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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Teach-back 的角色转型冲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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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基于反馈教学（teach-back）的角色转型冲击模型在膝关节置换护理教学中

的应用。方法　本研究将 2020 年 8 月至 2022 年 8 月到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医院（南京市第一医院）

骨科膝关节置换小组的 50 名实习护生作为研究对象，按进科先后顺序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25 人。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观察组采用基于 Teach-back 的角色转型冲击模型教学。实习后评价护

生考核成绩、转型冲击程度对护生综合能力的影响及教学满意度。采用 SPSS 22.0 进行 t 检验和 Fisher

确切概率法。结果　观察组实习护生转型冲击评价量表中身体、心理、知识和技能、社会文化与发展

4 个维度得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实习护生的护患沟通能力、护理实

践能力、病情观察能力、健康教育能力、人文关怀能力、团队合作能力、临床思维能力及应急应变能力

8 个方面综合能力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考核成绩明显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2.31、11.52，P 均<0.001）。观察组教学满意度为 100.00%（25/25），明显高于

对照组的 68.00%（17/2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9.52，P=0.002）。结论　基于 Teach-back 的角色转型

冲击模型有助于缓解实习护生进入临床工作时所面临的转型冲击，在提升实习护生综合能力的同时，

教学满意度也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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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a role transition shock model based on the 

teach-back technique in knee arthroplasty nursing teaching. Methods　 We assigned 50 nursing student 

interns practicing in the knee arthroplasty team of Orthopedics Department of Nanjing First Hospital between 

August 2020 and August 2022 into control group (n=25, traditional teaching) and observation group (n=25, 

teach-back-based role transition shock model teaching)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admission. At the end of 

internship, the examination scores, the impact of transition shock on comprehensive abilities, and teaching 

satisfaction of the students were assessed and analyzed using the t test and Fisher's exact test with the us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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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SS 22.0.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scored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physical, psychological, knowledge and skills, and sociocultural and developmental dimensions of the 

transition shock assessment scale (P<0.05). The observation group showed significantly higher scores of 

nurse-patient communication, nursing practice, disease observation, health education, humanistic care, team 

cooperation, clinical thinking, and emergency response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examination 

result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t=12.31, 11.52, P<

0.001). The teaching satisfaction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100.00% (25/25) vs. 68.00% (17/25), χ2=9.52, P=0.002]. Conclusions　The teach-back-based role 

transition shock model can help alleviate the transition impact faced by nursing student interns when entering 

clinical practice, and also improve their comprehensive abilities as well as satisfaction with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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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显示，护士离职率不断攀升，且以新

入职护士为主，35.00%~60.00% 的护士在从事护理

工作后 2 年内即离开工作岗位[1-2]。新护士离职率不

断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易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出现

不同程度的转型冲击，即由于刚由护生转换为护士

角色，受知识、角色、责任及人际关系等的影响而在

心理、身体、知识及技能等方面产生怀疑、迷茫、困

惑及职业定位不明确的感受和体验[3]。新护士不能

顺利度过转型冲击阶段则易影响工作满意度，且严

重影响护理工作质量。研究显示，新护士最容易出

现转型冲击的主要原因是准备不充分，而有效的干

预可以高效避免转型冲击[4]。为避免护生今后进入

职业生涯时会出现转型冲击影响，本研究对在南京

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医院（南京市第一医院）膝关节

置 换 小 组 进 行 实 习 的 护 生 采 用 基 于 反 馈 教 学

（Teach-back）的角色转型冲击模型开展教学，以探

讨该模式的教学效果。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将 2020 年 8 月至 2022 年 8 月到本院骨科

膝关节置换小组实习的护生 50 人作为研究对象，按

进科的先后顺序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25 人。

对照组女生 19 人，男生 6 人，年龄（21.20±1.56）岁，

平时成绩（85.64±7.24）分，采用传统教学。观察组

女生 21 人，男生 4 人，年龄（21.04±1.61）岁，平时成

绩（86.19±8.42）分，采用基于 Teach-back 的角色转

型冲击模型教学。两组实习护生在性别、年龄、学

历和平时成绩等一般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t=2.65、1.08、3.42、2.45，P=3.642、1.042、3.105、

2.074），具有可比性。

1.2　带教方法

骨科膝关节置换组护士长作为教学小组组长，

具有 8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护士作为小组成员参与实

习护生的教学。

1.2.1　对照组

由带教教师制作 PPT 或视频对膝关节置换术护

理的要点进行讲解，如膝关节置换的适应证、禁忌

证、术前护理、术后护理及术后康复功能锻炼等。

此外，还需对实习护生进行每周 2 次的集中护理操

作培训。最后，实习护生主要跟随带教教师进行临

床学习，并在临床实践过程中对膝关节置换的要点

再次进行讲解，护生则针对带教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疑问进行提问，做到一对一地临床实习指导。

1.2.2　观察组

带教教师需根据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及教学计

划制作膝关节置换相关的讲解 PPT 和视频等，在

教 学 前 向 实 习 护 生 进 行 简 单 说 明 后 实 施 基 于

Teach-back 的角色转型冲击模型教学（图 1）。①知

识传授：带教教师首先为实习护生讲解 PPT 内容，部

分实践操作则播放视频进行讲解，包括膝关节置换

护理的重点及难点、医患沟通、患者情绪评估等。

实习护生首先需要了解并掌握相关基本理论知识，

为后续培训奠定基础。随后进入病房，观察膝关节

置换整个护理过程，牢记要点。②知识反馈：由 2 位

实习护生、1 位带教教师、1 位教学小组成员组成角

色扮演小组。带教教师作为观察员，教学小组成员

扮演患者，2 位实习护生轮流扮演家属和护生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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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实习护生提出问题，如膝关节置换术前需做哪些

准备、术后如何进行康复锻炼、术后容易出现哪些

并发症？应如何避免等。实习护生对提问进行回

答。带教教师观察实习护生在护理过程中的服务

态度、健康宣教、护理操作、临场应变能力等。每次

角色转换结束后，实习护生均需做自我评价，而教

学小组成员及带教教师则进行体验反馈。在此过

程中鼓励实习护生发现问题、认识问题、分析问题

并最终解决问题，尤其需要注意临床护理中容易忽

视的问题，如护理出现错误进行补救时不要急着辩

解，应认真倾听，及时解决问题；与患者交流时需注

意患者家属的态度、注意医患沟通的技巧。③知识

澄清：角色转换体验换位思考结束后，带教教师根

据实习护生的表现，对护理服务态度、护理措施及

实践操作能力等进行客观记录，从护患沟通、护理

服务、护理操作、术后健康教育及人文关怀等多个

方面进行点评，并指出需要改进的地方。教学小组

成员则从患者扮演者的体验角度反馈对护生的综

合表现及需要改进的地方。④知识巩固：每次教学

结束后，均要求实习护生进行自我评估和总结，以

便带教教师了解实习护生的掌握程度，并综合护生

的表现和理解，做出最终的总结。后续教学过程结

合膝关节置换实际病例及护生的掌握情况进行指

导和纠正，以帮助实习护生形成规范、系统的临床

思维。在出科前，多次对实习护生进行膝关节置换

相关理论知识点进行抽查，再次评估、验证和巩固

教学内容，观察理论联合实践进行教学的效果。如

果此阶段发现学生仍有不理解或理解有误的地方，

可再次返回第三阶段进行知识的讲解澄清，直到学

生完全掌握。

1.3　评价方法

1.3.1　实习护生转型冲击程度

根据薛友儒等[5]的新护士转型冲击评价量表

对护生的转型冲击程度进行评价，在教学前/后对

实习护生进行问卷调查，主要包括身体、心理、知识

和技能、社会文化与发展 4 个维度，采用 Likert 5 级

评分法，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赋值

1~5 分，量表总分 27~135 分，分值越高表明转型冲

击越大。量表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57~0.915，信

效度良好。

1.3.2　护生综合能力评价

自行设计问卷调查护生综合能力，主要考查指

标包括护患沟通能力、护理实践能力、病情观察能

力、健康教育能力、人文关怀能力、团队合作能力、

临床思维能力及应急应变能力。采用 Likert 5 级评

分法，从“完全无帮助”到“非常有帮助”分别赋值 1~

知识传授

知识反馈

知识澄清

知识巩固

讲解 PPT 及实
践视频播放

角色扮演

临床实习

实习护生
进行回答

评价和反馈

发现问题
并改进

重新讲解

自我评估、
总结、提问

反思

带教教师传递知识

实习护生跟随带教教师

实习护生小组模拟演练

带教教师对角色扮演过程
进行提问

带教教师和实习护生对角色
扮演过程进行评价和反馈

带教教师点评、角色扮演者反馈实
习护生的综合表现及需改进的地方

换角度重新讲解澄清知识点

巩固知识

反思教学，不断改进

改进教学内容

带教教师和角色
扮演者

实习护生反馈
相关行为

相关知识和技能

输
入

输
出

输
入

图1　基于 Teach-back 的角色转型冲击模型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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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分值越高表明实习护生认为该教学对综合能

力 提 升 的 帮 助 越 大 。 量 表 Cronbach’s α 系 数 为

0.895~0.920，信效度良好。 

1.3.3　考核成绩和教学满意度

实习结束后，分别对两组实习护生进行理论考

核、病例分析与实践能力考核，满分均为 100。此

外，自行设计实习护生教学满意度调查问卷，满分

100，≥95 分为非常满意，90~94 分为满意，85~89 分为

一般，≤85 分为不满意。满意度=（非常满意+满意）/

总人数×100.00%。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2.0 进行数据分析。符合正态分布

的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 t 检验。

计数资料以频数和百分率表示，采用 Fisher 确切概

率法。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两组实习护生转型冲击程度比较

观察组实习护生在身体、心理、知识和技能、社

会文化与发展 4 个维度得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表 1）。

2.2　实习护生综合能力比较

观察组实习护生的护患沟通能力、护理实践能

力、病情观察能力、健康教育能力、人文关怀能力、

团队合作能力、临床思维能力及应急应变能力 8 个

方面综合能力的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表 2）。

2.3　考核成绩和教学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理论考核和病例分析与实践能力考核

成绩分别为（91.26±5.38）分、（89.34±6.11）分，对照

组理论考核和病例分析与实践能力考核成绩分别

为（82.07±6.80）分、（81.40±5.83）分，观察组成绩明

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2.31、11.52，

均P<0.001）。观察组教学满意度为100.00%（25/25），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68.00%（17/25），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χ2=9.52，P=0.002）。

3　讨论

实习护生毕业后刚进入临床实践工作时会面

临较大的角色转换压力，而角色转换不良或处理不

当，常常会导致护生身心负荷加重，进而导致离职

率增加。该转型冲击的严重程度与实习护生的专

业知识缺乏、临床技能不娴熟、社会角色改变等因

素相关，还与实习期间医院和科室的护理教学培养

模式密切相关[6-7]。因此，为改善毕业实习护生角色

转换压力，加强对实习护生实习期间理论知识、职

业技能的综合培养，为其今后从事临床工作做足准

备，本研究采用基于 Teach-back 的角色转型冲击模

型应用于膝关节置换教学小组的护理教学。

传统教学注重理论知识掌握而忽略临床实践

操作，致使实习护生实践工作经验少、缺乏实践操

作能力，在进入临床工作后因角色的突然转变出错

率会更高，更易导致医患纠纷。因此，改变护理带

教对提升带教质量尤为重要。Teach-back 是通过让

表1 两组实习护生转型冲击程度比较[n=25，（x±s），分]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t 值

P 值

身体

22.53±5.12

18.27±4.26

4.51

0.008

心理

28.67±5.76

22.53±4.03

9.35

<0.001

知识和技能

19.64±4.52

15.42±3.67

4.53

0.006

社会文化与发展

26.85±5.32

19.31±4.13

8.35

<0.001

总分

95.18±10.42

79.38±10.25

11.21

<0.001

表2 实习护生综合能力比较[n=25，（x±s），分]
项目

护患沟通能力

护理实践能力

病情观察能力

健康教育能力

人文关怀能力

团队合作能力

临床思维能力

应急应变能力

对照组

3.68±0.86

3.92±0.65

3.65±0.92

4.01±0.77

3.45±0.93

3.82±0.84

3.36±0.96

3.48±0.79

观察组

4.12±0.66

4.47±0.75

4.36±0.82

4.70±0.61

4.55±0.94

4.52±0.78

4.58±0.85

4.43±0.82

t 值

5.11

5.21

6.34

4.15

8.54

7.16

9.35

8.67

P 值

0.007

0.003

<0.001

0.012

<0.001

<0.001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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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用自己的语言复述医护人员提供的信息，以此

来纠正和巩固其记忆和理解力，加强健康知识和护

理技能的指导，被美国质量论坛认为是一种安全有

效的健康教育方式[8]。转型冲击评价量表是国内目

前用于评估新入职护士转型冲击程度的自评量表，

得分越高表明受转型冲击越大[5]。本研究采用该量

表比较了两种教学模式对实习护生的转型冲击程

度，结果显示观察组实习护生转型冲击评价量表在

身体、心理、知识和技能、社会文化与发展 4 个维度

得分均低于对照组，表明基于 Teach-back 的角色转

型冲击模型可有效降低实习护生的转型冲击程度，

缓解转型冲击带来的影响。分析认为：护生转型冲

击的严重程度主要影响因素是角色转换压力、社会

支持、性别、在校期间综合成绩，以及是否已准备好

从事临床工作[9]。转型冲击程度即反映了实习护生

受转型冲击的影响程度，若转型冲击程度越高，表

明其受影响越大，角色的适应性越差，精神压力、

工 作效率及离职意愿等负面影响也会越大。而

Teach-back 可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系统性护理教

育，促使实习护生充分了解并掌握相关护理知识和

技能，自觉发现并解决存在的问题，并且通过传递

健康的术后康复理念和有效的护理干预，提高患者

术后康复治疗的依从性，减轻影响术后康复的危险

因素，从而达到预防并发症的目的。因此，实习护

生在经过基于 Teach-back 的角色转型冲击模型教学

后，可提前了解临床工作中可能出现的转型压力及

压力来源，提前适应临床工作的新环境和角色转

换，在实习结束进入临床工作后从而能更好地理解

新角色，适应新环境，减轻转型冲击程度。此外，观

察组实习护生的综合能力评分和教学满意度均优

于对照组，表明基于 Teach-back 的角色转型冲击模

型在减轻转型冲击程度的同时，还能有效提高实习

护生的综合能力及教学满意度。分析认为：首先通

过授课教学传递信息，让实习护生掌握膝关节置换

护理的基本理论知识及重点和难点，同时掌握医患

沟通、患者情绪评估等基本技能。同时将实习护生

带入临床病房，切身体验护士角色，并在带教教师

的指导下能独立完成相应的护理操作。随后通过

角色转换体验换位思考，提升实习护生在护理过程

中的服务态度、服务步骤、护理操作、应说应做的应

用能力及临场应变能力等综合能力。最后，带教教

师和教学小组成员及时反馈整个教学过程中实习

护生的综合表现及需要改进的地方，并做总结，进

一步帮助实习护生形成规范、系统的临床护理思

维。且在出科前，会多次对实习护生进行膝关节置

换相关理论的知识点抽查，并要求实习护生进行实

践操作演练，明确实习护生已经完全掌握理论知识

和临床实践护理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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