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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化技术的不断进步，包括精神科、急

诊科在内的很多科室传统的护士长留言本已被取

消，取而代之的是QQ、微信等在内的信息传播速度

与效率极快的移动办公平台[1]。其中微信提供商务

沟通与工作协同的多端平台，有相关研究结果证

实，微信平台不仅易于乳腺科护理人员所接受，也

便于各项护理管理[2]。本次研究选取本院精神科的

护理实习生 92名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微信平台在其

带教管理中的应用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年 1月至 2018年 8月温

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精神科护理实习生 45名为对照

组，2019年 1月至 2019年 12月来院实习的精神科护

理实习生 47名为研究组，均为女性。纳入标准为：

①熟悉智能手机操作且拥有智能手机者；②了解、使

用和熟练操作微信平台APP者；③同意参与本次研

究；排除标准为：①精神科在职（因事、因病或其他原

因）不在岗者；②未使用智能手机及未安装微信平台

APP者；③护士长等护理管理者；④入组前 1年内有

抑郁、焦虑相关药物服用史及依赖史者。两组护理

实习生的年龄、学历等一般资料见表1，两组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
表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研究组

对照组

n

47

45

中专/例（%）

7（14.89）

6（13.33）

大专/例（%）

12（25.53）

13（28.89）

本科及以上/例（%）

28（59.58）

26（57.78）

平均年龄/岁

23.26±1.41

23.14±1.42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传统管理模式管理。根据

精神科带教任务、要求制定带教计划，以授课模式

为主，定期开展专题讲座、业务学习、技能带教等活

动，加强各项专业知识带教。研究组采用微信平台

联合驱动教学法辅助管理，组建管理团队，团队由

带教老师、护士长及 5名护龄超过 5年的护理组长

组成。

1.2.1 微信平台 APP 下载与安装 研究组精神科

护理实习生在自己的智能手机上下载并安装微信

平台，管理团队在此基础上建立微信平台APP科室

护理讯息平台，督促其在各项工作完成时能及时获

取相关信息。

1.2.2 具体操作步骤与管理：①建立通讯录：带教

老师创建精神科护理实习生带教质量管理群（带教

群），然后将所有实习生的各实习信息录入电脑版

或手机版的微信平台管理系统。点击工作台可以

查看和核实实习生们详细的信息、位置、手机号码、

考勤情况等。②临时工具使用：带教老师（子管理

员）将所要学习、讲解的内容发送至群内并指导实

习生们学习、解答和解决与精神科护理相关的问

题。必要时可组织学生们开展线上教学（视频会

议、群直播）和进行与护理临床实习相关问题的提

问、讨论等。也可通过视讯会议、语音会议等对某

某些学生提出的疑点、难点、重点问题进行解释或

回答。将护士长设为精神科护理实习群的最高管

理员，对护理实习生每天的护理工作开展情况进行

统计、整理与存档，总结每天工作，制定翌日护理带

教工作安排。③会议助手功能：对需临时更改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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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和地点的护理带教事务，均借助于电脑和手机

端进行预约与锁定具体会议地点并发放至带教群

中，并设置成“未读”与“点击”提醒，确保实习生们

及时关注并查看。护理实习生在收到信息后根据

工作安排参与现场或视频电话会议。系统会根据

参会情况自动生成签到和签出二维码，便于会后相

关数据的统计、整理与分析。④文件上传与下载：

对与精神科护理带教工作相关的功能作用文件或

文献借助于微信群组、公众号等进行上传与下载。

实习生们可随时根据自己的带教课程进展情况在

微信群组内下载相关相关课件。在本次实验结束

后及时解散带教群，尽可能地实现与课程相关的重

要文献不外传，维护科室文献安全性。⑤请假审

批：护理实习生请假均通过微信APP完成，发起请

假要求，待请假审批合格后方才有效。⑥考勤：将

精神科设置为本次实验的考勤点，然后录入护理实

习生的排班情况后微信系统便可自动生成考勤时

间，而加班者则按弹性班制稍加修改后提交，系统

便可将相关信息传递给带教老师。⑦排班系统：带

教老师应根据精神科各项护理工作的开展情况进

行排班，并将排班表以电子邮件或纸质形式发给护

生并督促其每天定时查看，将具体的班次、考核要

求、会议时间和工作标准等弄清楚，提前做好相关

的工作安排，如正常班次、加班等。⑧公告及邮件

发布：护士长、带教老师等若有重要的公告时，均将

相关资料上传至群组、文件小助手并标注“未读”与

“点击”提醒。⑨由带教老师开展驱动教学法，设立

教学目标，建立档案库，筛选精神科常见的各类典

型案例，每节授课均以案例为原型展开，融入任务

驱动教学法的情景代入、问题为主等模式，针对每

个经典体检案例，提出问题，在实际分析过程中可

寻找失败案例，具体分析原因，并定期筛选出争议

性案例，找到其中的原因，强化学生的记忆及案例

理解，进而改善其临床实践水平。

1.3 观察指标 ① 核心能力调查：参照中国注册

护士核心能力量表[5]相关内容，在出科时测评核心

能力，由学生自评和带教老师他评，评估内容包括

伦理/法律实践、人际关系、领导能力、专业发展、临

床操作与护理、评判性思维/科研、教育/咨询等七个

维度。各条目均采用 Likert 5 级统计分法评估，评

分由高到低为 0分、1分、2分、3分、4分，即完全没有

能力、能力偏低，能力一般，能力较强及能力极强。

②护理实习生实习满意度。在出科前发放满意度

调查表，量表共 10个因子[2]（讯息传达效率、安排时

间浏览通知或学习、护生休息时间、工作慎独精神

情况、互动性和同事关系处理、电话费用、操作和兴

趣性、信息查询、内容突出重点、身心健康），满分

100分，满意度与得分呈正比，满意度越高得分

越高。

1.4 统计学方法 将研究数据纳入 SPSS 21.0软件

处理。计数资料用 χ2检验和秩和检验。计量数据

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行 t检验。设P＜0.05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实习生的核心能力自评与他评得分情况

比较见表2
表2 两组实习生的核心能力自评与他评得分情况比较/分

维度

伦理/法律实践

人际关系

领导能力

专业发展

临床操作与护理

评判性思维/科研

教育/咨询

研究组

自评

3.29±0.58*

3.13±0.43*

3.05±0.45*

3.13±0.47*

3.37±0.53*

3.28±0.48*

3.22±0.39*

他评

3.37±0.52#

3.13±0.55#

3.07±0.53#

3.15±0.56#

3.33±0.53#

3.37±0.56#

3.17±0.51#

对照组

自评

2.21±0.48

2.12±0.53

2.31±0.48

2.13±0.43

2.09±0.45

2.04±0.52

2.35±0.41

他评

2.33±0.41

2.17±0.39

2.16±0.14

2.21±0.54

2.22±0.43

2.23±0.41

2.27±0.43

注：*：与对照组自评得分比较，P＜0.05；#：与对照组他评得分比较，P＜0.05。
由表 2可见，研究组的核心能力的自评、他评得

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分别

=9.71、10.06、7.63、10.63、12.46、11.89、10.43；10.62、

9.62、11.15、8.19、11.00、11.10、9.13，P均＜0.05）。
2.2 两组护理实习生实习满意度比较 研究组出

科时实习满意度得分为（93.75±3.46）分，明显高于

··371



全科医学临床与教育 2021 年 4 月 第 19 卷第 4 期 Clinical Education of General Practice Apr.2021，Vol.19，No.4

对照组出科时实习满意度得分（81.75±2.35）分，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t=19.53，P＜0.05）。
3 讨论

微信引入现代医学领域的案例鲜有涉猎，即使

有零星的国内医疗机构将其引入，但不成规模。重

症监护病房护士培训，护理环节质控模式管理等[6,7]

相关研究均发现，在临床护理培训、带教等教学过

程中科学、合理地予以微信软件辅助管理，对提升

护理实习生整体培训、带教质量均有极大帮助。故

在精神科护理实习生的带教过程中尝试性地引入

微信模式进行辅助管理很有必要。

精神科作为危重症病患最集中、病种最多、抢

救和管理任务最重的科室[8]，对护理质量要求自然

更高。因此提升精神科护理带教质量，提高护理实

习生的整体护理技能、护理效率及护理质量仍是关

键[9]。本次研究发现采用任务驱动教学法联合微信

平台管理的护理实习生的核心能力的自评、他评得

分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均＜0.05），这是因为较传

统辅助管理方法而言，微信界面简洁、清晰，更有利

于精神科护生的操作。因此护理实习生在实习过

程中无需花费太多时间和精力便可对上级指令（主

治医生、护士长等）及时地进行查阅与执行，最大限

度地节约了护理时间成本。同时微信平台是依附

于智能手机的办公软件，它具有较好的黏着性[11]，便

于精神科护理实习生的接受与使用。更应引起重

视的是，微信平台消息均属必达信息，能减少精神

科各种重要指令的漏读、不读率，有利于提高核心

能力。此外通过微信平台免费电话、免费短信等[12]

途径传输消息，更经济。微信平台消息在发出后不

管安装或未安装微信APP，网络流量是否开启，均可

实现传输，且学生基本安装有微信，基本实现必

达[13]，即不受软件安装、网络应用限制。微信平台还

可直接采用语音进行回复，发送方便可及时收到回

复，能大大缩短和减少信息遗漏现象。因此，本次

研究在出科时对护理实习生进行了实习满意度调

查，发现研究组护理实习生的实习满意度得分明显

高于对照组（P＜0.05）。
综上所述，在精神科护理实习生的带教管理过

程中科学、合理的实施微信平台管理对护理实习生

整体工作效率和护生综合护理水平的提升有一定

的辅助作用，便于管理，有较好的推广与实践价值。

但不容忽视的是，由于微信平台的整体运营时间不

长，临床护理医学将其引入并应用尚未形成规模，

故还有诸多地方尚待完善。而就本次研究来说，不

足之处在于，一是精神科护生样本量偏低，二是截

止目前临床医学中与带教质量管理、评估相关的机

制缺乏，三是微信平台研发团队与医疗机构之间协

同、沟通机会较少等，都有可能导致研究结果出现

偏差。故期待在未来进行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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