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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安全教育”为核心的新生儿护理实习教学模式的
应用研究

何 利1，2 卜平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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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以“安全教育”为核心的教学模式在新生儿科护理实习带教的效果。方法：以2022年2月—
2023年2月在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新生儿科实习的所有护理实习生为研究对象。所有护理实习生均在实习前接受常规
的教学培训，培训后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与实验组，对照组按照采取传统的新生儿科护理实习教学方法，接受一

般安全教育。实验组采取以“安全教育”为核心的护理教学模式。实习结束后对两组间的出科理论成绩、出科技能成

绩、护理安全能力提高率进行指标对比。结果：带教老师及实验组学生均对以“安全教育”为核心的新生儿护理实

习教学模式的实习效果表示满意。实验组出科理论成绩（83.33±3.23）分、出科技能成绩（85.56±3.12）分指标均高
于对照组（出科理论成绩、出科技能成绩指标分别：（73.32±3.66）分、（75.54±1.23）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在新生儿科护理实习带教中采取以“安全教育”为核心的教学模式能够提高护理实习生的护理操作以
及护理安全能力，降低护理差错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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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由于其特殊生理和病理

状态，肝肾功能等多种重要器官均处于发育阶段，且无

沟通能力、病情变化快以及病房无陪护封闭式管理等

特点，更易发生各种风险事件，新生儿患者具有其独特

的医疗护理需求，这给儿科护理临床教学带来一定的困

难。护理实习生因操作不熟练、临床经验欠缺，及沟通

能力相对较差等，实习期间差错发生率较高，据统计有

53％的医疗不良事件都出于护理工作，因此新生儿科护
理实习教学中开展安全教育不能忽视。对该人群进行护

理安全教育，提高其风险意识和防范能力具有重要意

义。因此，本研究针对新生儿科本科护理实习生，以

“安全教育”为核心，构建一套新生儿科护理教学新体

系；评价该教学体系对强化新生儿科实习护士“安全意

识”及提升“安全风险”防控能力的作用，为新生儿科

护理教学实践提供参考。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22年3月-2023年3月在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新

生儿科实习的护理本科生为研究对象，共 58人。所有研
究对象在入科实习前均统一接受常规的教学培训，培训

后进行新生儿科护理实习相关理论知识考试，之后随机

分为两组：对照组与研究组。

对照组：29名实习人员中女性25名，男性4名，年龄

在19-24岁之间，平均年龄（21.56±1.22）岁，实习前理论
考试成绩在70-88分之间，平均分（75.58±2.28）分。
研究组：29名实习人员中女性24名，男性5名，年龄

在19-23岁之间，平均年龄（21.26±1.45）岁，实习前理论
考试成绩在68-87分之间，平均分（74.98±3.28）分。
两组组间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1.2  研究方法
对照组实施传统教学法，接受一般安全教育，研究

组实施强化安全教育。

实验组实施以新生儿“安全教育”为核心的临床护

理实践教学新模式；在实习期间组织学习相关的法律、

法规，并且选取卫生部与世界卫生组织（WHO）组织编
撰的《患者安全教程指南》作为指导纲要，制定标准化

带教手册以及案例库，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结合，

CBL、网络教学及微信信息推送、床旁教学、模具教学
等多种方式，结合相关主题一致的临床案例，有针对

性的制定一系列安全教育课程。针对新生儿护理安全问

题，主要内容包括：

1）身份查对制度、采集标本、准确配置药物的查对
制度；

2）臀红、烫伤、无创呼吸机导致的压疮等皮肤损害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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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生儿科院感是医院重点监测科室，护理实习生
是重点监管人群，院感防控问题；

4）输液外渗导致皮肤坏死、动脉置管导致肢体末端
血运障碍等静脉输液相关问题等；

5）坠床、跌倒等意外伤害的问题；

6）门禁的安全管理问题；
7）封闭式管理，与家属的沟通问题；
8）实习期间自身安全的问题；
1.3  效果评价
1）新生儿科护理实习生安全意识的评价
所有实习生实习结束后对实习生及带教老师发放新

生儿安全文化调查问卷，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学生对自身

安全意识以及实习效果的评价以及带教老师对学生实习

过程中安全意识以及实习效果的评价。

2）理论考核
研究组、对照组在实习前后均进行儿科护理实习相

关知识的理论考核，题型包括选择题及问答题，满分

100分。

2��结果

2.1  新生儿科护理实习生安全意识的评价
发放调查问卷给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新生儿科实习

的29名研究组的护理实习生，以不记名的形式发放问卷
29份, 回收了29份, 回收率100%（具体结果见表1）。发
放调查问卷给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新生儿科参与护理实

习带教的15名老师，发放问卷15份, 回收了15份, 回收率
100%（具体结果见表2）。调查结果显示研究组学生及所
有带教老师均认为有必要在新生儿科护理实习过程中开

展安全教育，并且对以“安全教育”为核心的新生儿护

理实习教学模式的实习效果表示满意。所有带教老师及

大部分学生对CPL结合融通见习的效果表示满意, 并且大

多数人认为这种教学方法提高了自主学习能力和临床思

维能力，有助于病史采集、病历书写及临床技能操作能

力的提高。

表1��研究组学生对实习效果问卷反馈

调查内容 人数（n = 29） 百分率（%）

对实习效果满意 29 100
有必要在护理实习开展安

全教育
29 100

有助于提高护理安全能力 27 93.1

有助于减少护理差错 25 86.2
有助于提高临床技能操作

能力
25 86.2

有助于提高相关理论知识 22 75.9

表2�带教老师对以“安全教育”为核心实习教学模式教学

效果问卷反馈

调查内容 人数（n = 15） 百分率（%）

对实习效果满意 15 100

有必要在护理实习开展安全教育 15 100

有助于提高护理安全能力 14 93.3

有助于减少护理差错 14 93.3

有助于提高临床技能操作能力 13 86.7

有助于提高相关理论知识 13 86.7

2.2  理论考核成绩及对比
实验组出科理论成绩（83.33±3.23）分、出科技能

成绩（85.56±3.12）分指标均高于对照组（出科理论
成绩、出科技能成绩指标分别：（73.32±3.66）分、
（75.54±1.23）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3��讨论与结论

患者安全（Patient safety）是WHO高度重视的课题，
护理安全（Nursing Safety）是患者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衡量现代医疗护理质量的重要指标[1]。“医疗护理风

险无处不在”已成为医疗界的共识[2, 3]。随着医疗体制的

不断完善、医疗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法律法规的不断丰

富及医学模式的改进，患者的护理安全和临床实习护士的

安全教育越来越引起医疗管理人员的高度重视[4]。患者安

全是指在医疗、护理服务过程中采取必要的手段或措施，

用以避免或预防病人发生不良结果或受到伤害，如防范失

误、偏差、意外等。护理安全是指在实施护理的全过程

中，患者不发生法律和法规允许范围以外的心理、机体结

构或功能上的损害、障碍、缺陷或死亡[5]。目前，我国护

理人员对患者安全的认识有了较大的提升，但仍需要进一

步重视[6]。护理临床实践教学是护理医务工作人员从学生

到临床护士转变的关键环节。临床带教质量会直接影响护

理实习生对临床工作的适应能力，安全意识及风险防控能

力[7, 8]。在临床实践过程中，加强护理实习护士护理安全教

育对提升医疗质量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对新生科的护理

实习生[9]。

本研究尝试了以“安全教育”为核心的新生儿护理

实习教学模式，通过将安全教育作为实习重点，在带教

老师的引导和要求下将安全教育的理念和要求贯穿整个

新生儿护理实习过程中。要求护理实习生安全教育是护

理实习生必须掌握的重要知识。这种模式不仅可以帮助

护理实习生更好地完成实习任务，还可以有效预防实习

过程中的意外伤害[10-12]。本研究的结果显示研究组学生及

带教老师均认为有必要在新生儿科护理实习过程中开展

安全教育，并且对以“安全教育”为核心的新生儿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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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教学模式的实习效果表示满意。所有带教老师及大

部分学生对CPL结合融通见习的效果表示满意, 并且大多
数人认为这种教学方法提高了自主学习能力和临床思维

能力，有助于病史采集、病历书写及临床技能操作能力

的提高。因此，以“安全教育”为核心的新生儿护理实

习教学模式有必要在新生儿护理实习中开展，护理实习

生安全教育有重要意义。首先，护理实习生可以在学习

护理安全知识同时了解护理实习的基本要求，以便更好

地完成实习任务[13, 14]。其次，护理实习生还应该学习护

理安全注意事项，比如避免护理过程中的意外伤害、避

免护理过程中的污染等，以便更好地完成实习任务。因

此，护理实习生应该加强护理安全教育，开展以“安全

教育”为核心的新生儿护理实习，以便更好地完成实习

任务获得更好的实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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