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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ＤＣＡ循环法在老年病科护理带教管理中的效果分析

程　书，刘　欢，吴咏梅，夏　莘，耿炳超，曾　颖△（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病科　４０００１４）

　　【摘要】　目的　探讨ＰＤＣＡ包括ＰＬＡＮ（计划）、ＤＯ（执行）、ＣＨＥＥＫ（检查）和ＡＣＴＩＯＮ（处理）４个阶段循环应

用于老年病科护理带教管理的效果。方法　将２００９年７月至２０１０年５月入科的１１０名护生作为对照组，２０１０年

７月至２０１１年５月入科的１０５名护生作为实验组（采用ＰＤＣＡ循环法带教）；对两组护生的实习综合能力考核进行

比较。结果　实验组护生实习综合能力考核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实验组对临床带教模

式满意率（９８．１％）明显高于对照组（９０．９％），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患者对实验组护生的工作满意度达到

９６．２％，明显高于对照组的８６．２％，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结论　老年病科在护理带教管理中应用ＰＤＣＡ

循环法，不仅能提高护生及带教教师的综合素质，同时促进科室护理质量的全面提高，进而推进管理体系的进一步

完善。

【关键词】　ＰＤＣＡ循环法；　老年病科；　护理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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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实习是护生正式进入临床工作前的一个重要学习阶

段，也是护生成为一名合格护士最为关键的基础阶段；临床护

生的带教工作关系到将学生的理论知识与临床实际相结合，关

系到为护生培养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故将直接影响护生日

后正式走上工作岗位后的职业素养［１］。ＰＤＣＡ循环法是由美

国统计学家戴明博士提出的，反映了质量管理活动的规律，也

是护理质量管理中的基本方法之一，ＰＤＣＡ 包括 ＰＬＡＮ（计

划）、ＤＯ（执行）、ＣＨＥＥＫ（检查）和 ＡＣＴＩＯＮ（处理）４个阶

段［２］。实习过程中以动态向上的循环对教学质量进行检查、反

馈、整改，环环相连，一环扣一环，每循环一次解决一个问题［３］；

有利于提高护生的全面素质、综合能力，培养复合型护理人才。

基于以上分析本科室从２０１０年７月开始对护生实施ＰＤＣＡ式

带教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本科室每年要承担带教临床实习生１００多

名，其中护理本科生１０多名，大专生８０多名，中专生２０多名，

均为女性，年龄１８～２２岁；带教教师均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

师以上职称，有丰富的临床和教学经验。将２００９年７月至

２０１０年５月入科实习的１１０名学生作为对照组，对他们进行

传统带教方法；２０１０年７月至２０１１年５月入科实习的１０５名

学生作为实验组，实施ＰＤＣＡ循环法带教。两组护生实习开

始前理论、操作考试成绩及年龄、文化程度等方面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传统带教”方法：由护理部根据护生的实习要求

安排实习计划，学生按计划实习，护士长按护士年资高低依次

指定带教教师，一对一带教，学生实习结束后，带教教师写好学

生实习手册，学生出科。“ＰＤＣＡ循环法带教”方法：学生由综

合能力较强的带教教师带教，制订个性化带教计划，实习过程

中对教学的检查、反馈、整改等环节来实施教学质量控制。

ＰＤＣＡ教学法中最关键的是以动态、向上的循环为特点，环环

相扣，并以ＰＤＣＡ管理程序为指导，一环扣一环，沿着教学目

标，每循环一次解决一个中心问题［３］。

１．２．１　ＰＤＣＡ循环法带教教师的选择和培训　科室选择大

专、护师以上的护士，进行操作及理论、讲课等比赛，选出理论

知识和讲解能力较强的护士任带教教师，并对带教教师进行培

训，内容包括ＰＤＣＡ程序方法，带教教师的素质以及讲解能力

进行培训等。每年对带教教师进行一定金额的奖金补助并奖

励优秀带教教师，以起到鼓励作用。

１．２．２　实施ＰＤＣＡ循环带教法　（１）Ｐ计划：按照护理部总的

实习计划，带教教师先对学生初步评估，结合学生具体情况，针

对性地制订科室实习计划。如第１周重点带教病区环境，普通

规范等，随着实习进展，带教重点逐渐转向基本护理操作、病情

观察、专科知识了解、书写护理记录及病情汇报、与患者沟通能

力和健康教育等方面。（２）Ｄ实施：充分发挥带教教师的主观

能动性。对学生进行规范操作示范、操作比赛观摩、互动式小

讲座（多媒体教学）、参加科内、院内的教学查房等形式，并要求

学生跟教师上中、夜班４周，临床２周，治疗２周，夜班完成病

情汇报的书写，白班完成小讲课的内容，治疗学习无菌技术、查

对制度及药物知识等。（３）Ｃ检查：带教教师通过对学生日常

疾病相关理论知识及实践能力抽查，护士长接班大查房提问和

出科前理论和操作考试对护生进行实习效果检查。（４）Ａ处

理：带教教师和护生出科教学讨论会，开展双向性评价。带教

教师总结经验教训，根据护生建议逐步改进教学方法及模式，

以使护理带教更具有指导性及针对性；同时护生也能及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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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方法及祛除思想顾虑，进而提高综合素质。

１．２．３　ＰＤＣＡ循环法带教过程中的质量控制　护理部定期督

导，科室依照带教计划按时完成专科操作考核项目，同时让学

生参与每月的科内教学查房、业务学习，及时帮助学生了解科

室多发病、常见病及特殊病例的预防、诊治及护理要点；组织护

生业务学习、护理查房，更好地理论联系实际；每月通过护生及

病员、带教教师座谈会，及时了解护生对带教反馈意见及患者

对护生实习的意见，带教教师对护生实习情况的反馈。护士长

定期针对双向评价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实地检查和指导。

１．２．４　考核方法　通过平时带教教师对学生的观察，评价学

生实习的积极性，实习结束前对护生的理论知识、专科操作技

能、病历书写能力、小讲课能力、护理查房能力等进行考核，综

合评估学生的实习情况。９５分以上为优，＞８０～９５分为良，＞

７０～８０分为中，７０分以下为差。

１．２．５　调查方法　于老年病科实习结束前对护生发放实习意

见调查表评估护生对本科室临床带教模式的满意度。实习结

束后护士长向患者发放对实习护生满意度调查表评估护生的

工作态度及实习积极性，共发放调查表１３０份，有效回收

１００％。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０．０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

析，计数资料采用χ
２ 检验分析，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两组护生对带教满意度比较　见表１。由表１可见，实

验组对临床带教模式的满意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犘＜０．０１）。

表１　两组护生对带教满意度比较

组别 满意 不够满意 合计 满意率（％）

实验组 １０３ ２ １０５ ９８．１

对照组 １００ １０ １１０ ９０．９

２．２　６项综合能力比较　见表２。由表２可见，实验组护生６

项实习综合能力考核优良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犘＜０．０５）。

表２　６项综合能力比较［狀（％）］

项目
实验组（狀＝１０５）

优良 中 差

对照组（狀＝１１０）

优良 中 差
犘

理论知识 １０３（９８．２） ２（１．８） ０（０．０） １００（９０．９） ９（８．２） １（０．９） ＜０．０５

操作能力 １０３（９８．２） ２（１．８） ０（０．０） １００（９０．９） ７（６．４） ３（２．７） ＜０．０５

病情汇报 １０５（１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６（９６．４） ４（３．６） ０（０．０） ＜０．０５

小讲课 １００（９５．４） ５（４．６） ０（０．０） ９５（８６．４） １２（１０．９） ３（２．７） ＜０．０５

护理查房 ９７（９２．７） ８（７．３） ０（０．０） ９０（８１．８） １６（１４．６） ４（３．６） ＜０．０１

积极性 １０５（１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５（９５．５） ５（４．５） ０（０．０） ＜０．０５

２．３　患者对护生工作满意度比较　见表３。由表３可见，患

者对实验组护生工作满意度达到９６．２％，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８６．２％，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表３　患者对护生的工作满意度比较

组别 满意 不够满意 合计 满意率（％）

实验组 １２５ ５ １３０ ９６．２

对照组 １１２ １８ １３０ ８６．２

３　讨　　论

ＰＤＣＡ循环法目前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本课题组在护理

带教管理中应用ＰＤＣＡ循环法，经过实践，使带教教师、护生

综合素质都得到明显提高，也使临床护理质量获得质的飞跃。

３．１　提高了护生实习的积极性　质量管理的目标是激发医护

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此种实验方法针对护生个人具体情况

制订相应实习计划，以个性化教学和促使学生主动学习为出发

点，以预期目标为训练方向，实际上相当于对不同技能层次、不

同学历的学生采取个体化教学方法［４］，达到不同程度起步、取

得共同进步的结果。也使护生学习状态张弛有度，实习积极性

得到明显提高。表１显示，实验组护生对带教模式的满意度明

显高于对照组。

３．２　提高了护生的综合素质　表２两组学生成绩有较大差

异。传统的带教模式最大缺陷是缺乏综合性，基础理论与临床

实践之间缺乏联系性，不能有效地把学生知识与技能融为一

体，使学生产生沮丧、茫然的感觉，并丧失信心。将ＰＤＣＡ循

环法理论应用到具体实践教学的全过程，让学生在实践教学中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断夯实理论功底和实践动手

技能，增强了学生的责任心和组织管理能力［５］，调动了护生积

极性的同时逐步养成严肃、细致、谨慎的工作作风。各种教学

查房，小讲课和出科考试形式等锻炼了护生的口头表达、讲课

能力和沟通能力，有利于在以后临床工作中构建融洽的医护、

医患、社会关系。

３．３　提高了带教教师的综合素质　择优选用、培训带教教师，

实施专人带教，打破传统由护士长指定带教教师的模式，增加

了带教教师的责任心和荣誉感。通过开展护生对带教教师满

意度调查工作，可发现临床教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利于及

时修订护理教学管理措施［６］。教学相长，促使带教教师积极学

习，温故知新。表１中实验组对带教教师的整体印象表示满

意，提示ＰＤＣＡ程序式的带教调动了带教教师的思维能力，工

作中既要解决在患者实施整体护理中不断遇到的新问题，还要

通过护理讲课、护理专科查房、操作示范等将专科知识传授给

护生；从而促使带教教师不断学习，更新知识结构，根据护生的

不同层次开展“因人施教”达到教学相长，实现教与学双赢的

目的。

３．４　促进了科室护理质量的全面提高　ＰＤＣＡ循环系统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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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护生和带教教师之间的桥梁，通过采用ＰＤＣＡ循环法对护

生带教工作的管理［７］，防止了教学工作因缺乏充分的策划而陷

入一种惰性的重复，改变了以前只凭经验盲目带教的现象，使

教学活动利于管理和监控，不仅调动了护理学生实践的积极

性，同时也提高了带教教师自身的业务知识和科学管理水

平［８］，护理质量和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患者对护理服务满意率

大大增加，护生对带教教师的整体印象满意率也大大提高，且

受提名的优秀带教教师逐步增多。表３显示患者对实验组护

生工作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促进了科室护理质量的全面

提高。

３．５　ＰＤＣＡ循环法　ＰＤＣＡ循环法的实施需要完善的管理体

系，做到管理控制监测一体化［９］，保证各项措施的贯彻。本科

室护理教学实施 ＰＤＣＡ 循环管理后，患者、护生、护士３个方

满意度明显上升，充分说明老年病科教学应用 ＰＤＣＡ 循环法

不仅能提高护生及带教教师的综合素质，同时促进科室护理质

量的全面提高，进而推进管理体系的进一步良性循环和持续改

进，值得临床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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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ＢＬ教学法在八年制医学生血液系统临床见习中的应用

徐子真１，王　焰
２，程　澍

２，胡翊群１，丁　磊
１△（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１．检验系；

２．血液科　２０００２５）

　　【摘要】　目的　探讨以病例为基础的学习（ＣＢＬ）模式在八年制医学生血液系统临床见习教学中的应用及效

果。方法　实验组采用ＣＢＬ教学法进行见习带教，对照组采取传统教学法进行带教。见习结束后，对两组采用问

卷调查方法进行教学效果评价。结果　ＣＢＬ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主学习能力，加强了学生运用理论知识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了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结论　ＣＢＬ可提高八年制医学生血液系统临床见习教学效果。

【关键词】　以病例为基础的学习；　八年制医学生；　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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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病例为基础的学习（ＣＢＬ）模式是基于以问题为基础的

学习（ＰＢＬ）发展而来的全新教学模式。ＣＢＬ教学模式的核心

是“以病例为先导，以问题为基础，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

导”的小组讨论式教学［１］。相对于“以教师为中心，教师授课、

学生听讲”的传统教学（ＬＢＬ），ＣＢＬ更加强调学习过程中学生

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及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２］。ＣＢＬ教学法近年来在多所医学院校均有报道
［３４］，对象

集中在进入临床实习的医学生中，而在前期基础阶段的医学生

中研究较少。为了探讨ＣＢＬ教学法在前期学生见习教学中的

效果，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检验系血液教研室首

次在临床医学八年制血液系统临床见习中引入ＣＢＬ教学法，

总结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２０１０级临床医学

八年制学生共６０人，分为两组，ＣＢＬ组（实验组）３０人，ＬＢＬ组

（对照组）３０人。其中男生２８人，女生３２人，年龄１９～２１岁，

平均（２０．４±０．２）岁。两组学生上学期成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

１．２　内容　各小组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血液

科见习２次，每次３学时。由主治以上血液专科医生带教，按

照《血液系统》教学大纲要求，见习内容包括血液系统疾病诊断

基础（病史、症状体征、查体要点）、血液系统常见药物、贫血概

述、缺铁性贫血、溶血性贫血、再生障碍性贫血、急性白血病、慢

性粒细胞白血病、恶性淋巴瘤、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骨髓增殖

性疾病、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出血性疾病概述、特发性血小板

减少紫癜，以及参观骨髓穿刺、诊疗操作。

１．３　方法　ＬＢＬ组采用传统教学法，由带教教师根据教学大

纲选择病例，床旁介绍患者情况，课堂讲授该疾病的基础知识、

诊断、鉴别诊断与治疗要点。ＣＢＬ组采用小组讨论模式，具体

步骤如下。（１）病例选择。教师首先向同学介绍ＣＢＬ教学法

的目的、意义和方法；并导人主题，明确此次实习的学习目标和

重点。教师根据教学大纲要求选择血液科门诊常见疾病，如贫

血、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或血液科病房常见疾病，如急性

白血病、非霍奇金淋巴瘤、多发性骨髓瘤等。在小组讨论前将

病史、体征及相关实验室检查告知学生，使学生对疾病有初步

了解。案例举例：年轻未婚男性，二十天来出现乏力、发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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