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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精细化管理联合“抛锚式” 教学在心血管专科护士临床实践培训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选择江苏省心血管护理专科护士徐州培训基地的 2022 年至 2023 年 40 例学员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精细

化管理联合“抛锚式”教学模式进行临床实践培训，通过设置心血管专科护士临床实践目标、完善临床实践管

理规则、抛锚式教学、多模式考核、塑造因材施教多形式学习文化五个步骤，达到“成为心血管临床实践高级护

士，并逐渐成为心血管护理专家” 的培训目标。结果 40 例学员经过培训后理论成绩为（90 .34 ±5 .28）分、

单项操作成绩为（93 .05 ±3 .88）分、基地 OSCE 成绩为（82 .58 ±6 .43）分，核心能力中的临床护理、专业发展、

人际关系和评判性思维较培训前均明显提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 .05），学员们对精细化管理联合“抛锚

式” 教学比较满意。结论 基于精细化管理联合“抛锚式” 的教学模式能够培养学员的应急处置能力和评判性

思维能力，进一步提高心血管专科护士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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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refined management combined with "anchor" 

teaching in the clinical practice training of cardiovascular nurse specialists. Methods A total of 57 trainees of 

2021 -2023 from Xuzhou training base of cardiovascular nurse specialists in Jiangsu Province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subjects, and the refined management combined with the "anchor" teaching mode was adopted for clinical 

practice training. By setting clinical practice goals for cardiovascular nurses, improving clinical practice rules, 

adopting the anchor teaching method of training, multi-modal assessment, and shaping a multi-modal learning 

culture according to  individual needs, the training goal of "becoming a senior nurse in cardiovascular clinical 

practice and gradually becoming a cardiovascular nursing expert" was achieved. Results 40 trainees scored 

(90 .34 ±5 .28 ) in theory, (93 .05 ±3 .88 ) in single operation, and (82 .58 ±6 .43 ) in base OSCE, and the scores for 

clinical car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and critical thinking in the core competenci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pre-training period,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 .05 ). 

and the trainees were satisfied with the fine management combined with the "anchor" teaching. Conclusion The 

收稿日期：2024-07-15

基金项目：徐州市科技医药卫生项目（KC21221）

论著



当代介入医学电子杂志 2024 年 7 月第 1 卷 第 7 期   Contemp Intervent Med Eletron J, Jul 2024, Vol.1, No.7 ·    45    ·

心血管疾病作为全球主要的健康威胁之一，其患

病率和致死率一直居高不下，心血管病的防控已经成

为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1］。近年来心血管专科的医学

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临床不断开展各项新技术、新业

务，对心血管护士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2，3］。因此，

如何提高心血管护士的操作，评判性思维、应对突发事

件、沟通等临床核心能力尤为重要。《中国护理事业发

展规划纲要（2021 -2025 年）》明确指出：要加大培训

力度，提高专科护理水平［3］。江苏省心血管护理专科

护士徐州培训基地在 2012 获得江苏省护理学会首批

心血管专科护士培训基地资质后，虽然在心血管专科

护士的培训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随着 2019 年江苏省

专科护士结业考核方式的改变，对于培训基地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如何进一步提高心血管专科护士的培训

质量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精细化管理（ORTCC）

包 括 确 定 目 标（objective）、完 善 规 则（rules）、培 训

（training）、检查与考核（check）、塑造文化（culture）

5 个层面，作为一种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管理效率的

理念，已经在多个行业取得显著成效［5 -7］。抛锚式教

学是建立在学员自身临床经验的基础上，将教学内容

镶嵌在真实事件或问题情境下的“锚”中，使学生通过

解“锚”，在现有知识和经验基础上形成新的知识或概

念，并通过自主与协作学习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8 ,9］。

本研究于 2022 年至 2023 年将 ORTCC 与“抛锚式”教

学联合应用于心血管专科护士临床实践培训，取得良

好效果，现总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选择江苏省心血管病专科护士徐州

培训基地的 2022 级 ~2023 级共 40 例专科护士学员作

为研究对象，所有学员均符合江苏省卫健委心血管护

理专科护士培训招录学员的基本要求，参加并通过培

训基地统一组织的理论考试及面试，40 例学员的临床

实践均在我院完成。年龄（31 .22 ±0 .53）岁。纳入标

准：可参加全程培训；自愿参与本研究；自愿签署知情

同意书。排除标准：培训中途退出；未参与理论考核

和调查问卷。

1 .2 教学方法

1 .2 .1 目标 设置心血管专科护士临床实践目标。

以“提升心血管专科护士临床工作能力”为根本目标，

从“结构—过程—结果”3 个方面设置心血管专科护士

临床实践培训目标。结构目标：基地临床实践培训小

组架构合理，流程制度完善，小组内各成员的职责明

确。过程目标：拟定日计划、周目标和科室实践进度

目标 , 并签订目标责任书，提升心血管专科护士交流沟

通能力、健康教育能力、评判性思维能力、急救应急能

力等。实行一对一全程导师和实践总带教老师共同督

促学员学习和工作开展情况。结果目标：（1）拓展和提

高心血管各种疾病的护理、专科操作、专科技能能力；

（2）运用评判性思维分析和解决临床护理工作问题；

（3）具有预见、判断和处理各种心血管突发事件的能

力；（4）熟练运用护理程序为患者提供专科的优质护

理；（5）掌握并熟练运用心血管疾病健康教育内容；（6）

提高心血管临床护理科研能力；（7）熟悉心血管护理质

量持续改进的方法；（8）成为心血管临床实践高级护

士，并逐渐成为心血管护理专家，引领专科发展。

1 .2 .2 规则 完善心血管专科护士临床实践管理规

则。基地负责人作为总负责人对心血管专科护理临床

实践培训工作进行全面指导。每个病区护士长既是学

员的一对一导师，也是学员在临床实践培训工作期间

的直接责任人。设置 1 名实践总带教，任职资格为：

本科及以上学历，专业年限≥ 15 年，副主任护师及以

上职称，护理组长或省市级心血管专科护士。职责分

工：（1）基地负责人制定培训期间的护理质量持续改进

方案，每 2 周召开培训质量讨论会，评价前 2 周带教质

量，对存在的不足进行实践带教改进；（2）基地核心带

教导师共同制定临床实践工作手册，督促学员执行各

项规章制度、岗位职责和护理操作规范；（3）病区护士

长根据专科护士培训目的合理安排新指南、共识、新技

术和新业务的学习，组织急危重患者疑难病例讨论、新

手术方式围术期护理、新设备培训等；（4）实践导师协

助病区护士长完成本科室实践带教工作，参与疑难病

例讨论 , 实景演示新业务、新技术的学习和护理配合，

指导学员实际操作等。

1 .2 .3 培训 采用抛锚式的教学方法。挑选典型或

复杂的心血管病例，确保这些案例能够覆盖心血管护

理的关键知识点和技能。具体实施方法为，以急性心

肌梗死案例为例，具体实施方案见表 1 ：（1）设锚：要

求导师结合科室时间培训周计划内容和培训目的设置

相关的情景；（2）抛锚：导师结合所设计的情景提炼问

题，要求学员围绕问题提出解决方案；（3）解锚：实践

导师提前 1 d 将设计的情景和问题以及护理任务发布

给学员，要求学员提前复习，循证资料分析提出的问

题；（4）起锚：学员以小组为单位将设置的情景和问题

以及护理任务进行模拟演示，老师引导反馈。

teaching mode based on refined management and "anchor" can cultivate trainees' emergency response ability and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and further improve the core competencies of cardiovascular nurses.

【Keywords】 Fine-tuning, "Anchored" teaching, Cardiovascular, Nurse specialist,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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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4 多模式考核 考核制定包括理论考核、单项

操作考核和客观结构化临床考核（objective structured 

clinical examination, OSCE）在内的多模式考核。（1）

理论书面考试，由心内科护士长及实践老师护士统一

命题，分为单选题、多选题、案例分析题三种题型，互

相交叉审题后形成题库；（2）操作技能考核，在学员实

践出科前进行，各病区依据心血管护理特点及常用护

理操作选择 2 项护理操作进行考核，例如心肺复苏、电

除颤、无创呼吸机应用、注射泵 / 输液泵，专科护理体

检等；（3）OSCE 考核，由基地统一组织，在学员临床实

践全部结束时考核，从自编的 OSCE 案例库中选择 3 个

案例，每个案例为病例设置不同 3 站包括专科评估、应

急处理和健康教育，每位学员限时、连续完成 3 站。以

上 3 项考核成绩按照比例汇入基地培训总成绩。

1 .2 .5 文化塑造 因材施教多形式学习文化。学员

来自不同级别医院，专科规模、开展的技术项目也不

同，学员水平参差不齐。大部分学员是带着学有所获

的目标来的，学习热情较高，但是有个别学员专科理

论与临床能力有欠缺。进基地初期对学员进行初步的

评估，了解学员的基础和能力，根据学员特点因材施

教，基地将能力不同的学员组成 4 ~5 人的学习小组，

设综合能力较强的学员为组长，每个小组均有自己的组

名及口号，形成小组文化氛围，以小组为单位实施组内

自主互学及导师引导，组内赶学比超，组间同伴教育。

在导师指导下各学习小组从抛锚式教学引导思考，到单

项操作练习、每种疾病的评估梳理，到OSCE考核，逐步

拓展学习范围，拓宽学员眼界。同时学员参加读书报

告、个案沙龙人文关怀要点等专项活动,培养学员的沟

通能力和人文关怀能力,促进心血管护理文化提升。

1 .3 教学评价

1 .3 .1 学员考试成绩评价 在实践培训前及培训后

进行理论、技能操作和 OSCE 结合的多模式考核，采用

百分制评分。

1 .3 .2 核心能力评价评价 采用中国注册护士核心能

力量表［10］进行核心能力评价评价，包括 7 个维度，55 个条

目，采用Likert 5 级计分法，量表总分为 0 分~220 分,分数

越高表示核心能力越强。该量表总体 Cronbach's α 系

数为0 .908，各维度 Cronbach's α系数为0 .718 ~0 .903。

1 .3 .3 满意度评价 在实践结束时进行了 1 次教

学满意度评价，通过问卷星形式从培训内容、培训方

法、培训时间安排、培训师资力量以及培训环境评价学

员对培训的满意度，发放问卷 40 份，回收问卷 40 份，

有效回收率 100 %。

1 .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6 .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

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x±s进行表示，两样本比较采

用独立样本 t 检验，以 P<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培训后学员考核成绩评价 40 例学员在培训后

操作成绩和 OSCE 成绩均较培训前有明显提升，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 .05），具体数据见表 2。

表 2 培训前及培训后学员考核成绩评价（x±s，分）

年度 理论成绩 技能操作成绩 OSCE 成绩

培训前（n=40） 86.88±4.67 90.34±5.28 73.64±5.76

培训后（n=40） 87.12±7.53 93.05±3.88 82.58±6.43

t 值 1.233 2.081 2.73

P 值 0.169 0.038 0.005

2 .2 学员对核心能力的评价 在实践培训前及培训

后各进行一次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80 份，回收 80

份，在临床护理、专业发展、人际关系和评判性思维

几方面均较培训前有所提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 .05），具体数据见表 3。

2 .3 学员对教学的评价 在实践培训结束时进行了 1

次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40 份，回收 40 份，在培训内

容方面满意度最高，培训师资力量满意度最低，结果见

实施阶段 实施目的 具体内容 实施时间与要求

设锚 设置相关情景 杨某，男，39 岁，因“发作性胸闷痛 5 d，加重 7 h”，诊断急性前壁及下壁心肌
梗死急诊经皮冠状动脉治疗（ PCI）术，术后入冠心病重症监护室（ CCU）监护
治疗。（1）情景 1，术后 2 h 体温 36.0℃，心率 138 次 /min，呼吸 28 次 /min，
血压 80/52 mmHg。（2）情景 2，主动内脉球囊反搏（intra-aortic balloon pump, 
IABP）导管置入后 4 h，心电触发模式，1 ∶ 1 反搏，患者心率 108 次 /min，呼
吸 24 次 /min，血压 95/60 mmHg, 监护过程中，IABP 突然报警，监护屏上动脉压
力波形消失，报警提示无触发信号。

在专科护士进入临床实践前完成，选
取心血管专科临床真实案例和情
景。

抛锚 根据情景提炼相
关问题

（1）问题 1：患者发生了什么病情变化，依据是什么，如何进行紧急处理。
（2）问题 2：IABP 为什么会出现报警，正常的参数范围是多少，出现报警如何应

急处理。

在专科护士进入临床实践前完成，根
据临床实践培训的目的，提取相应
问题。

解锚 布置护理任务 （1）任务 1：配合急诊床边 IABP 置入。
（2）任务 2：IABP 导管置入后 4 h，IABP 突然报警的应急处理。

在专科护士进入心内科学习第二周的
周一发送，求学员提前复习，循证
资料分析提出的问题。

起锚
模拟演练情景问

题和护理任务

（1）以小组为单位将设置的情景和问题以及护理任务进行模拟演示。
（2）老师引导反馈，首先予以肯定，其次针对模拟演示解“锚”流程中存在的问

题进行分析讨论。
（3）讲解知识点、拓展思维、给学员总结，汇总成情景模拟案例和处理流程。

在专科护士进入心内科学习第二周的
周三进行模拟演练并引导反馈评
价，不合格者再次进行直至熟练掌
握案例关键知识点和技能。

表 1 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护理抛锚式教学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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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抛锚式”教学不仅提升了培训的质量和效率，还为

专业技能的持续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对护理

实践的精确分析、个性化培训、质量改进、团队合作以

及技术和创新的整合，护士能够更好地应对临床护理

的挑战，并为病人提供高质量的心血管护理。

3 .2 精细化管理联合抛锚式教学有助于培养学员的

核心能力 专科护士在学习过程中不仅要掌握知识和

技能，更要通过反思来提升自我认知、价值观和批判性

思维能力［18］。本研究中 40 例学员在实践中期以及实

践结束时对本教学模式的评价较高，非常满意。在临

床培训阶段，实践培训的质量和效率，为专业技能的提

升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与程祺峻等［19］在 OSCE

情景化现场急救技能站培训研究结果类似；另一方

面，ORTCC 联合抛锚式教学要求培训者深入理解临床

护理的每一个环节，对护理过程进行系统化分析，从而

发现潜在的改进空间并实施有效的培训策略。此外，

抛锚式教学设计以问题为中心的学习活动，让学员结

合自己的临床实践进行分析，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掌握

心血管护理的专业知识。通过对具体病例具体问题的

讨论分析，使学员能够在模拟环境中应用理论知识，

进行临床决策练。高仿真的模拟器材和情景再现则可

以模拟各种心血管病例的临床治疗过程。例如，模拟

心肌梗死抢救时，护士需要在模拟的高压环境中进行

快速有效的药物给予、心电监测和生命体征评估，如何

将临床指南应用到实际情境中，如何与患者和家属进

行有效沟通，以及如何在紧急情况下进行团队协作。

这种训练得以更接近实际的临床环境，可以使学员在

无风险的环境中练习紧急情况下的临床判断和决策能

力，同时也能够增强其临床思维和团队协作能力。因

此，ORTCC 联合抛锚式教学能够提高学员对心血管复

杂临床情境的适应能力，提升学员的应急处置能力和

评判性思维能力，为提供高质量的心血管护理奠定坚

实的基础。

4 结论

ORTCC 联合抛锚式教学能显著提高专科护士的

专业知识和临床操作技能，并增强团队协作能力。在

具体实施层面化，梳理专科护士临床实践培训中的各

个环节，精准定制标准化培训流程，实操时结合抛锚式

教学模式提高教学效果，规范考核方式和考核指标，这

些策略的综合应用促进了培训效果的最大化，从而促

进专科护士临床核心能力的提升。尽管本研究成果积

极，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样本量有限，且研究时

间跨度较短，可能无法全面反映长期培训效果。未来

研究应扩大样本范围，延长研究周期，以便获得更为广

泛的数据支持。

项目 培训前（n=40） 培训后（n=40） t 值 P 值

临床护理 26.77±3.89 30.55±4.31 4.10 <0.001

伦理和法律实践 25.32±3.87 26.50±2.98 1.51 0.133

领导能力 25.87±2.85 26.27±2.89 0.62 0.536

专业发展 16.85±3.78 19.12±2.26 3.25 0.002

教育咨询 16.97±2.72 17.30±2.42 0.56 0.574

人际关系 22.62±2.73 24.10±2.47 2.52 0.013

评判性思维 18.00±3.08 22.00±3.02 5.85 <0.001

表 3 培训前及培训后学员核心能力评价（x±s，分）

表 4。

表 4 学员在实践培训结束时的教学满意度（%）

项目 实践结束后满意度

培训内容 97.83

培训方法 99.20

培训时间安排 96.62

培训师资力量 91.84

培训环境 96.67

3 讨论

3 .1 精细化管理联合抛锚式教学有助于提高学员临

床工作能力 在心血管护理领域，专科护士面临病情

复杂、护理技能要求高等挑战 , 心血管专科护士除了

具备扎实的专科知识和过硬的专业技能 ［11］，还应具备

娴熟的危重症监护能力、应急处理和抢救能力［12］，

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心内科常见急症作为教学案例， 

配以情景模拟临床抢救流程，极大提高了心血管专科

护士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及临床应变能力，使心血管专

科护士认证资格的护士更能够全面掌握心血管相关

专业知识以及急救操作技能，熟练掌握心血管疾病急

救措施［13］，这与本研究结果一致，实践结束后的学员

核心能力各项内容均较培训前大幅度提升，分析原因

认为：ORTCC 理念倡导个性化的教育和培训［14］，在

培训心血管护理专科护士时，考虑到每位护士的学习

背景、经验和个人能力的差异，实施定制化的培训计

划［15，16］。ORTCC 通过定期的评估和反馈机制，可以

及时发现培训中存在的问题，并加以解决，对培训过

程进行持续的质量改进。例如，通过模拟护理情境和

实际临床案例分析，学员可以在安全的环境中学习和

实践，同时接受来自导师的即时反馈。这种方法不仅

有助于巩固学习成果，还能促进护士批判性思维能力

的提升。同时，与以往单纯“灌输式”的临床实践带

教相比，抛锚式教学中学员占据主导地位，由教师抛

出问题，老师引导学员去根据自身的知识储备进行解

“锚”［17］，然后再分组讨论和反馈讲解，以小组为单

位进行起“锚”，能促进学员和组员同伴、带教老师的

讨论中加深知识点的记忆理解、开拓思路。ORTCC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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