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琐，通过摸索、交流也能让学生认识到自身的优势

与不足，加强与同伴沟通合作的意识，培养创新、表

达能力；通过数字化教学模式的转变，培养学生自

我学习、自我发挥的能力，共同研究学习内容，实现

从知识拓展到综合素质的培养，并追求和体现自我

价值的过程。

其次，慕课对教育团队要求更高。带教老师需

要不断提升自己的信息化教学能力[3]，才能满足学

生多元化的需求，所以，慕课应用于护理学生的培

养中，不但能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还能提高老

师的自我修养，“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要想有

所收获，就要掌握多种方法，老师就得先充实自己，

不断的学习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才能更好地提供

专业的教学理念。老师再通过网络互动渗透到学

生的每一次学习中，既轻松又有效，不仅缓解了护

理繁忙的临床工作与教学工作的冲突，同时还可以

促进专科护理教学快速发展。

慕课应用于护理专业中需要教师与学生的支

持，共同维护学习任务的完成度，实现慕课的应用

价值，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而获得信息资源的

有效利用，帮助护理教育得到有效发展[4]。

因此，慕课是在教学改革下的新的创新和突
破，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并使用，虽然转变的过
程是漫长的，但是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它会出现
在我们护理课程中，并对手术室临床护理教学有深
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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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当今社会和医疗护理事业快速发展，

对高级护理人才的需求及高等护理教育向国际化、

现代化、规范化和专业化的趋势发展，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于 2010 年批准设置了护理硕士专业学位

（master of nursing specialist，MNS），旨在培养直接从

事临床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专科型护理专门人

才[1]。内蒙古医科大学于2014年获准成为MNS培

养单位，也是内蒙古地区唯一一所获准MNS培养单

位，由于获批较晚，导师们也没有带教经验，2015年

招生后还是延用“一对一”指导的传统模式，导师们

只能借鉴经验、摸索培养过程；由于护理专业研究

生教育的发展较发达地区相对落后，再加上我区地

域环境和经济发展状况的制约，所以存在着许多问

题丞待解决[2]，学习借鉴发达地区的培养模式是提

升我区护理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的重要途径。

1 研究对象及方法

1.1 研究对象

（1）研究生：选取内蒙古医科大学护理学院招

生的2017～2019级护理专业硕士研究生98名（见

表2）；（2）导师：一导32名，二导4名（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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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方法

1.2.1 导师组制 导师組制与责任导师联合集体培

养，根据专业特点，把专业相近的导师分到一组，每

组有3~4名一导或二导，一名护理学院教授，3~4名

临床带教老师，选取本组一名德高望重的导师作为本

组组长，将本组导师所招的学生全部分纳入到本组。

1.2.2 将研究生上学期间分为四个阶段（1）第一阶

段（第一学期，基础授课）：刚入学时，导师组与研究

生进行一次沟通见面会，与学生共同制定3年培养

计划及各阶段目标，结合自己的培养目标及学生兴

趣规划理论课程；学期中，进行一次导师组会议，每

位硕士生汇报自己在校的学习情况，导师组进行全

方位评价指导；学期末组织一次会议，了解学生考

试成绩并进行下一步临床实习的安排部署。责任

导师始终与学生密切联系，了解学生的动态，随时

帮助解决学生遇到的困难；（2）第二阶段（第二、三

学期，临床轮转）：导师组每2个月举行一次汇报讨

论会；学生逐一进行汇报近期轮转科室学习情况，

每位导师、带教老师进行全面点评，同学们之间也

要进行互相交流，全面了解研究生对专科理论知识

和基本技能的掌握情况，便于导师组对学生进行因

材施教[3]；（3）第三阶段（第四、五学期，专科实习，完

成课题）：导师组每2个月举行一次汇报讨论会；由

研究生轮流汇报预期课题进展、实际课题进展、查

阅文献情况、论文撰写情况等；各位导师有针对性

地提出意见、给予指导。其他研究生可对以上汇报

内容提出问题、展开讨论，以确定最佳课题实施方

案；（4）第四阶段（第六学期，论文完成）：由导师组

共同商讨集体修改论文，先进行一次毕业论文预答

辩会，邀请统计学专家、护理学术硕士生导师，对论

文的统计方面、理论逻辑知识方面进行把关指导，

全面提升论文质量[4]。

1.2.3 创建小组QQ或微信群 便于小组内互相学

习、探讨问题，导师也可通过网络对学生进行检查

和指导[5]。

2 问卷调查

表3 导师问卷调查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问卷内容

您认为专业护理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哪种方式更有优势？

您认为专业护理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哪项对您监督管理学生（第一、第二阶段）更有
帮助？

您认为专业护理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学生轮转实习时哪种方式更有优势？

您认为专业护理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对您在人际沟通、业务能力提升方面哪项更有
帮助？

您认为专业护理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哪项更能缓解您培养学生过程中自身能力方
面的压力？

您认为专业护理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哪项对您掌握专业理论知识及相关领域知识
更有帮助？

您认为专业护理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哪项更能对您产生团队意识并增强团队合作
能力？

您认为专业护理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哪项更能帮助您做好学生的开题设计、研究过
程论文书写、论文答辩？

您认为专业护理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哪项能更好的提升您系统地思考问题，发现问
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

您认为专业护理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哪项能更好的做到学校与临床的无缝衔接吗？

答案选项

（一对一导师制、导师组制）

（一对一导师制、导师组制）

（一对一导师制、导师组制）

（一对一导师制、导师组制）

（一对一导师制、导师组制）

（一对一导师制、导师组制）

（一对一导师制、导师组制）

（一对一导师制、导师组制）

（一对一导师制、导师组制）

（一对一导师制、导师组制）

表1 导师组基本资料

基本信息

年龄

男

女

性别

男

女

文化程度

本科

硕士

导师组

45.00±00.00

48.50±11.22

1（2.9%）

33（97.1%）

29（85.3%）

5（14.7%）

表2 研究生组基本资料

组别
年龄

男
女

性别
男
女

无效

27.02±11.45
28.33±10.09

4（4.1%）
94（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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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研究生问卷调查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问卷内容

您认为专业护理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哪种方式更有优势？

您认为专业护理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哪项对您监督管理更有帮助？

您认为专业护理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您轮转实习时哪种方式更有优势？

您认为专业护理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哪项更能够拓宽您的专业及相关领域理论知识？

您认为专业护理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哪项能更好的让您全面的掌握临床操作技能，更
好的培养您的动手能力？

您认为专业护理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哪项更能提高您的专业技巧沟通能力、语言表达
能力、人际交往能力？

您认为专业护理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哪项更能训练您的团队意识，增强其团队合作能
力？

8.您认为专业护理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哪项能够更好帮助您做好开题设计、研究过程
论文书写、论文答辩？

您认为专业护理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哪项能够更好让您掌握系统地思考问题，发现问
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

您认为专业护理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哪项能更好的让您做到学校与临床的无缝衔接？

答案选项

（一对一导师制、导师组制）

（一对一导师制、导师组制）

（一对一导师制、导师组制）

（一对一导师制、导师组制）

（一对一导师制、导师组制）

（一对一导师制、导师组制）

（一对一导师制、导师组制）

（一对一导师制、导师组制）

（一对一导师制、导师组制）

（一对一导师制、导师组制）

3 结果

发放导师问卷36份，收回35份，其中支持导师

组制的29人，占比 82.86%，支持一对一导师制的6

人，占比17.14%。发放研究生问卷98份，收回98

份，其中支持导师组制的86人，占比 87.76%，支持

一对一导师制的12人，占比12.24%。通过问卷调

查显示导师制、研究生组支持导师组制的占绝对优

势。

4 讨论

4.1 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拓宽研究领域

由于各位导师具有不同的专业特长，学生可以

学习到多位导师的专业经验、思维方法、科研能力

等，有利于学生综合能力提高。研究生在入学选修

课程、轮转实习科室、科研论文选题、课题研究过

程、论文盲审答辩等整个过程，均由导师组讨论决

定，汇集了集体的智慧结晶，研究生在三年上学期

间均有完整的导师团队以及个人的一导单独指

导[6]。此外，导师组的同学之间随时可以进行学术

交流，有利于思维创新，互相得到学术提升。

4.2 培养研究生团队精神，提升研究学习兴趣

单一导师负责制研究生的培养方式，使学生只

能局限于狭隘的“一对一”师生关系中，没有团队意

识，而导师组制定期开展集体思想汇报、成绩汇报、

查阅汇报、专题汇报、课题汇报等，为导师之间、师

生之间、同学之间提供了相互指导、交流、学习、帮

助、借鉴的机会[7]，作为一个集体共同开展课题研

究，在潜意识中形成团队意识，培养其团队合作能

力。 此外，本研究的学生团队来自于不同年级的研

究生，可发挥师姐妹间的传授学习经验，有利于形

成互相交流、互帮互助的群体氛围，提升学生学习

研究的兴趣。

4.3 培养研究生临床实践能力，做好与临床衔接

研究生在第二、三阶段都是在临床实践中度过

的，这一阶段学生操作技能的掌握，医、护、患之间

沟通的技巧，临床工作经验的积累等都是这段时间

完成，是学生今后临床工作的塑型期[8]，期间对学生

的潜力挖掘非常重要，在例行汇报讨论会，具有丰

富临床经验的导师发现问题及时给予纠正，不同专

业的老师从本专业角度进行点评，同学们之间也进

行实习心得交流，有利于学生实践能力的提升，能

够更好的做到今后与临床的无缝衔接。

4.4 提高导师教学能力 ，提升科研学术水平

护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有其自身特点，大部

分时间从事临床工作，在教学、科研方面时间较少，

指导学生的时间也较少，另外，平日工作专业性比

较强，科研能力及理论知识掌握相对薄弱，导师组

制实施是以“多对多”代替“一对多”的指导[9]，一方

表5 导师组与研究生组支持不同结果百分比

类别

导师问卷

研究生问卷

项目

导师组制

一对一导师制

导师组制

一对一导师制

n

29

6

86

12

百分比（%)

82.86%

17.14%

87.76%

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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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多位导师各抒己见，在不同的研究领域进行专业

指导，使研究生能够掌握多方面的知识，在论文书

写及课题研究中能够拓展思路，开阔视野，另一方

面，导师之间通过多次学术交流，能够拓宽自己的

知识面，克服自身弱点，进一步加强了学术修养和

教学能力。

5 小结

本研究采用“导师组制”培养护理专业硕士研究

生，克服了单一导师制带来的诸多问题，拓宽研究生

研究领域，熟练掌握临床实践技能并做好与临床的

衔接，形成良好的师生关系，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

量；同时使导师教学能力及科研水平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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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美国疼痛学会将疼痛列为人类第五大

生命体征，疼痛日益受到医护人员重视[1]，疼痛患者

病情相对复杂，临床操作难度大，护理专业人才需

求高[2]，因此极其需要开展优质有效的护理带教工

作。临床护理教学是护士学习护理实践、掌握理论

知识的关键，有利于年轻护士综合护理素质的提高

和良好职业形象的维护[3]。依据案例为基础的教学

法（case based study，CBS）是上世纪80年代出现的

依据案例为导向的一种教学方法，重点启发学生围

绕案例进行分析讨论[4]。3D-body数字化解剖软件

是可以在手机上安装的数字化三维结构软件[5]，可

清晰显示疼痛组织及器官的结构和位置。目前我

国疼痛护理教学仍处于探索阶段，本研究以CBS结

合3D-body软件教学模式为指导，构建了临床疼痛

护理教学体系，观察其教学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疼痛科，轮转的护

理实习生45名为研究对象，男实习生22名，女实习

生23名，年龄19～23岁。采用随机抽签的方法，将

45名护理实习生随机分为对照组23人，其中男性

10人，女性13人。试验组22人其中男性12人，女性

10人。研究时间为2020-03～2021-03。两组护理

实习生在年龄和性别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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