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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CA循环法在护理实习生带教管理中的作用分析
罗锦菊 李志敏 莫介梅 莫怀飘 邹妍

（广东省阳春市人民医院 阳春 529600）

摘要：目的：探讨 PDCA 循环法在护理实习生带教管理中的应用情况及价值。方法：选取我院 46 例护理实习人员作为研究对
象，将其按照带教管理方法的不同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23 例，分别采用 PDCA 循环法和常规方法，比较两组教学方法的应

用效果。 结果：连续培训 6 个月后，观察组的各项得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另外，观察组实习护理人员对教学的满意度显著高

于对照组（P＜0.05）。 结论：PDCA 循环法在护理实习生带教管理中的应用效果好，能保证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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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CA循环法又称为质量环，是管理学中一个通
用模型，将其应用到护理实习生带教工作中，旨在选
择实践能力及综合素质较高的护理人员进行带教管
理， 同时为护理人员制定针对性较强的带教管理计
划，最终达到提高教学质量，提高教学效率的目的[1]。
本研究选取 46例护理实习人员作为研究对象，对不
同教学方法的应用情况进行分析。 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5年 4月 ~2016年 4
月进入的护理实习人员共 46例作为研究对象，均为
女性， 按照带教管理方法的不同随机分为观察组和
对照组各 23例。 观察组年龄为 18~21岁，按照学历
分：大专生 11例，中专生 12例；对照组年龄为 19~22
岁，按照学历分：中专生 9例，大专生 14例。 两组基

mmol/L。 其中脑耗盐综合征者，补钠同时仍需注意
补充液体；抗利尿激素异常综合征者，补钠同时需控
制水的摄入，适度补充胶体。 同时控制补钠速度，避
免造成脑桥髓鞘溶解症。
2.3%%%%中枢性高热 中枢性高热可能与下丘脑前部
体温调节中枢受损有关[4]。本组 6例在术后 1~3%d出
现中枢性高热，最高体温达 40.3%℃，无低体温病患。
术后予以患者每小时一次体温测量，严密观测体温
动态变化，出现高热（体温＞39%℃）及时告知医师并
予以处理。 针对本组高热病患均予以亚低温疗法，
异丙嗪、氯丙嗪各 50%mg加入 0.9%氯化钠 50%ml微
量泵泵入，2~10%ml/h， 同时辅以冰毯机物理降温[5]。
亚低温治疗过程应该注意：（1）降温时先用药后上冰
毯机，复温时先撤除冰毯机在停用药，减少患者御寒
反应发生；（2）预防坠积性肺炎。 亚低温过程患者抵
抗力下降，应注意保持气道通畅，常规雾化，定时吸
痰，必要时行气管切开，同时每小时翻身拍背。
2.4%%%%癫痫 颅咽管瘤术后患者出现癫痫发作可能
与血钠迅速下降密切相关，尤其在血钠交替变化的
病人，同时儿童围手术期更易出现癫痫发作[6~7]。 癫
痫发作是危险性较高的并发症，既往经验表明，癫痫
发作时间越长，预后越差，同时癫痫加重脑缺氧，诱
发术后脑水肿加重。 本组术后癫痫发作 4例，3例伴
有水电解质紊乱。 术后予以患者常规低流量吸氧，
并丙戊酸钠缓慢静滴预防癫痫发作。 一旦癫痫发作
时，采取以下要点：（1）予以保持气道通畅，解开衣

领，压舌板防止舌头咬伤，同时加大氧流量，防止脑
组织缺氧；（2）终止发作，遵循医嘱予以静推或皮下
注射安定， 并静脉泵维持， 同时应注意心电血氧监
护，注意患者氧饱和度情况。（3）减少额外刺激，保持
室内安静，避免强光照射[8]。
3%%%%讨论

颅咽管瘤术后并发症处理较为复杂多变， 巨大
颅咽管瘤术后并发症处理更为繁重， 给护理人员带
来极大挑战。 护理人员应在术前根据患者情况进行
全面评估，对术后可能发生的并发症进行充分预判。
加强术后病情观察能力，尽早处理术后尿崩症、水电
解质平衡紊乱、中枢性高热及癫痫，有望提高患者术
后疗效，改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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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资料比较差异不显著（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1.2.1%%%%对照组 采用常规方法。 护理实习人员入院
后，带教人员严格按照医院护理部制定的相关规定
实施带教管理，要求实习护理人员明确护理操作基
本流程，熟悉并掌握日常护理规范，定期组织护理人
员进行实践活动，确保带教工作顺利进行。
1.2.2%%%%观察组 采用 PDCA循环法。 带教人员根据
护理部实习情况、科室特征及护理人员的学历等开
展，具体内容包括：（1）由带教管理人员设定专业小
组，成员包括总带教老师、带教老师和护士长[2]。 开
展带教工作前，对本科室护师及以上人员进行专门
理论培训，使其明确专业知识内容，明确实习操作项
目，并编制具体带教内容。（2）护理实习人员入科当
天，在总带教老师的带领下，为护理实习人员耐心讲
解病区环境及科室护理工作要点等，开展岗前教育
培训，随后在专业带教人员的组织下，按照带教计划
具体开展，给学生展示操作，有助于教学质量的提
高。另外，在带教老师的组织下，针对复杂病例，查房
情况等，让学生书写病例，保证病例的规范性[3]。 每
周四开展专科理论与技能的月考核，周五组织召开
座谈会，对带教情况进行总结并点评，以便及时发现
问题，及时处理，保证带教工作顺利进行，保证带教
工作质量。（3）由本院护理部设置教学评价表，对带
教工作进行评价，包括理论知识、实践知识、病例书
写等，发现问题及时反馈，以便调整教学计划，确保
教学计划实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1.3%%%%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实习人员的理论考核成
绩、实践技能考核成绩、病例书写及综合成绩，同时
对带教满意度进行观察，具体采用本院自行编制的
临床带教质量评价问卷进行，满分 100分，划分为非
常满意（85分以上）、满意（60~85分）、不满意（60分
以下）。 详细记录相关数据并比较以评估教学方法。
1.4%%%%统计学分析 在 SPSS21.0统计学软件中做数
据录入分析，计量资料用独立样本 t检验，以（x%±s）
表示，计数资料用 字2检验，以%表示，P＜0.05则数
据差异显著，存在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实习效果比较 观察组在理论成绩、实践
成绩、病例书写及综合成绩方面明显优于对照组，差
异明显（P＜0.05）。 见表 1。

表 1%%%%两组实习效果比较（分，x%±s）

2.2%%%%两组带教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护理实习生对
带教工作的满意度为 95.65%，对照组为 73.83%，差
异明显（P＜0.05）。 见表 2。

表 2%%%%两组带教满意度比较[例（%）]

3%%%%讨论
为了保证教学质量， 开展整体临床护理带教管

理非常有必要。 不但能全面培养护理实习生的实践
能力，而且能够提高其综合素质，便于后期顺利、高
效开展护理服务[4]。 本研究对比探讨两种不同教学
方法，即常规方法和 PDCA循环法，后一种教学方
法取得了更显著的效果，有效提高带教管理效率。

PDCA循环法应用于临床护理带教工作中，能
够有效提高带教管理效果。 具体是不断优化护理实
习过程中的教学方法， 按照教学大纲针对性安排教
学工作，并进一步细化，同时给学生定下细化的考核
目标，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积极性和主
动性。 另外，在带教过程中，通过检查，及时发现问
题，不断改进，使得实习效果得到有力保障，最后让
实习生对整个实习过程进行意见及反馈， 这些对于
改进教学计划、 完善教学方法都有非常重要的积极
作用[5]。

本研究结果显示： 观察组护理实习生的理论成
绩为（55.63±2.14）分，实践成绩为（17.62±1.05）分，
病例书写为（18.63±1.62）分，综合成绩为（90.85±
5.21）分，与对照组相比，具有明显差异。 另外，观察组
对护理带教工作的满意度为 95.65%， 对照组为
73.91%，观察组显著较高。综上所述，PDCA循环法在
护理实习生带教管理中的应用效果好，能保证教学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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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n 理论成绩 实践成绩 病例书写 综合成绩

观察组
对照组
t
P

23
23

55.63±2.14
41.06±2.03
7.308
＜0.05

17.62±1.05
11.85±1.03
4.254
＜0.05

18.63±1.62
13.52±1.27
4.016
＜0.05

90.85±5.21
70.62±5.14
11.624
＜0.05

组别 n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

观察组
对照组
字2
P

23
23

18（78.26）
10（43.48）

4（17.39）
7（30.43）

1（4.35）
6（26.09）

22（95.65）
17（73.91）
15.627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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