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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系统评价基于成果导向教学(OBE)理念下实习护生核心能力的培养效果。方法 检索

PubMed、Web
 

of
 

Science、Cochrane
 

Library、Embase、中国知网、万方、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维普数据库中

关于基于OBE理念下各种教学模式对现阶段实习护生核心能力培养效果的随机对照试验,检索时限为各个数

据库建库至2024年1月。由2名经过培训的研究人员对文献独立进行筛选、资料提取及质量评价,采用Rev-
Man5.3软件进行meta分析。结果 最终纳入16篇文献,共计1

 

416例实习护生。Meta分析结果显示,OBE
理念的引入可提升护生整体核心能力[均数差(MD)=15.59,95%可信区间(95%CI)5.84~25.34,P=
0.002],核心能力中提升较为明显的有理论教学效果[标准化均数差(SMD)=1.74,95%CI

 

1.19~2.29,P<
0.000

 

01]、临床技能效果(SMD=1.94,95%CI
 

1.34~2.55,P<0.000
 

01)、自主学习能力(SMD=1.23,95%
CI

 

0.95~1.50,P<0.000
 

01)、评判性思维能力(SMD=2.98,95%CI
 

1.05~4.92,P=0.003)和临床沟通能

力(SMD=1.75,95%CI
 

1.00~2.49,P<0.000
 

01)。但理论教学效果和临床技能效果的漏斗图和Egger's检

验提示纳入文献存在发表偏倚(P<0.05),剪补法显示结果未受发表偏倚影响。结论 临床教学中引入OBE
理念可提高实习护生理论教学效果、临床技能效果、自主学习能力、评判性思维能力和临床沟通能力等核心能力。

[关键词] 成果导向教育; OBE理念; 实习护生; 护生核心能力; 系统评价

DOI:10.3969/j.issn.1009-5519.2025.04.032 中图法分类号:G642
文章编号:1009-5519(2025)04-0967-08 文献标识码:A

Systematic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
 

of
 

core
 

competence
 

development
 

of
 

practicing
 

nursing
 

students
 

based
 

on
 

OBE
 

concepts*

ZHOU
 

Ping1,DENG
 

Runju2△

(1.College
 

of
 

Nursing,Chengd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Chengdu,
Sichuan

 

610075,China;2.Department
 

of
 

Nursing,Army
 

Characteristic
 

Medical
 

Center,
Chongqing

 

400042,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ystematically
 

evaluate
 

the
 

training
 

effect
 

of
 

core
 

competence
 

of
 

nursing
 

students
 

under
 

the
 

concept
 

of
 

Outcome-Based
 

Education(OBE).Methods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on
 

the
 

effects
 

of
 

various
 

teaching
 

modes
 

based
 

on
 

the
 

OBE
 

concep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re
 

competencies
 

of
 

nurs-
ing

 

students
 

in
 

practice
 

at
 

the
 

current
 

stage
 

were
 

searched
 

in
 

PubMed,Web
 

of
 

Science,Cochrane
 

Library,Em-
base,China

 

Knowledge
 

Network,Wanfang,China
 

Biomedical
 

Literature
 

Database,VIP
 

Database,with
 

a
 

search
 

timeframe
 

of
 

January
 

2024
 

for
 

each
 

database.Literature
 

was
 

independently
 

screened,data
 

extracted
 

and
 

quality
 

evaluated
 

by
 

two
 

trained
 

researchers,and
 

meta-analysis
 

was
 

performed
 

using
 

RevMan5.3
 

software.Results A
 

total
 

of
 

1
 

416
 

intern
 

nursing
 

students
 

were
 

included
 

in
 

16
 

papers.Meta-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OBE
 

concept
 

could
 

improve
 

the
 

core
 

competencies
 

of
 

nursing
 

students
 

in
 

the
 

clinical
 

practice
 

phase
 

[mean
 

difference(MD)=15.59,95%CI
 

5.84-25.34,P=0.002],and
 

the
 

mor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the
 

core
 

competencies
 

were
 

the
 

effect
 

of
 

theory
 

teaching
 

[standardized
 

mean
 

difference(SMD)=1.74,95%CI
 

1.19-2.29,P<0.000
 

01],clinical
 

skills
 

effect(SMD=1.94,95%CI
  

1.34-2.55,P<0.000
 

01),self-direct-
ed

 

learning
 

ability(SMD=1.23,95%CI
 

0.95-1.50,P<0.000
 

01),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SMD=2.98,
95%CI

 

1.05-4.92,P=0.003)
 

and
 

clinical
 

communication
 

skills(SMD=1.75,95%CI
 

1.00-2.49,P<
0.000

 

01).However,funnel
 

plots
 

and
 

Egger's
 

tests
 

for
 

theory
 

teaching
 

effects
 

and
 

clinical
 

skills
 

effects
 

sug-
gested

 

publication
 

bias
 

in
 

the
 

included
 

literature(P<0.05),and
 

the
 

cut-and-patch
 

method
 

showed
 

that
 

the
 

re-
sults

 

were
 

not
 

affected
 

by
 

publication
 

bias.Conclusio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OBE
 

concept
 

in
 

clinical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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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improve
 

the
 

core
 

competencies
 

of
 

intern
 

nursing
 

students
 

such
 

as
 

theoretical
 

teaching
 

effectiveness,clinical
 

skill
 

ef-
fectiveness,independent

 

learning
 

ability,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and
 

clinical
 

communication
 

abil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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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生核心能力是实习护生在临床工作中将知识、
技能和判断思维结合起来并有效运用的能力[1],反映

了护生完成基本工作职责所需的知识、技能、认知理

解力和判断力,以及个人特质和态度等。目前,关于

护生核心能力的相关量表发表较多[2-4],不同的量表

条目不尽相同,但大致分类相似,主要包括评判性思

维、科研及创新能力、专业理论基础、实践操作能力、
领导能力、临床沟通能力、伦理和法律实践、专业发展、
健康教育能力等方面。护生进入临床实践前已具备夯

实的理论基础,但临床核心能力较弱,仅处于中等水

平[5-6],如何将学校所学理论正确地整合到临床实践中,
从而提升护生核心能力是临床实践的主要任务。

目前,临床实习的带教模式多以示教教师单方面

输出专业基础理论和操作示范、学生被动接受的“填
鸭式”传统教学为主,影响了护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不利于护生临床思维能力及创新能力的培养[7],因
此,临床实践阶段需要探索更高效的教学模式,以提

升护生临床核心能力[8-9]。基于成果导向教学(OBE)理
念,强调以学生为中心,以成果考评为核心,结合护生临

床实习需求及护理专家对新一代护生的培养目标,对教

学过程不断改进,是高等教育中临床路径教学模式探索

的热点研究[10]。大量研究表明,临床实践阶段,OBE理

念引入教学中可增强护生自主学习能力,提升护生预期

学习成果和部分临床核心能力[11-12],但各研究中OBE
理念融入的教学方法不同,使用的核心能力量表不同,
核心能力指标及培养结果也尚不统一。因此,本研究

系统收集了国内外有关基于OBE理念的各种教学法

对护生临床核心能力培养效果的研究,并对其干预效

果进行meta
 

分析,以期为规范化、科学化、新颖化的

临床实践教学改革提供循证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纳入与排除标准

1.1.1 纳入标准 (1)研究类型:纳入文献为随机对

照试验(RCT),文献语种为中、英文;(2)研究对象:年
龄≥18岁的实习护生;(3)干预措施:试验组采用基于

OBE理念下针对各科室临床实习护生的教学方法,对
照组采用传统或其他教学方法;(4)结局评价:结合多

篇护生核心能力相关问卷条目[2-4],主要包括理论教

学效果、临床技能效果、自主学习能力、整体核心能

力、评判性思维能力、临床沟通能力、科研创新能力

等,评价工具不限。
1.1.2 排除标准 (1)重复发表的文献;(2)无法获

取全文的文献;(3)数据不完整的文献。
1.2 文献检索策略 用计算机检索PubMed、Web

 

of
 

Science、Cochrane
 

Library、Embase、中国知网、万
方、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维普数据库中关于基

于OBE理念教学法对实习护生核心能力培养效果的

RCT,文献检索的时限为各个数据库建库至2024年1
月,检索采用主题词和自由词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中

文数据库的检索词包括“OBE/成果导向教育/成果导

向教学/结果导向教育/能力导向教育/目标导向教

育/需求导向教育/学习成果导向理论”“护理实习生/
护理教育/护理教学/实习护士/护生/高职护理/临床

带教/护生核心能力/护理”“随机对照试验/随机对照

研究/RCT”。英 文 检 索 词 包 括“students,nursing/
pupil

 

nurses/nursing
 

trainees/nursing
 

intern/nursing
 

education/nursing
 

teaching/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vocational
 

nursing
 

student/nursing
 

practice/
nurse

 

core
 

competence/nursing
 

ability”“outcome-
based

 

education/obe/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
goal-oriented

 

education/demand-oriented
 

education”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andom/RCT/random-
ized

 

clinical
 

trial”。
1.3 文献筛选和资料提取 由2名研究人员分别筛

选检索所得文献,应用文献管理工具剔除重复文献

后,研究者分别阅读标题和摘要后初筛,阅读全文后

复筛,筛选文献过程中如果两人有不同意见,则经过

第三方研究人员评判后做出最终取舍。研究者根据

相应指标对文献内容提取资料,包括第一作者和发表

年份,2组样本量、研究对象年龄、所在科室,干预时

长,干预教学法,纳入结局指标等。
1.4 文献质量评价 质量评价依据Cochrane偏倚

风险评估工具[13]对纳入文献质量进行评价,包括选择

偏倚、实施偏倚、测量偏倚、随访偏倚、报告偏倚及其

他偏倚来源这6个方面共计7个条目,根据具体要求

对每个条目做出低风险偏倚、高风险偏倚及不清楚的

判定。最终文献质量共分为A、B、C
 

3个等级[14]:(1)
7个条目判定均为低风险为 A级;(2)部分达到低风

险为B级;(3)全部均未达到低风险为C级。由2名

研究人员独立评判,若讨论结果存在分歧,由第3名

研究者判定后确定。
1.5 统计学处理 通过应用RevMan5.3软件进行

meta分析。当结局指标为连续性资料时,如果纳入数

据使用的测量工具是同一量表,则依据均数差(MD)
进行分析,反之,则依据标准化均数差(SMD)进行分

析。各效应量均给出其点估计值及其
 

95%可信区间
(95%CI)。对各研究数据进行异质性检验,如果异质

性检验结果为P≥0.1,I2≤50%,则采用固定效应模

型进行meta分析;如果异质性检验结果为P<0.1,
I2>50%,则需进一步分析其异质性来源。若异质性

来源明确,采用亚组分析或敏感性分析等方法进行处

理,在排除临床异质性后,再选择对应的效应模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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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meta分析。若纳入文献数量≥10篇时,则评估发
表偏倚采用漏斗图的方式,对于发表偏倚采用的是

STATA15.0软件中Egger's检验进行评价,若P<
0.05,则提示存在发表偏倚,则采用剪补法进行分析。
2 结  果

2.1 文献检索结果 初步检索获得相关文献3
 

850
篇,采用文献管理工具NoteExpress软件剔除重复文
献530篇,阅读标题和摘要后,排除综述、非中英文、
文献计量学及其他内容明显不吻合的文献共计3

 

256
篇后,进一步仔细阅读全文复筛,由于部分英文文献
的研究对象为本科二年级或实验设计方法为实习前、
中、后期自身对照研究,故排除,最终16篇中文文
献[15-30]纳入研究,文献筛选具体流程见图1。
2.2 纳入文献的基本特征 纳入的16篇文献[15-30]

发表于2020—2023年,合计1
 

416例实习护生,其中

接受基于OBE理念下新型教育方法组712例(试验
组),接受常规教学方法组704例(对照组)。16项研
究中,对照组均未有其他教学方法纳入,纳入文献的
基本特征见表1。

图1  文献筛选流程图

表1  纳入文献的基本特征(n=16)

纳入研究
样本量(n)

试验组 对照组

年龄(岁)

试验组 对照组

干预措施

试验组 对照组

所在

科室

干预

周期

结局

指标

何艳俊等[15]2022 25 25 21.14±2.48 21.24±2.15
基于OBE理念的任务驱动教学

法
常规教学法 小儿外科 1个月 ①②

余朝婷等[16]2023 32 32 20.53±1.22 20.52±1.32 基于OBE理念教学法 常规教学法 ICU 不清楚 ①②⑥

农秀等[17]2023 60 60 21.73±1.16 21.51±1.01
 基于OBE理念的SPOC教学模

式
 常规教学法 心内科 不清楚 ①②⑥

刘思等[18]2023 20 20 22.87±0.21 22.84±0.22 基于OBE教学法 常规教学法 手术室 4周 ①②④⑥

彭岑等[19]2022 50 50 21.33±1.64 21.48±1.71 基于OBE理念的SPOC教学 常规教学法 老年心内科 不清楚 ①②⑥

方红丽等[20]2023 103 103 22.48±1.04 22.45±1.18 基于OBE教学法 常规教学法

实习大纲要

求轮转的全

部科室

整个实习

期
①②⑥

曾琴等[21]2022 60 52 20.45±1.53 20.49±1.34 基于OBE理论的教学清单法 常规教学法 儿科 4周 ①②④⑥

杨韦玲等[22]2020 15 15 22.10±1.20 22.30±1.40 基于OBE联合行动学习教学法 常规教学法 手术室 4周 ①②⑥

林伟芳等[23]2022 30 30 20.84±0.94 21.07±1.03
基于OBE理念下任务驱动教学

法
常规教学法 心血管内科 不清楚 ①②③④

熊薇等[24]2023 40 40 21.50±1.20 21.50±1.20 基于OBE教学法 常规教学法 骨科 4周 ①②④

王丽芳等[25]2021 30 30 20.52±0.73 20.33±0.59 基于OBE的翻转课堂教学法 常规教学法 康复科 不清楚 ①②③

覃彭静等[26]2022 80 80 20.90±1.20 20.80±1.10 基于成果导向的智慧教学模式 常规教学法 产科 4~6周 ①②

许晶晶等[27]2023 30 30 20~21 20~21 OBE理念结合钉钉软件 常规教学法 手术室 不清楚 ①②

钟彩棠等[28]2023 31 31 28.43±6.27 27.83±5.71
基于OBE理念结合柯氏评估模

型
常规教学法

实习大纲要

求轮转的全

部科室
8个月 ①⑤

陈丽濛等[29]2023 62 62 20.10±1.67 20.11±1.46
基于OBE理念的对分课堂教学

方案
常规教学法 不清楚 4周 ①②③⑤

陈双节等[30]2022 44 44 21.63±2.48 21.56±2.74 基于OBE理念教学法 常规教学法 ICU 不清楚 ①②

  注:①理论教学效果;②临床技能效果;③自主学习能力;④评判性思维能力;⑤护生整体核心能力;⑥临床沟通能力。

2.3 纳入文献的方法学质量评价 对纳入的文献严
格按照Cochrane偏倚风险评估工具进行风险偏倚评
价与质量分级,所有文献均为 B级。其中,7篇文
献[19,22-23,25,28-30]依据随机数字表法进行随机分组,1篇
文献[20]依据均衡随机化法进行随机分组,1篇文献[18]

采用随机抽签法进行分组,1篇文献[15]采用摸球法进

行分组,随机序列产生均为低风险偏倚,其余6篇文

献[16-17,21,24,26-27]仅提及随机分组,未具体说明细节,故
判定为不清楚。结局评价均未告知是否对研究者和

受试者施盲。质量评价见图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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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Meta分析结果

2.4.1 理论教学效果 共16篇文献[15-30]报道了基
于OBE理念教学法对实习护生理论教学效果的影
响,但因其研究的计算方法各有差异,故只将方法相同
的15篇文献[15-28,30]进行了meta分析,包含1

 

292例实
习护生,文献[29]采用描述性分析。由于15篇文献
之间采用了多类研究者自行设计的试卷或加上随堂
提问评估理论教学效果,故选择SMD 进行效应量的
合并。结果表明,纳入的15篇文献间存在统计学异
质性(P<0.000

 

01,I2=94%),故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合并。结果显示,基于 OBE理念教学法可以提高实
习护生相应专业理论基础教学效果,合并量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SMD=1.74,95%CI

 

1.19~2.29,P<
0.000

 

01),见表2。
逐一剔除纳入的15项研究查找异质性来源,剔

除8篇文献[15,17-20,22,26,30]后,异质性显著降低(I2=
0%,P=0.75),分析原因,其异质性来源可能与考核
难易程度、范围及教学质量等差异有关。剔除异质性
较高的8篇文献后,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结果显
示,试验组与对照组实习护生在专业理论教学上差异
仍有统计学意义(SMD=0.95,95%CI

 

0.76~1,13,
P<0.000

 

01),与之前的研究方向一致。
2.4.2 临床技能效果 纳入的文献中有14篇文
献[15-27,29-30]报道了基于 OBE理念教学法对实习护生
临床技能的影响,但因其研究数据的整合方法各有差
异,故只将方法相同的13篇文献[15-27,30]进行了 meta

分析,剩余1篇文献[29]采用描述性分析,共包含了

1
 

230例实习护生。14篇文献中有2篇文献采取的是

50分制,其余均采用100分制,且实习科室不同,临床
操作考核的方式也有差异,故采用SMD 合并。结果
显示,14篇文献之间异质性比较大(P<0.000

 

01,
I2=95%),故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基
于OBE理念教学法可以明显提高实践操作效果,合
并效应量具有统计学意义(SMD=1.94,95%CI

 

1.34~2.55,P<0.000
 

01),见表2。
剔除8篇文献[15,17-20,22,27,30]后,异质性显著降低

(I2=5%,P=0.38),分析原因,其异质性来源可能与
干预周期、测评方式及教学软环境等多种差异有关。
去掉异质性较高的8篇文献后,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
析比较,结果显示,试验组与对照组实习护生在临床
实践操作效果上的差异仍有统计学意义(SMD=
0.86,95%CI

 

0.68~1.04,P<0.000
 

01),与之前的
研究方向一致。

  注:“low
 

risk
 

of
 

bias”为低偏倚风险;“unclear
 

risk
 

of
 

bias”为偏倚

风险未知:“high
 

risk
 

of
 

bias”为高偏倚风险。

图2  纳入文献的偏倚风险评价图

  注:“+”为低偏倚风险;“?”为偏倚风险未知。

图3  纳入文献的偏倚风险总结图

表2  基于OBE理念的教学法对实习护生核心能力培养效果的 meta分析结果

结局指标 纳入研究
异质性检验

P I2(%)
效应模型

meta分析结果

合并效应量 95%CI Z P
理论教学效果 15项[15-28,30] <0.000

 

01 94 随机 SMD=1.74 1.19~2.29 6.24 <0.000
 

01
临床技能效果 14项[15-27,30] <0.000

 

01 95 随机 SMD=1.94 1.34~2.55 6.29 <0.000
 

01
自主学习能力 3项[23,25,29] 0.21 36 固定 SMD=1.23 0.95~1.50 8.73 <0.000

 

01
整体核心能力 2项[28-29] 0.18 44 固定 MD=15.59 5.84~25.34 3.13 0.002
评判性思维能力 4项[18,21,23-24] <0.000

 

01 97 随机 SMD=2.98 1.05~4.92 3.02 0.003
临床沟通能力 7项[16-22] <0.000

 

01 94 随机 SMD=1.75 1.00~2.49 4.60 <0.000
 

01

2.4.3 自主学习能力 纳入的文献中有3篇文
献[23,25,29]评价了基于OBE理念教学法对实习护生自
主学习能力的影响,包含了244例实习护生,由于3

篇文献中应用的量表各不相同,采用SMD 进行效应
量的合并。结果显示,3篇文献结果之间异质性可以
接受(P=0.21,I2=36%),采取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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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基于 OBE理念教学法
可以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升学习自律性,合并
效应 量 具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SMD =1.23,95%CI

 

0.95~1.50,P<0.000
 

01),见表2。
2.4.4 整体核心能力 纳入的文献中有2篇文
献[28-29]评价了基于OBE理念教学法对实习护生整体
核心能力的影响,包含了186例实习护生,结果显示,
2篇文献研究结果之间异质性可接受(P=0.18,I2=
44%),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与对
照组相比,基于 OBE理念教学法可显著提高护生整
体核心能力(MD=15.59,95%CI

 

5.84~25.34,P=
0.002),见表2。
2.4.5 评判性思维能力 纳入的文献中有4篇文
献[18,21,23-24]评价了基于 OBE理念教学法对实习护生
评判性思维能力的影响,包含了292例实习护生。由
于4篇文献使用量表不相同,故采用SMD 进行合并。
合并结果显示,4篇文献之间异质性比较大(P<
0.000

 

01,I2=97%),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合并,结
果显示,基于 OBE理念教学法可以提高护生评判性
思维能力,合并效应具有统计学意义(SMD=2.98,
95%CI

 

1.05~4.92,P=0.003),见表2。
2.4.6 临床沟通能力 纳入的文献中有7篇文
献[16-22]评价了基于OBE理念教学法对实习护生临床
沟通能力的影响,包含了672例实习护生。由于7篇文
献使用的量表有差异,采用SMD 进行效应量的合并。
结果显示,7篇文献之间异质性较大(P<0.000

 

01,
I2=94%),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合并,结果显示,基

于OBE理念教学法可以提升护生临床沟通与交流能
力,效应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SMD=1.75,95%CI

 

1.00~2.49,P<0.000
 

01),见表2。
2.5 描述性分析 在本研究中理论教学效果和临床
技能效果作为结局指标,陈丽濛等[29]的研究结果按照
理论考核成绩占比50%,技能考核成绩占比30%,随
堂测试20%统一整合为总成绩,与其余文献计算方法
有较大不同,数据之间难以合并,因此行描述性分析。
陈丽濛等[29]研究结果显示,试验组护生的出科总成绩
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明引入OBE理
念的教学模式能有效提高护生的理论与实践水平,提
升整体教学质量。但是,方红丽等[20]研究结果表明,
实习护生的临床操作考核成绩提升水平与常规教学
法比较无统计学差异,可能与该研究OBE教学法操作
实践安排课时不足有关。曾琴等[21]研究表明,以成果
为导向的教学清单可以提高实习护生的核心胜任力。
2.6 发表偏倚分析 通过以理论教学效果、临床技
能效果为结局指标绘制漏斗图进行发表偏倚估计,结
果显示各研究点分布不对称,理论教学中Egger's检
验(P<0.001)和临床技能中 Egger's检验(P<
0.001)均提示可能存在发表偏倚,见图4。采用剪补
法增补虚拟文献评估发表偏倚对 meta分析结果的影
响,剪补前后的结果均未发现逆转:理论教学效果共
补充7篇文献(SMD=2.02,95%CI

 

1.10~3.73)、临
床技 能 共 补 充 4 篇 文 献 (SMD =3.02,95%CI

 

1.54~5.53),见图5,提示发表偏倚对2项结局指标
结果影响不大,结果稳定。

  注:A.理论教学效果;B.临床技能效果。

图4  Egger's检验图

  注:A.理论教学效果;B.临床技能效果。

图5  漏斗图

3 讨  论

3.1 文献方法学质量评价 本研究所纳入的16篇
文献[15-30],原始研究均对护生的一般资料,如年龄、性
别、学历等进行对比,结果显示2组基线资料比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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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16篇文献均采用随机
方法分组,有10篇文献[15,18-20,22-23,25,28-30]具体说明了

分配方法,其余6篇文献[16-17,21,24,26-27]仅采用“随机”两
字表述其分组细节,无充足信息判断为低风险偏倚或

高风险偏倚。16篇文献均未报道分配隐藏办法及分

组、实施及结局指标收集是否采用盲法。总的来说,
纳入的16篇文献均部分质量评价条目判定为低风险

偏倚,故质量等级均为B级,16篇文献使用的方法学

质量还需进一步提高,可通过严格随机分配方法,表
明是否对研究者和受试者实施盲法,结果数据是否有

丢失及丢失原因等多方面具体阐述。纳入的16篇文

献中14篇文献[16-21,23-30]报道了数据的完整性,仅有2
篇文献[15,22]未表明数据完整及丢失原因,同时对于大

于10篇纳入文献的2个结局指标所做的漏斗图形存

在不对称现象,表明存在一定的发表偏倚。
3.2 基于 OBE理念教学法可以提升理论教学效果

和临床技能效果 本研究结果显示,实习阶段开展基

于OBE理念下的护理教学方法可以提升实习护生理

论教学效果和临床技能效果,与 TAN等[31]和LEE
等[32]研究一致。上述结果表明关于专业理论教学指

标所 纳 入 的15篇 文 献 间 存 在 异 质 性 较 大(P <
0.000

 

01,I2=94%),去除8篇文献[15,17-20,22,26,30]后,
异质性显著降低(I2=0%,P=0.75)。本研究纳入的

14篇 以 临 床 技 能 效 果 为 结 局 指 标,剔 除 8 篇 文

献[15,17-20,22,27,30]后,异质性显著降低(I2=5%,P=
0.38)。仔细阅读文献并结合表1发现,纳入的各研

究干预周期、测评时间、带教教师水平等有部分文献

存在未阐明清楚的情况,综合分析异质性存在的原

因,可能与考核评价方式、测评时间、考核难易程度和

范围、干预周期、医院教学环境及教学能力等多种差

异有关。方红丽等[20]的研究结果显示,操作考核成绩

虽高于对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明

基于OBE理念下的教学法与常规教学法相比,临床

技能提升无差异;同时,由于该研究未呈现干预前护

生操作成绩,故对于干预前后临床技能是否改善的判
断仍存在局限性。HSU等[33]研究表明,基于OBE理

念下的教学与对照组基于目标讲授法相比,对平均护

理能力的提升无差异,但是2组教学法干预前后的护

理能力有显著改善。而最终 meta分析结果显示,基
于OBE理念护理教学法可以有效提升实习护生专业

理论基础教学效果和临床实践操作效果,与左满花

等[10]的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 meta
 

整合结果较好

地反映出基于
 

OBE
 

理念的教学法应用于临床路径教

学模式探索的有效性、目的性及全面性,更高效地提

升实习护生专业理论基础和实践操作能力。
3.3 基于 OBE理念教学法可以提高评判性思维能

力 本研究结果显示,基于 OBE理念教学法可以提

升实习护生评判性思维能力。评判性思维是基于对

问题的认知,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灵活快速地收集、评
估和分析相关的信息,不断反思和评判,并应用逻辑
推理、归纳,做出最佳决策的综合性思维模式[34]。李

晶晶等[35]调查学生创新能力现状时发现,学生批判性

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较弱,分析原因可能与传统教

师课堂单方面输出、学生被动接受的“填鸭式”教学模

式有关,进而影响学生自主学习查阅资料、自我管理

学习的主观能动性。本研究中基于OBE理念教学法

通过自主学习任务的刺激充分调动了实习护生的主

观能动性和求知欲,使得实习护生在利用理论知识和

技能的同时,可通过团队协作、师生互动和课下查阅

资料的方式获得学习支持,进而对护理潜在问题进行

分析判断,学习过程中锻炼学生独立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能力,做出合理的判断与决策,进而培养逻辑思

维能力和评判性思维能力,这与卢慧霞等[36]和LEE
等[32]研究一致。随着高等教育中新型临床路径教学

模式的不断探索,护理教育者愈发认识到新型教育理

念对实习护生评判性思维能力培养的重要性,在未来

应积极探索相关理念研究,以使实习护生的教学计

划、课程设计更具科学性、合理性及规范性,进而不断

提高实习护生的核心能力。
3.4 基于 OBE理念教学法可以提高临床沟通能力

 本研究结果显示,基于 OBE理念教学法可以有效

提高实习护生临床复杂环境的沟通与交流能力。临

床沟通能力是医务人员在临床工作中收集患者病史

资料、确立护理问题或潜在问题、向患者提供病情相

关信息、提供良好情绪支持及宣教帮助其恢复、保持

健康而进行交流的一种能力[37],以及能够进行护士之

间和医护之间的准确、清晰交流,临床实习是护生锻

炼临床沟通技能的重要途径,培养其临床沟通能力,
应抓住实习这一关键阶段。基于OBE理念的教学注

重对临床沟通能力的培养,在日常工作中开设了例如

护患沟通、护护沟通、医患沟通及健康宣教等关于人

际沟通与交流能力的相关课程。通过多渠道模拟不

同临床沟通场景进行演练,在医院较为复杂的沟通环

境中,帮助护生适应更多沟通场景,掌握良好沟通技

巧,提高临床沟通能力,这与陈晓萍等[38]和祝静雯

等[39]的研究结果一致。
3.5 基于 OBE理念教学法可以激发护生自主学习

积极性 本研究结果显示,基于 OBE理念下的护理

教学方法可以提高实习护生自主学习能力,这与刘芳

等[40]的研究一致。培养终身学习的能力是提升学生

核心能力的重要部分,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及

护理事业的发展,护生必须树立终身学习的信念才能

更好地适应健康保健体系的变化,其中自主学习能力

是培养终身学习能力的重要手段[41]。有研究表明,学
习主观能动性较高的本科护生在未来的学习与职业

生涯中表现得更加成功[42]。现阶段,我国实习护生自

主学习能力水平不高[43],因此,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

力是我国高等护理教育的必然趋势。OBE理念护理

教学法核心主要包括3个部分:以护生为中心,日常

教学注重学生的参与性、师生互动性,以问题为核心,
以任务为驱动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积极性,强调学生个

性发展,引导、激励学生主动寻求获取学习成果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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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44],可通过案例教学法、任务驱动教学法、翻转课
堂、情景模拟、混合式教学模式等方法多方位、多层次
的示教[45],充分锻炼了护生临床沟通能力、评判性思
维能力、科研创新能力,又激发了护生学习自律性[46]。
3.6 基于 OBE理念教学法可以提高护生整体核心
能力 本研究结果显示,基于 OBE理念教学法可显
著提高护生整体核心能力。护生核心能力是护生未
来能够成为一名具有发展潜能的优秀护理人才应具
备的最基本的知识、技能、态度和行为,是帮助学生进
行学习、自我发展和有效工作的基础[47]。基于 OBE
理念教学法要求临床带教教师在科室理论与实践示
教之前就对护生能够获得的学习结果有清晰的构想,
然后设计课程,在组织教学中通过师生互动及时发现
问题并实施双向评价,教师根据评价结果调整计划,
确保达到预期的学习结果,重点在于学生学习经验和
技能的提升。引入科室教学结果表明对护理教学质
量、沟通能力、批判性能力、学习自律性和科研创新等
核心能力均具有积极影响,有助于缩短实习护生校园
到临床的过渡期,促进护生自我角色转变,培养高质
量护理人才,这与LEE等[32]的研究一致,未来护理教
育者应探索OBE理念联合多种教学模式应用于培养
实习护生核心能力的更多可能。
3.7 本研究的局限性 本研究纳入的16篇文献均
未进行分配隐藏、盲法,可能存在选择性偏倚;纳入研
究所采用的专业理论基础试卷,测评思维、沟通能力、
主观能动性的量表类型有差异,且统计方法也有差
异,存在一定的测量偏倚;纳入文献的干预时长各有
不同,部分研究存在样本量偏少的问题,且文献质量
均属于中等水平,meta分析结果有待进一步验证。

当前证据表明,临床教学中 OBE理念的引入可
以改善理论教学、临床技能效果,提升评判性思维能
力、临床沟通能力,激发护生自主学习积极性等护生
核心能力。今后的研究需要规范 OBE理念干预方
案,完善相关细节,同时开展更多高质量、大样本的

RCT进一步探讨基于 OBE理念教学法方案的有效
性,为今后进一步在临床实习阶段推广 OBE理念的
研究提供高质量的循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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