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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米勒“金字塔”原理的项目综合训练
在护生护理技能强化练习中应用

尹红梅
（惠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惠州， 516025）

摘要： 目的　探讨基于米勒“金字塔”原理的项目综合训练在护生护理技能强化练习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抽取即将参加临床实习的 2019 级护理专业 2 个班级，共 112 名护理学生为研究对象，随机分

为观察组 56 名和对照组 56 名。对照组采用传统实训练习方法；观察组采用基于米勒“金字塔”原理的项目综

合训练法。比较两组护生理论知识、操作技能、综合案例、临床实际应用能力考核成绩，评价两组护生训练中

的行为表现。结果　观察组理论知识、操作技能、综合案例和临床应用能力考核成绩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 01）。观察组护生行为表现评价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1）。观察组护

生满意度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1）。结论　基于米勒“金字塔”原理的项目综合模拟训

练有利于提高护生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提高护生的综合能力，能规范护生的护理操作程序，提高强化实训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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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comprehensive project training based on 
Miller “Pyramid” principle in strengthening 

nursing skills of nursing students
YIN Hongmei

（Huizhou Health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Guangdong， 

Huizhou， Guangdong， 516025）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project training 
based on Miller’s “Pyramid” principle in nursing students’ strengthening training of nursing 
skills. Methods　Convenient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select 112 students from 2 classes of 
nursing major in 2019 who were about to participate in clinical practice in the hospital.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n=56） and control group （n=56）.  The observation 
group adopted the comprehensive training method based on Miller’s “Pyramid” principle.  The 
control group used the traditional training method.  The two groups of nursing students were com⁃
pared in theory， skills， comprehensive cases and knowledge， skills application ability test results， 
evaluation of the two groups of nursing students in training behavior. Results　The scores of theo⁃
retical knowledge， practical skills， comprehensive cases and application ability assessmen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 01）. The behavioral perfor⁃
mance evaluation scores of nursing stud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 01）.  The satisfaction score of nursing stud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 < 0. 01）. Conclusion　The comprehensive project simula⁃
tion training based on Miller "pyramid" principle is beneficial to improve the theoretical knowl⁃
edge and operation ability of nursing students，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ability of nursing s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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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ts， standardize the nursing operation procedures of nursing student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intensive training.
KEY WORDS： Miller “pyramid”； project integration； training； nursing students； strengthening 
practice

护理技能是实施临床护理工作的基础和根本

保证。护理人员护理技能水平可直接影响患者安

全和护理服务质量。护理技能强化练习是护生进

入临床前的关键环节，规范的技能训练可帮助护

生进入临床后尽快胜任工作岗位。传统的实习前

强化训练存在练习内容与临床实际工作严重偏离

的现象，护生在考核中成绩合格，但在实际临床工

作中仍表现出技能操作不规范、人文关怀不够或

忽视个体需求、风险评估意识差、应急能力不足、

理论知识不扎实等问题［1］。陌生的工作环境下会

导致护生压力增加，表现适应不良或感到恐惧，甚

至不能顺利进入角色或不敢动手操作。美国医学

教育家米勒认为学习过程中从知识积累到临床实

践能力发展可分为四个层级，第一层为专业理论

知识；第二层为应用能力；第三层为操作表现；第

四层为临床实际应用，即“金字塔”的顶端［2］。本

研究采用基于米勒“金字塔”原理的项目综合训练

法对护生进行技能强化练习，取得良好的效果，现

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采用便利抽样法抽取在医院即将实习的 2019
级护理专业2个班级，共112名护理学生为研究对象，

均为女生。2个班已完成基础护理知识学习。按班

级编号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 56 名，年

龄18～21 岁，平均（18. 48 ±0. 84 ）岁；对照组56 名，

年龄 18 ～21 岁，平均（18. 35 ±0. 70）岁。两组一般

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5），具有可比性。

1. 2　方法　

1. 2. 1 师资管理：选择 4 名教学和临床经验丰富的

“双师型”教师作为课题实施的授课老师，统一参

加强化练习的教学培训，培训后每位老师上交一

份实施计划材料，并由课题组负责人审核通过。

授课教师需要掌握各项强化练习的护理技能。

1. 2. 2 训练内容和目标：两组护生训练的项目相

同，根据训练时间、护理操作技能要求，结合临床

工作需要确定强化项目，项目范围为生活护理、基

础护理、康复护理、心理护理模块，包括口腔护理、

鼻饲护理、静脉留置针、导尿、卧位变换、轮椅运送

等项目。训练目标是使护生熟练掌握护理知识和

技能，并能运用知识、技能对患者实施护理，培养

护生临床护理技能、评判性思维、沟通和团队合作

等能力。

1. 2. 3 方法：观察组在传统的实训室练习的基础

上，以米勒“金字塔”原理为指引，结合护生知识水

平评价结果编制训练方案，将护生分组，每组 3～

4 人，采用情景模拟、角色扮演、小组讨论等方法

实施分层级教学，呈递进式分 4 个层级。①第 1 层

级（第 1 周）：主要以巩固单项技能及与技能相关

的专业理论知识为主，编制的综合案例涵盖知识

点，规定护生每天练习 2 项，以理论指引实践，实

践证实理论。②第 2 层级（第 2～3 周）：在第 1 层

级的基础上，主要培养学生应用知识能力，编制操

作项目相关的临床综合案例，在教师指导下学生

进行案例分析，由学生完成患者资料收集和分析、

确立护理问题、制定护理计划、实施护理计划、病

情观察、记录等工作，学生尝试将前面学习的知识

和技能应用到实践中，逐步建立临床思维。③第

3 层级（3～4 周）：强化操作表现阶段，在前两个层

级的基础上查缺补漏，纠正操作中存在不足或错

误，保证技能操作的正确性。并注重培养学生评

估、沟通、人文关怀、安全意识及评判性思维等能

力。④第 4 层（第 5～6 周）：以培养临床实际应用

能力为主，护生运用综合情景模拟案例，用情景模

拟、角色扮演等方法呈现贴近临床的真实工作情

景，注重学生在工作情景中表现。过程中以学生

为主，教师为辅，观察学生表现，及时引导纠正存

在问题，注重锻炼学生的单项技能，培养学生独立

思考、处理问题等能力。

对照组在实训练习室采用传统的基于案例的

单项操作技能练习模式，即案例提问—老师讲解、

演示—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练习-回视并总结，强

化训练时间为 6 周。

1. 3　观察指标　

采用多维评价方法进行评价，包括理论知识

考核、操作技能考核、综合案例、临床实际应用能

力、护生行为表现及护生对技能训练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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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1 知识和能力考核：两组护生考核项目相同，

分为 4 个项目：①理论知识：采用标准化试题考

核；②综合案例：采用综合案例分析题考核；③操

作技能：采用单个项目实践形式考核，从练习项目

中随机抽取 1 项，评价工具采用自行编制的项目

评分标准；④临床应用能力：采用综合情景案例

“赛道式”考核，从练习项目中抽取 3 项融入综合

情景案例，以小组为单位打分，满分成绩均为 100
分。考核人员由参与项目研究的授课教师担任，

由同一组老师进行考核。

1. 3. 2 护生行为表现评价：以伊静等［3］研制的护理

迷你临床演练量表为基础，咨询临床专家自行设

计评价量表。该量表由 8 个维度 24 个条目组成，

包括护理评估、护理诊断、护理准备、护理实践、人

文关怀、健康教育、团队合作、整体评价。采取 9
分制，3 等级计量评分，不合格（1～3 分）；合格

（4～6 分）；优秀（7～9 分）。该量表信度为 0. 90，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 80。

1. 3. 3 满意度：采用 Likert 5 级计分法，同意程度

区分为非常满意、满意、不确定、不满意、非常不满

意五个等级，依其情况分别计 5～1 分。

1. 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9. 0 软件，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

差（-x ±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检验水准 α=
0. 05，P＜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两组考核成绩比较　

观察组理论知识、操作技能、综合案例、临床

应用能力考核成绩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 01）。见表 1。

2. 2　两组护生行为表现评分比较　

观察组护生各项行为表现评分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1）。见表 2。

2. 3　两组护生满意度评分比较　

观察组护生满意度评分（91. 56 ± 6. 36）分，高

于对照组的（81. 37 ± 9. 97）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2. 58，P＜0. 01）。

3 讨论 

护生只有经过不断实践才能提升护理技能。

护生的护理行为容易受多种因素影响：实习期间

如所在临床科室工作繁忙，护生只是观察带教老

师或其他护士完成当班护理工作，缺少思考过程，

可能会形成固定的思维；护士在日常护理和管理

中会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可能会对实习护生产生

不良影响［4］。护生实习前采用基于米勒“金字塔”

原理的项目综合练习，能有效帮助护生复习在课

堂上所学的知识和技能，缩小理论与实践差距，为

培养护生临床实用技能奠定基础［5］。

米勒“金字塔”理论强调的是临床实际应用，

每一阶段能力培养都是为能够解决实际临床工作

问题打基础［6］。该理论中每个阶段侧重点不同，

通过分层次、递进式综合项目模拟训练，要求参与

训练者反复练习，加深理解和记忆，同时带教老师

在练习中及时发现护生存在的问题，举一反三落

实改进，有效提升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的带教质

量［2，7］。该方法改变以往传统实训授课模式，制定

符合实际的培训方案，对操作项目逐一编制案例、

培训、评价，汇总存在问题，分析原因并提出整改，

重视护生的再培训、考核，确保人人达标［8］。本研

究结果显示，观察组理论知识、操作技能、综合案

例分析和临床应用能力考核成绩均明显高于对照

组（P＜0. 01）。观察组护生满意度评分高于对照

组（P＜0. 01）。

本研究结果显示，护生经过训练后，其护理评

估、沟通交流、人文关怀、知识应用、评判性思维及

团队合作能力等均得到大幅度提升。谢丽斯等［9］

表 1　两组护生理论知识、操作技能、综合案例、

临床应用能力考核评分比较（
-x ± s） 分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

P

n

56
56

理论知识

84. 50±6. 66
77. 61±8. 13

-8. 424
＜0. 01

操作技能

86. 74±5. 61
81. 14±8. 24

-4. 223
＜0. 01

综合案例

83. 40±6. 68
76. 54±8. 12

-8. 418
＜0. 01

临床应用

能力

83. 38±6. 62
75. 51±8. 08

-8. 414
＜0. 01

表 2　两组护生行为表现评分比较（
-x ± s） 分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

P

n

56
56

护理评估

6. 78±1. 26
5. 82±0. 94

-4. 629
＜0. 01

护理诊断

5. 53±1. 12
4. 49±0. 85

-5. 564
＜0. 01

护理准备

7. 03±1. 20
5. 30±1. 06

-8. 068
＜0. 01

护理实践

7. 04±1. 21
5. 31±1. 05

-8. 068
＜0. 01

人文关怀

7. 23±0. 94
5. 84±0. 71

-8. 701
＜0. 01

健康教育

6. 95±0. 96
5. 58±0. 95

-8. 724
＜0. 01

团队合作

6. 95±0. 96
5. 58±0. 94

-7. 588
＜0. 01

整体评价

6. 68±0. 78
5. 47±0. 61

-9. 176
＜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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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显示采用米勒“金字塔”理论培训法后实习护

士隐私保护、解释操作目的、服务态度、说话语气、

照顾患者感受、操作娴熟和意外事件处理等项得

分高于传统方法培训的实习护士。丁雪梅等［10］研

究显示米勒“金字塔”教学可提升护生自主学习能

力、独立思考能力、临床思维能力、团队合作意识

及护患沟通能力。护生基础护理理论扎实，能很

好理解操作流程标准，在模拟情景中进行操作训

练，对护理工作流程体会深刻，最终取得较好的成

绩，提示基于米勒“金字塔”原理的项目综合实训

是一种有效的培训方法［11］。

护生护理技能和素养的培养关系到护理事业

发展的未来。护士开展护理操作时要遵循护理程

序，每一项操作均包括护理评估、计划、工作准备、

实施过程、综合评价步骤，护理程序思维贯穿于护

理全程，并强调人文关怀、护理安全、护理质量、患

者舒适度等［12］。护生由于缺乏临床工作经历，不

能将护理程序很好融入实际操作中［13］。本研究还

观察到，在训练早期护生护理操作程序步骤不全，

技能操作思路不清晰，存在护理评估不到位、护理

问题发现不及时、护理安全意识欠缺、应急能力不

足、护理记录不全、忽视患者舒适等问题。因此在

强化练习时，通过有针对性地持续改进培训计划

和方法，确保护生规范执行护理操作程序，将护理

程序工作步骤内化于心，形成日常护理工作方法，

为将来进入临床工作打牢基础。

基于米勒“金字塔”原理的项目综合训练有助

于护生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是值得推广的实训

教学模式。但其对师资力量和管理等方面要求较

高，目前医院培训人数有限，要实现该教学训练模

式全面推广，还需加强师资力量培训，组建高素质

教师团队，以逐步开展综合实训教学模式［14］。

综上所述，基于米勒“金字塔”原理的项目综

合练习重视理论与实践交互，以学生自主学习为

主，多方位、渐进式帮助学生掌握理论知识和技

能，是有效的教学方法［15］。但仍需进一步探讨方

案应用和推广，以期为临床培养高素质护理人才

提供参考。

利益冲突声明：作者声明本文无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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