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床与病理杂志
J  Cl in  Path ol  R e s 2017, 37(12)    http://lcbl.amegroups.com

2732

收稿日期 (Date of reception)：2017–09–27

通信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姜金霞，Email: jiangjinxia99@163.com

基金项目 (Foundation item)：2011 年度国家重点专科建设项目 ( 卫办医政函 [2011]873 号 )；2017 年上海市高职高专教学研究会教师教改

课题 (A-ZH-2017-003)。This work wa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Key Specialist Construction Programs of China (Health Office Medical Care Administration 

File [2011]873) and Shanghai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Teaching Research Committee Teachers’ Teaching Reform Project Funding (A-ZH-2017-003), China.

doi: 10.3978/j.issn.2095-6959.2017.12.037
View this article at: http://dx.doi.org/10.3978/j.issn.2095-6959.2017.12.037

实习护生护患沟通的研究进展

张健1,2  综述   姜金霞3，叶萌4  审校

(1. 上海健康医学院附属卫生学校金山分校专业办，上海 201599；2. 同济大学医学院，上海 200092； 

3. 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急诊科，上海 200072；4. 上海思博职业技术学院，上海 201300)

[摘　要]	 护患沟通是整个临床护理的关键环节，良好的护患沟通对于全面提高护理质量、提高患者满意度

至关重要。本文主要阐述了实习护生护患沟通能力的现状、护患沟通的积极意义、护患沟通能力

的影响因素、培训方法以及临床管理策略，为护理教育者提供参考，以期提高实习护生的护患沟

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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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munication between nurses and patients is the key link of clinical nursing. Good communication between 

nurses and patients is very important for improving nursing quality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nursing students’ ability of nurse-patient communication, the positive meaning of nurse-

patient communicati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training methods, and the clinical management strategy of the 

ability of nurse-patient communication,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nursing educators in order to improve nursing 

students’ ability of nurse-patient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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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护理模式由以疾病为中心到以患者为中

心的转变，护理工作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护士

更要做好心理护理工作，协调好护患关系，这就

需要护士具备一定的沟通技巧和良好的人际交往

的能力。护患沟通是整个临床护理的关键环节，

良好的护患沟通对于全面提高护理质量、提高患

者 满 意 度 至 关 重 要 。 临 床 实 习 可 以 为 护 生 提 供

获得感性思维、深化理论知识，并将理论应用于

临床实践的机会，但实习护生往往面临着角色转

变、学习环境的巨大改变、人际交往的增多，导

致不能较好地与患者、临床带教老师进行沟通。

因此，护理教育者在实习护生护患沟通方面进行

了大量研究，本文就近年来实习护生护患沟通方

面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1  实习护生护患沟通能力的现状

护生进入临床实习，对于陌生的环境往往需

要一段适应期，由于缺乏与患者沟通的经验，且

专业知识、操作技术不熟练，导致缺乏自信，害

怕护患沟通。现阶段的实习护生均为9 0后，且大

都为独生子女，部分独生子女存在一定的社交能

力缺陷。谢建飞 [ 1 ]指出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

治疗性沟通能力上存在差异，而且独生子女更容

易孤独和焦虑，这些都可直接导致沟通矛盾的产

生。此外，王淑霞等[2]采用实习护生护患沟通能力

评价表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不同学历层次的实习

护生与患者及其家属的沟通能力差异显著，患者

给予本科实习护生的评分最高，专科实习护生居

中，中专实习护生评分最低。总体而言，实习护

生护患沟通能力得分不高，尤其在信息的收集和

理解患者的维度得分较低，提示沟通技能掌握不

足。因此，当前提高实习护生的护患沟通能力就

显得尤为重要。

2  实习护生护患沟通的积极意义  

良好的护患沟通可以及时掌握患者的心理变

化以及需求，发现护患纠纷的苗头，及时解决问

题，减少护患纠纷的发生，提高患者的满意度。

此外，良好的护患沟通也有助于患者积极配合各

项操作，提高患者对治疗、护理的依从性，促进

患者康复。彭小燕等 [ 3 ]的研究表明：通过对食管

测压患者进行必要的护患沟通，可以使患者主动

配 合 检 查 ， 减 轻 患 者 的 痛 苦 ， 也 减 少 插 管 的 时

间。护患沟通还对特殊患者群体(如癌症化疗患者

等)的心理状态产生重要影响。由此可见，在与患

者沟通交流过程中，实习护生须注意沟通技巧，

提高自身的护理道德素质。国外学者 [ 4 ]认为护士

自身素质最重要的就是沟通能力，甚至认为比专

业技术更为重要。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的护士除应

具备丰富的理论知识和熟练的操作技巧之外，还

应 具 备 良 好 的 沟 通 能 力 和 人 文 素 养 。 良 好 的 护

患沟通有利于建立和谐的护患关系，同时也有利

于增加护生临床护理技术操作机会。有研究 [ 5 ]显

示：患者或家属的拒绝是护生护理操作机会减少

的主要原因。此外，良好的护患沟通也是优质护

理实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对营造文明有序

的就诊环境具有积极意义。总而言之，实习护生

良好的护患沟通对患者、护生、临床管理都具有

积极意义。

3  实习护生护患沟通能力的影响因素

3.1  护生方面

3.1.1  社会人口学

年龄、学历、家庭氛围、自身性格、性别和

民族对护生护患沟通能力有显著的预测作用。根

据林陶玉[6]的研究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实习护

生的护患沟通能力逐渐增强，男护生的沟通能力

较女护生低，实习护生护患沟通能力还随着家庭

氛围和谐程度而提高，实习护生的社会人口学特

征与护患沟通能力密切相关。护理教育者可以根

据实习护生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进行针对性的护

患沟通培训。

3.1.2  职业情感

护理教育不仅要求护生熟练掌握理论知识、

操作技巧，更应重视在护生的培养教育中增加医

学人文知识的课程，这样有利于陶冶护生的职业

情感，也可以提高护生临床思维和行为能力。姚

红等[7]的研究显示：护生进入临床实习后把着眼点

放在各项处置上，缺乏对临床护理角色的理解，

忽略了护理专业在促进疾病康复中的积极作用。

因此，学校应合理设置人文课程，以满足护生人

文素养教育的需求。丁燕霞 [ 8 ]指出：实习护士经

过专业理论学习以及岗前培训教育，具备良好的

护理礼仪及个人礼貌素质。说明通过人文素养教

育，可以培养护生良好的职业情感，进而对护患

沟通产生积极的作用。

3.1.3  共情能力

共情是指能站在对方的立场，设身处地去体

会当事人感觉的心理过程，以及认同和了解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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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某件事或某个事物的感觉。情绪智力包括感知

情绪、利用情绪、理解情绪、调控情绪等内容。

翟春晓等[9]提出提高护生的共情能力、情绪智力可

以促使护生护患沟通能力的提高。这说明共情是护

患有效沟通、相互理解的关键因素。而共情作为一

种沟通技巧，可以运用到日常护理工作中[10]。

3.2  患者方面

患者维权意识、自我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对

护士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对实习护士容易产生不

信任感。护患信任匮乏表现在严峻的医疗环境以

及稀缺的基本信任，护生在临床中得不到应有的

尊重，从而消极被动地工作，这种护患信任匮乏

对护生工作主动性产生消极的影响。部分患者自

身素质差，长期遭受疾病的困扰使患者情绪稳定

性差，这些都给护患沟通增加了难度。故患方因

素 也 对 护 患 沟 通 产 生 重 要 影 响 。 范 文 静 等 [ 1 1 ]指

出：护生尚不能对患者及其家属的心理、社会因

素进行全面的理解，从而在沟通中会遇到困难。

因此，指导实习护生理解患者及其家属的心理及

社会因素对开展有效的护患沟通具有积极意义。

3.3  管理方面

护生学习环境的改变使得他们容易产生畏惧

心理，再加上带教老师业务繁忙，比较注重操作技

能，往往忽视人文素养方面的培养，也不利于实习

护生的护患沟通。姚红等[7]认为带教老师由于承担

着繁重的临床护理工作，双重的任务造成带教老师

有时忽略临床教学任务。因此，护生需要尽快适应

新的学习环境，带教老师也需要增强对实习护生人

文素养方面的培养，这样才有利于实习护生的护患

沟通，促使他们尽快适应新的角色。

4  实习护生护患沟通能力的培训方法

4.1  SBAR 沟通模式培训

现 状 - 背 景 - 评 估 - 建 议 ( S B A R ) 沟 通 方 式 是 一

种 标 准 化 、 结 构 化 的 沟 通 模 式 ， 即 S i t u a t i o n ( 现

状 ) 、 B a c k g r o u n d ( 背 景 ) 、 A s s e s s m e n t ( 评 估 ) 、

R ecommendation(建议)，分别显示目前发生了什

么？什么情况导致的？我认为问题是什么？我们应

该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沟通程序。牛杰等[12]的

研究结果显示：在护患沟通中应用SBAR沟通模式

更有利于护生护患沟通能力的提高，同时有助于

护生评判性思维能力的提高。国外 [13]研究显示：

将SBAR沟通模式融入到角色扮演模拟教学中可以

有效提高护生的沟通能力。以上调查表明：SBAR
沟 通 模 式 培 训 对 提 高 护 生 护 患 沟 通 能 力 是 有 效

的，同时，采用SBAR沟通模式也提高了患者及家

属对医护人员工作的满意度。

4.2  应用 Calgary-Cambridge 指南

1996年Kur tz和Si lverman联合完成的Calgar y-
Cambr idge指南整合内容、过程和认知3项技能，

具有容易记忆、记录信息反馈系统、内容全面、

易于掌握等特点，随后被应用于医学教育领域。

董天睿等 [14]的研究显示：以Calgar y-Cambr idge指

南作为理论框架进行护患沟通培训后，实习护生

沟 通 技 能 得 到 明 显 的 提 高 。 张 丽 华 等 [ 1 5 ]也 认 为

Calgar y- Cambr idge指南可有效提高急诊患者及实

习护生对沟通过程的满意度。这两项调查说明以

Calgar y- Cambr idge指南为框架的护患沟通技能培

训可以有效提高实习护生的沟通能力，有利于改

善护患关系。此外，国外学者 [16]指出应用Calgar y-
Cambridge指南进行沟通技能培训也有助于提高沟

通技能学习的积极性，可见护生对于应用Calgar y-
Cambridge指南进行沟通技能培训接受度高。

4.3  行为导向教学模式

行 为 导 向 教 学 法 是 为 学 生 营 造 一 个 教 学 情

境，即尝试性实践，设定一个教学任务，让学生

在完成具体任务的过程中学习，提高能力。学生

在此过程中能一直处于积极、主动的学习状态。

行为导向教学模式被广泛应用在护理教学中。付

宪秋等 [17]认为，行为导向教学模式既能有效提高

儿科实习护生的护患沟通能力，也使护生对带教

的满意度提高。高洁等 [18]的研究显示：行为导向

教学模式不仅能有效提高护生所应具备的各项临

床护理能力，而且能有效提高护生的批判思维能

力。这两项调查说明行为导向教学模式不仅能提

高实习护生护患沟通能力，还有利于护生各项临

床护理能力的提高。

4.4  情景模拟教学法

情 景 模 拟 教 学 法 是 根 据 特 定 的 教 学 内 容 和

教学目的，有选择地模拟某种情景或景象开展教

学的一种方法。要把相关的教学内容融入到事先

准备的场景之中来开展教学，这样使学生容易接

受。周英等 [19]研究结果显示：情景模拟教学法能

提高护生的实际沟通能力，有助于护生人际沟通

教学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说明通过理实结合，情

景模拟教学法对护生沟通能力的提高是有效的。



实习护生护患沟通的研究进展    张健 ，等 2735

国外研究 [20]显示：运用情景模拟可以提高教学效

果，也可以显著提高护生对教学过程的满意度，

可见开展情景模拟教学法具有可行性，护生对情

景模拟教学法接受度高。单玉香等 [21]指出在应用

情景教学法的过程中，在做小组讨论时可以在小

组中设立1名培训助理，可以为学员提供信息反馈

以及引导教学进程。因此，情景模拟教学法需要

一定的技巧以保证教学过程的有效开展。

4.5  标准化患者教学

标准化患者是指经过标准化、系统化培训后

能扮演患者、评估者和教师 3 种角色的人 [ 2 2 ]，标

准化患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护患沟通技巧培

训的难题，对护理教学有帮助 [23]。曾琴等 [24]将标

准化患者用于实习护生沟通技能的培训，结果显

示标准化患者教学在护患沟通培训中应用效果显

著，说明标准化患者教学对提高实习护生护患沟

通能力有效。国外的研究 [25]也表明：基于场景的

模拟训练比传统课程对提升护患沟通能力效果更

好，提醒护理教育者对传统课程进行革新，有必

要增加标准化患者等有关场景模拟训练的课程。

然而，由于标准化患者招募要求高，能胜任的标

准化患者比较少，因此使用标准化患者教学大规

模培训护生沟通技巧有一定难度，对标准化患者

的培训也有待加强 [26]。这提示各单位也要结合自

身情况开展切实有效的沟通培训。

4.6  其他技能培训

其他护患沟通技能培训还有沟通理论和技巧

的学习、互动式讨论交流、护患沟通案例学习、

传统理论讲授、动画演示培训、团体工作法及临

床实践讲授法等。传统理论讲授法是培训机构运

用最多的培训方法，虽能在短时间内为大批学员

传递知识，可以节约人力、物力，但没有实践、

讨论及反馈 [27]，说明传统理论讲授法有其自身优

势以及弊端。而标准化患者教学虽能提供临床实

践场景，但需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曾琴等 [28]

的研究结果显示：护生认为获得沟通技能效果最

好和最希望的培训途径都是动画培训方法，这种

培训方法没有时间、地点限制，节省了人力、物

力，可以随时学习。因此，不同的培训方法各有

优势。护患沟通能力的培训对实习护生以后护理

工作的开展具有积极意义 [29]，各培训单位可以结

合使用不同的培训方法对实习护生进行护患沟通

技能培训，起到优势互补的作用。

5  实习护生护患沟通能力的临床管理策略

5.1  运用沟通程序策略

虽 然 我 国 在 护 理 教 育 中 加 入 了 沟 通 能 力 培

养的理论课程，但是学生在临床应用中缺乏理论

联系实际的经验。因此运用护患沟通程序广泛采

用技能训练方法进行护生护患沟通培训是有必要

的，可以起到理论结合实际的效果。张可可等 [30]

指出：护生护患沟通的沟通程序能够依照沟通准

备、信息收集、信息给予、尊重患者、沟通结束

的程序进行有效沟通，但在信息收集、信息给予

阶段存在不足。提醒护理工作者应针对薄弱环节

进行案例分析等针对性训练，促使沟通技能水平

的提高。

5.2  采用印象管理策略

印象管理是指人们试图管理和控制他人对自

己所形成的印象的过程[31]，是由Goffman和Jones于

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护理人员的印象管理包括

获得性印象管理和保护性印象管理。印象管理策

略有助于护生在患者心中树立良好的形象，实现

高效率沟通。赵荣艳等 [32]研究结果显示：运用印

象管理策略培训对提高护生护患沟通技能有效。

由此可见，采用印象管理策略的效果是肯定的。

另 外 ， 运 用 印 象 管 理 策 略 及 视 频 实 录 - 反 思 教 学

的培训方法能提高临床实习护生的一般自我效能

感、共情能力、情绪智力，可以对护患沟通产生

积极的影响。

5.3  采用人际交往效能感培养策略

人 际 交 往 效 能 感 源 于 美 国 心 理 学 家 班 杜 拉

的 自 我 效 能 理 论 ， 自 我 效 能 影 响 人 们 的 行 为 选

择 ， 是 个 体 对 自 身 能 力 的 自 我 判 断 ， 自 我 效 能

感 越 强 ， 人 们 的 努 力 越 有 力 越 持 久 [ 3 3 ]。 国 外 学

者 [ 3 4 ]指 出 ： 自 我 效 能 感 对 于 临 床 技 能 的 顺 利 实

施 至 关 重 要 ， 可 见 要 改 善 护 生 的 行 为 和 能 力 ，

最 关 键 的 就 是 通 过 各 种 途 径 改 善 其 自 我 效 能 ，

所 以 改 变 护 生 的 自 我 效 能 对 护 理 教 育 有 重 要 的

实 践 价 值 。 王 露 諝 等 [ 3 5 ]研 究 显 示 实 习 护 生 人 际

交 往 效 能 感 总 分 与 护 患 沟 通 能 力 呈 正 相 关 ， 提

示 护 理 教 育 需 加 强 护 生 的 人 际 交 往 效 能 ， 以 提

升 护 患 沟 通 能 力 。 正 念 (m i n d f u l n e s s ) 被 认 为 是

沟 通 效 能 感 的 独 立 影 响 因 素 [ 3 6 ]， 说 明 在 职 场 中

修 行 正 念 ， 可 以 提 高 护 患 沟 通 的 效 能 感 ， 可 以

进一步提高护患沟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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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实施退缩回避行为管理策略

护生在护患沟通中发生退缩回避行为普遍，

首先要客观分析退缩回避行为的原因，然后及时

干预。带教老师应及时肯定沟通成果并提供现场

支持，平时可以应用典型纠纷案例分析法，锻炼

护生在冲突情境下的应对反应能力，提升护生心

理弹性水平，加强医学职业教育 [37]。通过师生共

同努力，可以减少退缩回避行为，使得实习护生

护患沟通能够有效进行。

5.5  采用换位思考策略

所谓换位思考，即双方角色互换。医患之间

的换位思考是指医患之间要互相替换角色，医生要

主动站在患者的立场审视病情，设想可能存在的各

种需求和解决方案，重视患者的心理感受与生理体

验，消除患者的担扰、恐惧和排斥心理。护患之间

的换位思考同样如此。由于目前多数实习护生为独

生子女，父母的宠爱往往使其以自我为中心、缺乏

体谅他人的品质。因此，对于实习护生护患沟通能

力培训中融入换位思考是必要的。邵锦霞等[38]的研

究显示在诊断学实验教学中融入换位思考与护患沟

通能力培养，能激发护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对患者

的服务意识，这说明在沟通培训中融入换位思考对

提升实习护生护患沟通能力是有帮助的。

5.6  实施其他临床管理策略

要培养高素质的护理人才，除了要提高护理

理论知识及操作技能以外，还需要全面加强护生综

合素质的培养以及提高沟通能力与社会适应能力。

缺乏良好的护患沟通技巧，对护理质量也会造成负

面的影响。研究 [39]显示：护患沟通技巧的缺乏会

影响对患者健康教育的开展。国外学者 [40]就护患

沟通技巧进行了专业性介绍(ABCDs of professional 
inductions)，这对护理教育工作有借鉴意义。提高

护生护患沟通能力，除需要培养实习护生积极向

上的情感、指导护生护患沟通技巧 [41]、丰富护生

的理论知识与提高护生的操作水平外，也要加强

带教老师的选拔和培养。在师生共同努力下，实

习护生护患沟通能力可以得到有效提升。另外，

国外的研究[42-43]表明闲聊以及简短的交流可以随时

了解患者，提供以患者为中心的护理，这也是有价

值的护患沟通，也不能忽视。

6  结语

近年来，随着医学模式的改变，护患沟通的重

要性日益凸显，护患沟通是护理人员和患者交流工

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护生是护理事业的希望，结

合多种培训方法、讲究策略是提升实习护生护患沟

通能力的理想途径，要让护生真正了解到护理工作

是“贴近患者、贴近临床、贴近社会”的工作，这

对进一步提高护理质量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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