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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年资护士一般是指护士毕业后从事护理工作１～３年的

护士［１］。这个阶段是培养护士职业素养和实际工作能力，实现

由理论到实践、由知识向能力、由学生向专业护理人员角色转

变的重要过程。随着国家医改和医保惠民政策的推进及等级

医院的评审，医院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优质护理示范活动的

开展和验收标准颁布，促使医院领导加大对护理人力资源的投

入，因而导致护理人员短时间内大量增加，医疗风险和安全隐

患也随之增加。因此护理管理者要高度重视低年资护士的培

训与管理，让护士的职业生涯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０４年通过理论、操作、面试、岗前培训考试

合格或从其他科室调入本科室的护理人员２０名，其中中专生

１６名，专科生４名，入科时平均年龄１９．５岁。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入科岗前培训　所有新进人员由护理部、人事科统一

岗前培训和理论、操作考试合格后再下科室，由护士长介绍科

室概况、科室文化、收治病种、规章制度、岗位职责、设备设施、

科室培训计划及要求。

１．２．２　分阶段制订培训目标　第１阶段为参加工作１～３个

月内，是培训的重点和难点。因为研究发现新护士在工作３个

月内感觉最困难，自信心不足，压力大，常感到焦虑、沮丧、迷茫

及孤独，这种状况会持续１年之久。临床方面最大的困难包括

适应科室护理常规，应付日常繁忙的工作，听取患者的诉求，处

理危急情况或面对患者病情发生恶化［２］。此阶段培训的重点

是护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应急预案、工作职责、工作流

程和护理文书书写。第２阶段为参加工作４～６个月内，重点

培训科室常见疾病的临床表现、诊断、治疗、病情观察及护理措

施的落实，基本护理操作技能和专科仪器的使用。第３阶段为

参加工作７～１２个月内，重点培训急救物品、药品和仪器的使

用与保养，专科急救技术操作，危重患者的病情观察及护理计

划的制订与实施，抢救患者的医护配合。１年后根据护士的工

作能力和薄弱环节制订培训计划。

１．２．３　拟定培训方案　中专生重点培训护理基础理论及护理

专业知识，使之熟练掌握专科护理常规和基础护理操作。大专

生在中专生基础上培训教学、业务学习、护理查房、论文、科研、

护理管理，使之能够协助护士长做好教学和病房管理工作。以

模拟培训和临床实际操作培训相结合，定期考试考核，不断总

结提高。

２　培训内容及要求

２．１　评判性思维能力培训　因为观察能力是护士进入临床必

备的基本技能，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是护士素质高低的体

现，要培养新护士利用与患者接触的所有机会通过看、问、查发

现病情变化，要在生命体征尚属正常时，从表情、运动、进食和

排泄等方面发现潜在病情变化［３］；并应用护理程序评估患者病

情和需求，按轻重缓急给予相应的处理。

２．２　专科护理理论培训及要求　按培训计划分阶段培训本科

常见病、多发病的临床表现、诊断、治疗及病情观察要点、健康

教育、常规护理，使之能应用护理程序提出护理问题，实施护理

计划。阶段培训后进行理论考试，使之掌握专科常见急、危重

症的病因、临床表现、救治原则和专科抢救用药的品种、剂量、

作用、用法及注意事项。掌握常用药、专科用药、特殊治疗药物

的药理作用、不良反应、用法及注意事项。掌握专科标本采集

的原则、方法、注意事项，各种侵袭性操作的告知程序。

２．３　专科护理操作技能培训及要求　护理工作就是护士运用

各项护理技能满足患者需求，为患者服务的过程。因此，护理

技能的培训要放在重要位置，首先要统一标准，强化护理技术

操作，使新护士的操作从起步就走上正规化、规范化、标准化。

必须掌握具有专科特色的基础护理操作和专科仪器的性能及

使用方法，如头皮静脉输液、股静脉采血、吸痰、吸氧、暖箱、输

液泵、心电监护仪的使用与保养等。掌握专科危重患者抢救程

序（如热性惊厥、重度脱水、心搏骤停）的抢救流程。

２．４　培训方法

２．４．１　自学和在实践中培训　分阶段按目标制订切实可行的

学习计划，包括学习内容、学习进度、学习效果。护士长指定学

习资料，并进行必要的检查指导、考试、考核、定期讲评、总结学

习、工作经验，以检验学习效果。采取晨间提问、整体护理床头

交接班、医护联合护理查房等形式加强基本知识和专科知识的

学习，进而提高专科护理知识水平。

２．４．２　一对一带教　选择热爱护理工作，要求上进，理论知识

扎实、操作规范，有较好沟通技巧和授课能力，护师以上职称的

人员为临床带教教师。首先对专科常用护理操作流程进行模

拟训练，对操作的要点、难点从理论上给予提示和讲解。

２．４．３　在职培训　鼓励新护士积极参加各类学历教育和继续

教育学习，提高护理人员的综合能力和整体素质。

３　考核与管理

在入科后１、３、６个月及１年由新护士从工作中取得成绩、

存在问题、下一步打算进行书面部总结，由带教教师、教学组成

员、质控组成员、护士长进行评议，并提出下一步培训方案。每

月由护士长从医德医风、劳动纪律、业务技能进行考核，考核成

绩直接与工资挂钩。如果出现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发生护理服

务性投诉、重大护理差错或事故、违法违纪、不服从工作安排、

参加护理部及科室组织的理论、操作考试不及格者实行一票否

决。考核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３．１　医德医风考核标准　工作积极主动，敬业精神强；与同事

团结协作，服务态度好。

３．２　劳动纪律考核标准　无迟到、早退，按时参加护理部及科

室组织的业务学习。

３．３　日常考核标准　勤学好问，积极要求进步；工作有计划安

排，行为习惯良好；熟悉护理文书书写规范；掌握生命体征的监

测方法；掌握各种注射法；掌握各种标本的采集方法；掌握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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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在实际操作中实施人文关怀、沟通交流和健康教育。能够在

治疗处置的同时观察、询问病情变化并及时报告医生、及时处

理并做好相关记录。自觉遵守各项操作规程和规范。

３．４　核心制度考核标准　掌握核心制度，如查对制度、分级护

理制度、交接班制度等，并能够在护理操作中合理应用。

３．５　操作考核标准　１～３个月掌握小儿雾化、药物保留灌

肠、氧气吸入、肌肉注射、皮试相关理论及操作技能。４～６个

月掌握头皮静脉输液、股动脉、股静脉采血、暖箱、输液泵、心电

监护仪的操作流程和使用与保养等。７～１２个月掌握小儿洗

胃、吸痰、小儿心肺复苏、气管插管的护理。

４　结　　果

２０名护士有１６名取得大专学历，４名取得本科学历，１名

在县级比赛中荣获一等奖，２名被评为区卫生局先进个人，２

名成为医院护理骨干。２名被选送到上级医院进修培训取得

儿童重症监护病房专科护士证书。

５　结　　论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低年资护士培训关系到医院

对护士的吸引力、医院护理队伍建设和医院护理质量，需要医院

管理者、各级护理管理者和所有骨干护士积极努力思考及参

与［４］。管理者应根据新护士的具体情况和本医院、本科室的实

际情况，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护士规范化培训，逐步把

新护士培养成为一个合格的专业护士，迈好职业生涯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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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检验是一门要求动手能力很强的专业，在学好理论知

识的同时，要求学生必须掌握好各种实验技能。但在实验教学

中由于受实验学时的限制、实验项目一般不进行重复、重视基

本项目操作而脱离临床实践训练、缺少自动化仪器操作练习等

情况，导致在实验教学中学生不能熟练掌握各种基本操作技

能、不能熟悉临床实践操作，更谈不上具备创新能力、科学思

维、科研能力的创新性医学检验人才。面对存在的各种问题，

本学院医学技术系探讨了开放实验室的教学模式，并取得了较

好的教学效果。作者通过分析开放实验室的具体情况，探讨开

放实验室在医学检验实验教学中的作用及不足，并结合自己的

教学体会提出相应的建议。

１　开放实验室的措施

实践教学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培养

学生基本技能、实践能力、创新精神的有效途径［１］。为了培养

具备创新能力、科学思维、科研能力的创新性医学检验人才，面

对医学检验实验教学中上述所说的局限和不足，本系对医学检

验专业学生开展了形式多样、不拘一格的实验室开放。

１．１　实验项目上开放　针对一些要求熟练掌握的基本操作技

能，但在实验教学上因实验时间限制，学生不可能完全掌握的

技能，例如临床检验基础中的采血、吸血、推片、血细胞形态等，

本系实验室在开放时不限制实验项目，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

技能水平，自主选择项目加强操作练习，培优补差，弥补实验课

时的不足，熟悉掌握各种操作技能。并通过开展技能操作竞

赛，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１．２　实验时间上开放　在开放实验室前一般都是预先做好计

划和安排，但在开放时往往会出现许多不可预料的情况，例如

指导教师另有其他工作安排、学生开会等，遇到这些情况，本系

进行了灵活应对，让学生自主选择其他时间，如利用７～８节、

晚上、甚至是周末来开放实验室。

１．３　实验程序上开放　传统的实验教学因实验时间的限制，

实验前的准备工作、试剂的配制、部分标本的预处理都是由教

师准备好，在带教教师的指导下，学生按规定程序进行操作，而

在临床工作中学生就会缺乏完整的工作流程技能。针对这些

情况，本系加强了常用试剂配制、标本接收、预处理、操作前期

准备及废液、污染物处理等环节的训练。

１．４　实验模式上开放　传统的实验教学基本都是针对性强、

内容单一的单列项目，使初学的学生易于掌握，但临床上基本

都是多项目的模块组合。面对这种与临床实践脱节的情况，本

系结合临床实践，推出多项目组合的教学模块，如肝功能组合、

肾功能组合、尿液综合分析等模块等进行训练。

１．５　实验资源上开放　学校虽然有先进的教学仪器，但因为

价格昂贵，较好的检验仪器都需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各种先进

仪器的数量都不可能很多，一般只有１～２台。在仪器教学时，

只能开设演示实验，一个班的学生同时围在一台仪器旁，听教

师讲仪器的结构、原理及简单操作方法，没有自己动手实践的

机会［２］；或者只有个别同学操作，大部分学生都不能掌握仪器

操作，导致实习时，面对新仪器无从下手，而带教教师也不敢放

手让其操作仪器。面对这些问题，本系实验室进行了分批的小

组教学和开放，由教师在旁指导，每个学生都有操作仪器的机

会，从而较好地掌握仪器操作。

２　开放实验室的探讨

２．１　开放实验室取得的效果　经过几年的开放实践，各种开

放实验室措施的实施，学生由“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激

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取得了良好的实验教学效果。通过实验项目和实验时间的开

放，突出基本实验技术的操作，变“教学固定项目为中心”的教

学为“学生需求项目为中心”，学生掌握了合理分配时间，并根

据各自的情况培优补差，掌握了所有常用的技能操作。通过实

验程序的开放，突出完整的临床操作流程，使学生掌握医学检

验专业的工作流程，实习时即可全面开展工作，不再是只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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