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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任力是指能将某一工作中有卓越成就者与普通者区

分开来的个人深层次特征，是在特定工作岗位、组织环境

和文化氛围中有优异成绩者所具备的可以客观衡量的个人

特质，可以是动机、特质、自我形象、态度或价值观、知

识、认知或行为技能等任何可以被可靠测量或计数的个人

特征。 急危重症护理学属于临床中重要的、核心的一门

专业课程，需要实习护士在患者心跳、呼吸骤停危急救治

的特定环境下能快速将急救知识和技能转换成临床能力，

对实习护士的基础知识、急救知识、急救技能、心理素

质、沟通能力及团队协作能力都有更高的要求，不仅仅是

理论知识层面，更需要体现实习护士的临床综合能力和岗

位胜任力。在教学工作中，要求实习护士熟练掌握该课程

理论知识及技能知识，继而在后续工作中对急危重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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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胜任力导向的任务驱动教学法在急危重症护理实验教学中的应用效果，为提高护理教学质量提供

依据。方法：选取2021年遵义医科大学第五附属（珠海）医院40名实习护士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表法将其分为对照

组和观察组，每组各20人。对照组采用常规教学法，观察组实施胜任力导向的任务驱动教学法。比较两组实习护士急危重

症护理工作掌握程度、护理教学成绩及护理教学质量情况。结果：教学工作结束后，观察组实习护士急危重症护理工作总

掌握程度为95.00%，高于对照组的65.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625，P＜0.05）。带教后，观察组实习护士急危重症

护理教学成绩量表各维度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4.809、7.220、2.455、3.776、6.797、4.757，P＜

0.05）。教学工作结束后，观察组实习护士急危重症护理教学质量量表各维度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
6.755、6.509、4.506、6.971、6.602、6.406，P＜0.05）。结论：在急危重症护理实验教学中应用胜任力导向的任务驱动教学

法，能够提高实习护士对急危重症护理工作的掌握程度，在提高护理教学成绩的同时提升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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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competency-oriented task-driven teaching method in experimental teaching of
emergency and critical care nursing, and to provide basis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nursing teaching. Methods: A total of 40
nurses from the Fif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unyi Medical Universit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adopted the conventional teaching method,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adopted the competency-oriented
task-driven teaching method. The mastery degree of emergency and critical care, nursing teaching achievement and nursing
teaching quality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teaching, the total mastery rate of emergency and critical
ca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5.00%,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65.00%),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χ2=5.625, P＜0.05). After teaching, the scores of each dimens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4.809, 7.220, 2.455, 3.776, 6.797, 4.757; P＜0.05). After teaching, the scores of each
dimension of the nursing teaching quality scale of emergency and critical ca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t=6.755, 6.509, 4.506, 6.971, 6.602, 6.406;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mpetency-oriented task-driven teaching method in the experimental teaching of emergency
and critical care can improve the mastery of emergency and critical care work by practical nurses, improve the nursing teaching
results and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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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准确、有效的护理干预［1］。既往临床实施的教学工作

是以教师一对一带教为主，在该模式下会直接影响课堂教

学质量，导致实习护士的学习效果不佳。因此，在当前时

代背景下，就需要改革急危重症护理的教学模式，继而保

障教学效果并提高实习护士的理论知识及技能［2］。随着任

务驱动教学法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该教学方法也被临床普

遍应用，可培养实习护士的自主学习能力并提高其实践能

力［3］。本研究探讨胜任力导向的任务驱动教学法在急危重

症护理实验教学中的应用效果，为提高护理教学质量提供

依据。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1年遵义医科大学第五附属（珠海）医院 40
名实习护士（均为女性）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表法

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20人。对照组实习护士

年龄 21～25岁，平均年龄（22.69±1.11）岁。观察组实习

护士年龄 20～25岁，平均年龄（22.52±1.03）岁。两组实

习护士一般资料具有可比性（P＞0.05）。所有实习护士均

对本研究内容知情并同意参加本研究。

1.2 教学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教学法。安排1名带教老师，严格以

教学大纲为基准，通过视频、PPT等形式展开教学，教学

工作结束后统一进行考核。

观察组实施胜任力导向的任务驱动教学法。（1）分析

案例材料。实际案例和材料是分配任务以及执行任务的基

础，严格以相关教材内容为大纲确定教学方法，确保实习

护士记住并充分运用知识点。在实际教学中，需要将危重

症护理知识点做详细讲授，对相应案例和材料进行介绍，

确保实习护士认清任务的具体要求，继而充分提高自身的

应对能力。急危重症患者的护理工作，要求实习护士根据

每个患者的具体情况实施个性化的护理方案，继而满足患

者的不同需求。（2）布置任务。实习护士了解理论知识和

案例情况后，可对其安排具体任务，并将任务要求、考核

方向一一说明。例如任务实施时间要求、可利用的资源

等，还需讲解急危重症患者的综合情况，便于医务人员充

分考虑救治措施。（3）分析任务。教师在给实习护士分析

任务的过程中，可进行师生互动，也更有利于师生针对具

体的实施过程进行讨论。通过讨论，可确保实习护士更多

地发挥自身的能力和潜力，将案件材料中隐藏的情况进行

说明，及时咨询教师，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合理补充。

（4）执行任务。实习护士初次面对急危重症患者，需在教

师带领下仔细观察患者的实际情况，尽快熟悉患者，做好

心理准备，勇于接受后续的护理工作。

1.3 观察指标

（1）急危重症护理工作掌握程度。采用医院科室自制

的调查问卷［4］对两组实习护士急危重症护理工作掌握程度

进行评估。问卷分值范围为0~100分，得分＞90分为掌握

优秀，70~90分为掌握良好，＜70分为掌握较差。掌握优

秀及掌握良好计入总掌握程度。（2）护理教学成绩。采用

医院科室自制的量表［5］对两组实习护士急危重症护理教学

成绩进行评估，量表包括实习护士的业务兴趣、自主学习

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基础能力、学习效率、回答问题踊

跃程度6个维度，评分范围0~10分，得分越高，表示实习

护士急危重症护理教学成绩越高。（3）护理教学质量。采

用我院科室自制的量表［6］对两组实习护士急危重症护理教

学质量进行评估。量表包括理论考试、实操训练、读书报

告、报告书写、沟通能力及综合表现6个维度，每个维度

满分为100分，得分越高，表示实习护士急危重症护理教

学质量越高。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2.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以例

数和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实习护士急危重症护理工作掌握程度情况

教学工作结束后，观察组实习护士急危重症护理工作

总掌握程度为 95.0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65.00%，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两组实习护士带教前后急危重症护理教学成绩评分情况

带教前，两组实习护士急危重症护理教学成绩量表评

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带教后，观察组

实习护士急危重症护理教学成绩量表各维度评分均高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 两组实习护士急危重症护理教学质量评分情况

教学工作结束后，观察组实习护士急危重症护理教学

质量量表各维度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3。
3 讨论

与普通护理工作相比，急危重症护理实践性较强，所

以对护士的要求较高，要求临床护士不仅要具备扎实的医

学基础知识，还需拥有熟练的实践能力。而在急危重症护

理教学工作中，传统的教学法已无法满足教学需求。因

此，对急危重症护理的教学，教师需根据实习护士的实际

情况来开展教学工作［7］。近年来，随着我国急危重症护理

教学模式和措施的逐渐完善，任务驱动教学法应运而生，

且在急危重症临床护理教学中被广泛应用。 任务驱动教

学就是在相关任务中隐藏急危重症护理知识，在教师的指

导下分析任务，进而引导实习护士独立找出解决问题的办

法［8］。有研究［9］结果表明，任务驱动教学法的开展，可通

过划分重要知识点而引出任务，要求实习护士独立完成，

不仅可以激发护士的学习兴趣，还能大幅度提升其自身分

组别

观察组（n=20）
对照组（n=20）
χ2值

P值

优秀

12（60.00）
7（35.00）

良好

7（35.00）
6（30.00）

较差

1（5.00）
7（35.00）

总掌握度

19（95.00）
13（65.00）

5.625
＜0.001

表1 两组实习护士急危重症护理工作掌握程度情况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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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该教学法的实施，还能

促使实习护士在短时间内充分掌握急危重症护理知识，在

后续工作中合理运用自身技能，为急危重症患者提供专业

的护理服务。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实习护士对急危重症护理工

作掌握程度高于对照组，表明胜任力导向的任务驱动教学

法的实施，可明显提高实习护士对急危重症护理工作的掌

握程度，进而提升护理教学质量。分析其原因在于，与常

规教学法相比，任务驱动教学法更具真实性，通过真正的

任务来激发实习护士对急危重症护理工作学习和探索的欲

望。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该教学法更具开放性，通过开放

式的任务，可为实习护士创造自我发挥空间，借助趣味性

的任务驱动教学，来提高实习护士对急危重症护理工作掌

握程度并提升护理教学质量［10-11］。本研究结果还显示，带

教后，观察组实习护士急危重症护理教学成绩量表各维度

评分、急危重症护理教学质量量表各维度评分均高于对照

组，表明任务驱动教学法在教学过程中以带教老师为主

导，以实习护士为主体，在教师的带领下全程引导实习护

士严格以教学大纲为基础而自主学习护理知识，锻炼实习

护士的自主决策能力，增强其学习信心，进而在提高急危

重症护理教学成绩的同时提升教学质量［12］。

综上所述，在急危重症护理实验教学中应用胜任力导

向的任务驱动教学法，能够提高实习护士对急危重症护理

工作的掌握程度，在提高护理教学成绩的同时提升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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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带教前

观察组（n=20）
对照组（n=20）
t值

P值

带教后

观察组（n=20）
对照组（n=20）
t值

P值

业务兴趣

4.80±0.13
4.43±1.15
12.551

＞0.05

8.02±1.14
6.12±1.35

4.809
＜0.05

自主学习能力

3.21±1.02
3.42±1.45

8.137
＞0.05

7.54±2.15
6.35±2.22

7.220
＜0.05

独立思考能力

3.13±0.41
3.43±1.45
13.313

＞0.05

7.33±1.35
6.36±1.14

2.455
＜0.05

基础能力

4.22±0.53
4.52±0.33
17.038

＞0.05

7.13±0.55
6.53±0.45

3.776
＜0.05

学习效率

4.31±0.23
4.31±0.22
27.344

＞0.05

7.40±0.45
6.32±0.55

6.797
＜0.05

回答问题踊跃程度

4.42±0.14
4.32±0.45
12.210

＞0.05

7.80±1.23
6.33±0.63

4.757
＜0.05

表2 两组实习护士带教前后急危重症护理教学成绩评分情况（x±s） 分

表3 两组实习护士急危重症护理教学质量评分情况（x±s） 分

组别

观察组（n=20）
对照组（n=20）
t值

P值

理论考试

86.43±8.47
70.53±6.25

6.755
＜0.05

实操训练

89.21±7.11
76.25±5.36

6.509
＜0.05

读书报告

95.36±1.58
93.33±1.25

4.506
＜0.05

报告书写

90.17±5.35
81.53±1.45

6.971
＜0.05

沟通能力

88.47±7.14
75.32±5.33

6.602
＜0.05

综合表现

92.11±5.45
82.21±4.25

6.406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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