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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对儿科新护士专科护理带教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进行观察与探讨。方法：对 2013 年 12 月—2014 年 12 月

在我院我院儿科 20 名新护士进行相关研究，使用调查问卷调查儿科新护士专科护理带教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结果：

儿科新护士专科护理带教中主要有新护士存在的问题（92.3%）、带教护师存在的问题（65.2%）、环境因素的影响（75.3%）、社会

因素的影响（76.4%）、影响新护士静脉穿刺的成功率（87.4%）等问题。结论：儿科新护士专科护理带教中存在多种问题，需做好

儿科新护士的教育宣教，实施人性化的专科护理带教和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并进行不断的改善，有效提高儿科新护士的专科护

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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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and discuss the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eaching new nurses in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Methods: 20 new nurses recieved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of pediatric nursing education with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tried to point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Results: During pediatric nursing teaching, new nurses problem (92.3%), with a nurse to teach (65.2%)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75.3%), social factors (76.4%),Influence of new nurses for vein puncture success rate (87.4%). Conclusion: the new 

pediatric nursing teaching includes many problems, need more new pediatric nurse educa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humanized nursing 

and teaching, a good working environment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can improve the nursing ability in pediat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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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是医院的一个重点科室，是对危、急、重症患儿进行

抢救的重要场所，而新护士的察看水平、应急能力及专业素质

等均较弱，影响对患儿的临床护理质量[1,2]。本文对儿科新护士

专科护理带教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进行相关的研究及探讨，所

研究的相关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将 2013 年 12 月—2014 年 12 月我院儿科 20 名新护士作为

研究的对象，均为女性，护士的年龄为 19～23 岁，平均年龄

为（21.3±2.1）岁，其中，文化水平为大专的有 8 例，文化水

平为本科的有 12 例。 

1.2 方法 

使用我院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调查分析我院儿科新护士

专科护理带教中存在的问题。 

1.3 统计学分析 

使用统计学的软件 SPSS19.0 分析本研究中涉及的相关数

据，使用（ ）表示计量资料，按照 t 检验的方式实施相关

的检验，并应用 x2检验的方法对于本研究中的计数资料进行检

查，若 P＜0.05 则表示组间的相关差异存在统计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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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通过调查分析发现，儿科新护士专科护理带教中主要有，

新护士存在的问题，占 92.3%，带教护师存在的问题，占 65.2%，

环境因素的影响，占 75.3%，社会因素的影响，占 76.42%，影

响新护士静脉穿刺的成功率，占 87.4%。 

3   讨  论 

3.1 儿科新护士专科护理带教中存在的问题 

3.1.1 儿科新护士存在的问题 

由于儿科新护士的基础知识掌握度较差，且多是理论知

识，缺乏一定的实践能力，在专科护理工作时无法较快的进入

工作状态，缺乏对于专科护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和了解，一些

儿科新护士的态度不端正，对于专科护理工作没有足够的重视

和认真等；另外，一些儿科新护士因为刚入职应对能力比较差，

新护士对于自护校转变到儿科的病房还没有及时的适应，存在

一定的害怕、担心胆怯、焦虑及紧张的心理，而且，儿科新护

士常存在急救的意识和实际操作能力不协调的情况，在对儿科

患儿的急救过程中，导致理论和实际出现脱节的情况，对于专

科护理难以下手和进行及时的处理等。 

3.1.2 带教护师存在的问题 

负责儿科新护士专科护理带教护师的工作强度比较大，而

专科护理带教护师自身还存在一定的医疗护理工作，影响对儿

科新护士专科护理的带教工作，一些护师的带教方式比较的单

一，无法进行因人施教，多借助自身的工作经验进行专科护理

带教，缺乏一定的人性化相关的护理教育[3,4]。 

3.1.3 环境因素的影响 

由于医院的硬件设施不足，存在环境因素的影响，而儿科

患儿在进行临床就诊和治疗时常存在一定的喊叫、家长与亲属

的嘈杂声对于医院环境产生噪声的污染，也影响儿科新护士的

心理，带来一定的压力等[5]。 

3.1.4 社会因素的影响 

多数的患儿家长常存在溺爱的情况，对于护理质量的要求

较高，而患儿就诊时的哭闹、不配合护理和家长的担忧，均会

对诊疗相关人员的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并对新护士的情绪产生

严重的影响，而新护士的自我调节能力和应对能力较差，导致

相关专科护理操作难以有效实施，降低对患儿的护理质量。 

3.1.5 影响新护士静脉穿刺的成功率 

新护士由于刚从学校离开到临床工作，对于临床的操作不

了解、不熟悉，临床经验不足，当需要独立完成临床静脉穿刺

操作及面对比较陌生的环境、患者及患者家属时，难以适应，

存在一定的心理压力等，均影响新护士静脉穿刺的成功率[6]。 

3.2 对于儿科新护士专科护理带教中存在问题的应对对策 

3.2.1 对儿科新护士做好入科的教育及宣教 

当儿科新护士入院之后，需对其进行集中的教育及宣教，

并由护士长进行统筹的安排，对儿科新护士进行科室的具体情

况、环境的布局、主要的常见病种、相应的规章制度、相关的

设备等介绍，增加儿科新护士的认识和了解，并由专科护理带

教的护师详细介绍护士的工作职责、工作范围、病房的情况等，

使儿科新护士建立良好的工作态度。 

3.2.2 实施人性化的专科护理带教 

带教护师需严格的根据带教相关计划实施对儿科新护士

的专科护理带教，在保证良好的自我职业素养及严谨工作态度

的基础上，对儿科新护士给予生理和心理等方面的关心、关注

及爱护，并正确的积极引导儿科新护士的工作态度。在对儿科

新护士进行专科护理带教中，带教护师需对新护士的思想、工

作及家庭的情况进行充分的了解，建立较好的关系，使以往命

令式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带教模式向人性化的带教模式转变，

提高儿科新护士的接受程度和专科护理带教质量。 

3.2.3 为儿科新护士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增加对医院工作人员、患者和家属等正确对待新护士的宣

传教育，增加患者及其家属对于儿科新护士的理解和包容，减

少对儿科新护士的压力。还需增加医院相关硬件设施，并设立

一定的监控设施，增强医院环境的安保和治安方面的管理，保

持正常的医院就医秩序，使医患的合法权益及人身安全均得到

充分的保证。 

3.2.4 有效提高新护士静脉穿刺的成功率 

儿科带教护师需协助新护士积极调整心态，尽快适宜护士

的角色，并增加对于新护士穿刺操作技能的培训，传授自己的

静脉穿刺经验及技术，提高新护士静脉穿刺的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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