP)和老化知识测试量表(FAQ1)得分情况,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及统计分析。结果 
高职护生对于在医养结合养老机构中认识实习需求调查结果显示,37.66%护生认为认识实习频次每周1次,
每次1~2

 

h,每组3~5人为宜;其中57.25%护生愿意从事老年护理工作,对其就业影 响 最 大 的 是 父 母

(68.19%);高职护生KAOP得分为(114.60±10.61)分,FAQ1得分为(11.18±2.34)分。结论 在医养结合

养老机构中认识实习时,合理的安排是基础,过程中尽量提供更多的操作、交流机会,且融入机构特色会让护生

对老年事业有更深的了解,在学校教育中应为护生对老年人及老化过程提供正确、积极的认识和引导。
关键词:医养结合养老机构; 认识实习; 高职护生; 态度; 老化知识

中图法分类号:R473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672-9455(2021)04-0566-5

  医养结合养老机构是指由具有专业医疗、护理资

质的医疗养老结合机构,可为老年人提供医疗照护服

务和日常生活照料,满足多种养老需求并给予医疗护

理保障,形成一个既不同于医院又不同于养老机构,
但兼顾两者优势的统一新功能体系[1]。习近平总书

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

要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

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
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符合健康中国战略理念。
认识实习,又称认知实习,即实习三环节中认识实习、

跟岗实习、顶岗实习之一,是对书本知识的巩固加深,
也是集中实践教学环节的基础[2]。目前,高职护生的

护理教育临床实习主要集中在最后一学年,而现有高

职院校的护理基本技术课程几乎均在实训室完成,教
学见习时间较少[3]。加之近年来高职院校扩大招生,
医院或机构不便安排实习,教学实践开展难度增大,
造成护生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目前,校外实践教学平

台一般以医院、社区等为依托,社会养老机构一般是

作为课外活动及志愿活动的场所。且医院、社区等作

为实践基地已比较成熟,而医养结合型养老机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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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学基地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随着人口老龄

化加重,养老行业的从业人员需求量也将日益增加。
有在医养结合养老机构中实践经验的高职护生毕业

后既可以在医院就业,也能在养老机构中就业,且具

有更好的就业优势。因此,了解高职护生对医养结合

养老机构的认识实习需求,对提高高职护生的自身从

业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7年11月至2018年2月采用方

便抽样方法选取重庆市某高职院校2016级和2017
级在校护生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该校2016级和

2017级在读护生。排除标准:辍学、休学护生。本研

究中所有护生均自愿参加本次问卷调查。
1.2 调查方法

1.2.1 一般资料、从事老年护理意愿及对于在医养

结合养老机构中认识实习需求调查量表 通过查阅

文献,专家咨询,参考教育部“大学生就业观念和求职

意向调查表”,形成一般资料、从事老年护理意愿及对

于在医养结合养老机构中认识实习需求的调查问卷。
1.2.2 对老年人态度量表(KAOP) KAOP包含34
个条目,由17条正向态度和17条负向态度条目构

成,分为欣赏和偏见两个维度;采用6级评分法,从非

常不同意、不同意、有点不同意、有点同意、同意到非

常同意,正向条目得分依次为1、2、3、4、5、6分,负向

条目则反序计分,136分表示态度为中立,>136分表

示态度为正向,<136分表示态度为负向,得分越高态

度越正向。该量表Cronbach's
 

α为0.848[4]。
1.2.3 老化知识测试量表(FAQ1) FAQ1包括25
个关于老化知识的条目,内容涉及老年人生理、精神、
社会方面等知识;选项分别为“是、否、不知道”,奇数

题的正确答案为“否”,偶数题的正确答案为“是”;得
分0~25分,分数越髙表示老化知识水平越髙。该量

表Cronbach's
 

α为0.714[4]。
1.3 统计学处理 通过问卷星发放调查问卷,后台

收集。采用SPSS22.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及统计

分析,录入一般资料进行描述统计,计数资料以例数

或百分率表示,计量资料以x±s表示。用χ2 检验比

较不同特征护生从事老年护理的意愿;对于定性资

料,如问卷中的开放式问题资料进行编码、归类,获取

主题内容。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 共408名护生参与调查,
回收有效问卷393份,有效回收率为96.32%。护生

年龄16~23岁,平均(19.13±1.04)岁;男16名,女
377名;2016级246名,2017级147名;护理专业护生

374名,康复专业护生19名;生源包括高中来源277
名,占70.48%,中专来源116名,占29.52%;来自城

市87名,占22.14%,农村220名,占55.98%,乡镇

86名,占21.88%;独生子女106名,占26.97%。

2.2 高职护生对医养结合养老机构认识实习需求 
对护生进入医养结合养老机构进行认识实习的需求

调查结果见表1。
 

对“对医养结合养老机构认识实习

的其他建议和需求”这一开放性问题进行关键字整

理,有22名护生提到“希望提供更多机会”;有20名

护生表示“希望时间更长”“时间太短”;有15名护生

希望“多与老年人沟通”“与老年人交流时间更长”;13
名护生希望“更多操作机会”“有教师示范、指导”;有4
名护生觉得“单调”“对护理专业无意义”等。

表1  高职护生对于在医养结合养老机构中

   认识实习需求分析

题目与选项 n 构成比(%)
认识实习频次

 每周1次 148 37.66
 每两周1次 128 32.57
 每月1次 117 29.77
每次认识实习合适的时间

 1
 

h以内 47 11.96
 1~2

 

h 276 70.23
 2~3

 

h 70 17.81
具体认识实习时间

 8:30-10:00 123 31.30
 10:30-12:00 93 23.66
 14:30-16:00 123 31.30
 15:30-17:00

 

54 13.74
每组多少人合适

 3~5
 

人 258 65.65
 6~8人 131 33.33
 9人以上 4 1.02
带教教师的学历

 大专 63 16.03
 本科 235 59.80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95 24.17
你认为较好的带教方式

 一边诊治患者一边给护生讲解 146 37.15
 先集中给护生讲解再诊治患者 146 37.15
 先诊治患者再集中给护生讲解 97 24.68
 其他 4 1.02
对认识实习内容要求(可多选)

 课堂理论学习相关内容 295 75.06
 医养结合养老机构相关特色内容 241 61.32

 课堂学习与医养结合养老机构认识实习相

结合

375 95.42

 其他 28 7.12
对认识实习对象的要求(可多选)

 性格开朗 346 88.04
 配合问答 308 78.37
 病情典型 219 55.73
 其他 48 12.21
对带教教师的其他要求(可多选)

 临床经验丰富 365 92.88
 理论知识扎实 317 80.66
 有一定的带教技巧 366 93.13
 其他 37 9.41
你认为较好的带教方法(可多选)

 PBL教学法(基于问题的教学方法) 195 4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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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高职护生对于在医养结合养老机构中

   认识实习需求分析

题目与选项 n 构成比(%)

 案例教学法 270 68.70
 模拟教学法 284 72.26
 其他 15 3.82
希望认识实习时有实际操作或健康教育的机会

 是 377 95.93
 否 16 4.07

2.3 高职护生从事老年人护理工作意愿情况 393
名护生中,225名(57.25%)愿意毕业后从事老年人护

理工作,168名(42.75%)不愿意。影响护生从业意愿

的分别是父母(68.19%)、教师(3.82%)、朋友(3.
05%)及其他(24.94%)。对于不同特征护生从事老

年护理意愿的比较,见表2。
2.4 高职护生KAOP及FAQ1结果

2.4.1 高 职 护 生 KAOP 评 分 情 况 高 职 护 生

KAOP评分为(114.60±10.61)分。
2.4.2 高职护生FAQ1评分情况 高职护生FAQ1
评分为(11.18±2.34)分,正确率为44.69%,评分较

高的3个条目为
 

Q2、Q4、Q12,评分较低的3个条目

为Q7、Q8、Q19。见表3。

表2  不同特征的高职护生从事老年护理意愿的比较[n(%)]

条目 n 愿意 不愿意 χ2 P
性别 0.358 0.549
 女 377 217(57.6) 160(42.4)

 男 16 8(50.0) 8(50.0)
独生子女 0.150 0.698
 是 106 59(55.7) 47(44.3)

 否 287 166(57.8) 121(42.2)
生源 3.686 0.055
 高中来源 277 150(54.2) 127(45.8)

 中专来源 116 75(64.7) 41(35.3)
是否由(外)祖父母照顾过 1.522 0.217
 是 243 145(59.7) 98(40.3)

 否 150 80(53.3) 70(46.7)
家庭经济状况(平均月收入,元) 6.876 0.076
 <2

 

000 115 71(61.7) 44(38.3)

 2
 

000~<5
 

000 230 134(58.3) 96(41.7)

 5
 

000~<10
 

000 43 19(44.2) 24(55.8)

 ≥10
 

000 5 1(20.0) 4(80.0)
曾经是否照顾过老年人 23.199 <0.001
 是 162 116(71.6) 46(28.4)

 否 231 109(47.2) 122(52.8)
护理学是自己的第一志愿专业 4.038 0.044
 是 347 205(59.1) 142(40.9)

 否 46 20(43.5) 26(56.5)
与老年人关系如何 20.229 <0.001
 好 299 190(63.5) 109(36.5)

 一般 94 35(37.2) 59(62.8)

表3  FAQ1评分较高和较低的条目

题号 题目 正确人数(n) 正确率(%)

Q2 老年人的五官(视、听、味、触及嗅觉)比较衰弱 342 87.02
Q4 老年人的肺部功能比较衰弱(肺活量趋于降低) 339 86.26
Q12 老年人学习新事物时通常要花较多的时间 322 81.93
Q7 至少10%老年人长期住在医养结合养老机构(如护理之家、疗养院及老年人公寓) 23 5.85
Q8 老年驾驶员比年轻驾驶员较少发生交通意外 62 15.78
Q19 65岁以上的老年人已超过7% 25 6.36

3 讨  论

3.1 机构认识实习的安排合理性

3.1.1 认识实习的频次与时长 37.66%的护生认

为每周1次合适,32.57%的护生认为每两周1次合

适,29.77%的护生认为每月1次合适。可见大多数

护生认为认识实习频次1~2周1次比较合理,实践

次数增多,也能将课堂的理论学习及时与实践相联

系。在每次认识实习的时长上,70.23%的护生认为

1~2
 

h 最 合 适,在 龚 仁 蓉[5]的 本 科 护 生 调 查 中

81.54%护生也认为每次见习合适时间是1~2
 

h。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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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过长教师和护生都容易倦怠,且护生易注意力不集

中,遗漏或掌握不全相关知识。
3.1.2 认识实习具体时间与每组人数 62.60%的

人认为在上午的8:30-10:00或下午的14:30-16:00
进行认识实习最为合适,前者是上午人脑最清醒的时

间,适合做有难度的工作;后者是午后思维最活跃的时

间,这两个时间段都是一天中精力较为充沛,适合学习

的时间。65.65%的护生认为每组3~5人为宜,人太多

动手操作的机会就会减少,平均到每个人的时间减少,
也会加大老年人的压力,容易产生烦躁情绪。因此,合
理地安排认识实习是很重要的问题。
3.2 注重带教教师素质及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

3.2.1 带教教师的能力和素质会直接影响护生的学

习质量 调查中59.80%的护生希望带教教师学历是

本科,24.17%的护生则希望教师学历为硕士研究生

及以上,且92.88%的护生希望带教教师临床经验丰

富,93.13%的护生希望带教教师有一定的带教技巧。
可见在医养结合养老机构中,护生对于带教教师的要

求也越来越高,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知识也在不断

更新,所以在选择教师时,要求具有良好的专业素质

和综合素质,热爱教学工作,且具有持续学习的能力。
崔沙沙等[6]在研究中建议搭建学校护理教师与临床

护理带教教师相互学习交流的平台,注重培养“双师

型护理教师”,以提高临床护理带教质量。
3.2.2 教学方法 传统的灌输式或单一的教学方法

产生的教学效果有限,易制约护生的积极性。有近

50%的护生选择了2种及以上的教学方法,72.26%
的护生选择了模拟教学法,说明护生都希望能够更多

地参与到实践教学活动中,更喜欢趣味性较强的课

堂。尹秀芬等[7]的研究也显示,护理见习中应用模拟

教学法有利于本科护生人际沟通能力的培养,且能激

发护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护生满意度。因此,在医养

结合养老机构中实践,可以让老年人进入课堂“现身

说法”,甚至设立老年“标准患者”,多样化的教学方法

及形式更能引导护生积极思考,拓展临床思维能力,
主动学习。
3.3 教 学 内 容 应 具 有 医 养 结 合 养 老 机 构 特

点 95.42%的护生期望认识实习的内容是课堂理论

学习与医养结合养老机构相关特色相结合,所以在护

生实践学习中除了基础知识,更要融入机构的特色,
能拓宽护生的视野,也能让毕业后有意愿从事老年人

护理工作的护生提前了解和熟悉工作环境。马秋

平[8]建议可以在有行业特色的高等学校、专科学校和

医养结合养老机构中建立一批养老服务专业的培训

基地,促进养老服务教学与实践的有效衔接。对于认

识实习对象的要求主要为性格开朗(88.04%)、配合

问答(78.37%)、病情典型(55.73%),说明护生更倾

向于易于沟通交流的老年人,所以在为护生选择认识

实习对象时,一定要评估老年人性格、目前状态、意愿

及配合情况,让整个学习过程既能丰富老年人生活,
又能让护生愉悦学习。
3.4 提供更多机会 开放式问题中,根据高频关键

词“时间、希望、机会、老年人”结合护生回答,大多数

护生希望有更多认识实习机会或时间,有更多机会进

行操作,多与老年人进行沟通交流与互动。郭丽君[9]

的研究显示,在临床见习中,护生普遍存在与患者沟

通无效的情况,沟通能力的提高绝不能仅依靠学校开

设的沟通类课程,而应在实践中真正针对每位患者有

针对性地展开训练,提高护生的应变能力。因此,在
实践教学活动中多给护生提供一些实际操作和交流

的机会,既能让护生直观感受真实服务对象,反映一

定的教学效果,也能给予老年人倾诉和情绪释放的

机会。
3.5 赋予老年人护理工作更高的价值 57.25%的

护生愿意毕业后从事老年人护理工作,对其择业影响

最大的是父母(68.19%),可见父母及家庭环境对于

孩子成长、就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不同特征的护

生调查中,在性别的差异上不明显,原因在于专业特

殊性,男性较少,是此次调查的局限;而护理是否为第

一志愿专业、是否曾经照顾过老年人、与老年人关系

如何都对毕业后是否从事老年人护理工作有重要的

影响,这与杨玉洁[4]和黄铁牛等[10]的调查结果一致,
照顾过老年人的护生对老年人更加了解,也更容易消

除对老年人的固有偏见,且与老年人的关系越好,对
老年人的态度更积极。因此,提升对护理专业的价值

认同,赋予老年人护理工作更高的职业价值,才能让

更多的人才加入老年人护理工作,为实现积极老龄化

献力。
3.6 高职护生对老年人的态度及老化知识掌握情况

3.6.1 对老年人的态度趋于负性 本研究结果显

示,护生的KAOP评分为(114.60±10.61)分,低于

周晓丽[11]报道的护理本科生和陈井芳等[12]报道的三

年制高职护生,可能与本研究中护生年龄较小,社会

经历不足,与家里老年人接触较少有关,但护生可塑

性强,应给予积极正向的引导,多参与社会中与老年

人相关的活动,形成对老年人客观、正确的态度[13]。
其次,随着社会老龄化加重,应完善相关保障与社会

福利制度,推广普适性教育。
3.6.2 护生老化知识得分偏低 本次调查中护生的

FAQ1评分为(11.18±2.34)分,正确率为44.69%,
比杨玉洁[4]的报道高,比陈井芳等[12]的报道低。随着

我国老年人增多,医院各科室收治的老年人也随之增

多,护生老化知识加强,有助于毕业后更好地适应临

床工作。
4 展  望

  医养结合养老机构具有医疗和养老两种属性,有
望实现医、养、教一体化协同发展。一个系统的养老

机构就是很好的临床科研教学基地,可对高职院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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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科研和实践起到促进作用。学校与医养结合养

老机构的合作能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学校师生可以

全方位地参与到养老事业的科研和教学中,而医养结

合养老机构也能为学校提供教学实践平台。在2013
年,教育部等部门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业

人才培养的意见”[教职成(2013)5
 

号]中就提出“到
2020

 

年,建立以职业教育为主体,应用型本科和研究

生教育层次相互衔接,学历教育及职业培训并重的养

老服务人才培养培训体系”。因此,医、养、教一体化

的协同发展需校企合作,即学校与机构共同参与人才

的培养,共同开发人才培训课程,实现用人单位与培

训学校优势互补,更能明确护生需具备何种知识结

构、综合素质,从而达到培养实用型人才的目的。
综上所述,在医、养、教都蓬勃发展的今天,医养

市场与人才培养的联系会越来越紧密,全面了解各方

的现状、发展目标与要求,才更能满足大时代下的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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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六西格玛理论的护理临床教学质量管理

刘 利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消化内科,重庆
  

400030

  摘 要:目的 探讨将六西格玛理论在护理临床教学质量管理中应用后,对提高临床带教质量、提高护生

对临床教学的满意度、患者对护生临床实习满意度的效果。方法 选取2017年7月25日至2018年2月19日

进入该院消化内科实习的38名护生作为对照组,另选取2018年7月17日至2019年2月12日进入该院消化

内科实习的护生37名作为试验组。采用护理临床教学质量评价量表、护理临床教学满意度评价量表、患者对

护生实习满意度评价量表调查2017年7月25日至2018年2月19日临床护理教学质量评价、护生对护理临床

教学满意度及患者对护生临床实习的满意度,通过调查、分析,确定影响临床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通过DMA-
IC改进模式,对影响教学质量的原因进行调查分析,找出主要原因,进行改进分析,比较两组实施六西格玛管理

前后的护生理论及操作考试成绩,以及患者对护生临床实习的满意度。结果 应用六西格玛管理护理临床教

学后,护生理论及操作考试成绩及患者对护生临床实习的满意度评价结果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 六西格玛管理在护理临床教学中的应用,明显增强了护理临床教学质量管理的科学性,将

教育价值量化,提高了临床教学控制能力,拓宽了临床护理教学实用空间。
关键词:六西格玛法; 护理临床教学; 质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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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西格玛管理是一种全新的质量管理方法[1],是 在追求卓越理念的指导下,通过充分满足顾客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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