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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為橫斷性調查研究，以立意取

樣方式收案，有效樣本護理人員 888 位及
護生 947 位。研究結果有：1.以因素分析檢
定護理人員「有效臨床教學行為」量表，
萃取四個因素分別命名為教學能力、護理
專業能力、人格特質及人際關係，可以解
釋的變異量為 59.49%。2.護理人員對有效
臨床教學行為的認知平均 4.11 分比護生
4.24 分低；護理人員自覺具備有效臨床教
學行為程度平均 3.92 分比護生感受程度
3.59 分高。3.護理人員自覺較具備的有效臨
床教學行為前 10 項平均都超過 4.0 分，護
生感受護理人員較具備的前10項中僅有一
項超過 4.0 分。4.護理人員對於各構面的認
知與感受具備程度之間的配對 t 檢定有顯
著性差異；護生對於各構面的認知與感受
程度之間的配對 t 檢定也有顯著性差異。5.
護理人員和護生兩者對有效臨床教學行為
之認知和感受具備程度，在四個構面上都
有顯著性差異。
關鍵詞：護理教育、臨床教學、有效臨床
教學行為、護理人員、護生

Abstract:
 This study was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Data collected from both staff nurses (n=888) 
who worked in the teaching hospitals in 
Taipei area, and matching student nurses 
(n=947) who practiced in these hospital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 clinical teaching behaviors of staff 
nurse an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taff nurse’s and student nurse’s cogni-
tion and perceptions . 

The Effective Clinical Teaching Behaviors 
Scale (ECTBS), which was developed by 
researcher, was used to assess staff nurses’ 
clinical teaching behaviors. The principal 
component’s factor analysis with Oblimin 
rotation tested the construct validit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ECTBS has a clear factor 
structure with four factors, which 
named ”teaching ability” “nursing 
competency” “personal characteristic”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The internal 
consistency reliability was accepted(α = 
0.87~0.94). The major findings of this study 
were as follows: 1.The mean of staff nurse’s 
cognition of effective clinical teaching 
behaviors was 4.11 and the mean of student 
nurse’s was 4.24. 2.The mean of staff nurse’s 
perceptions of her own teaching behaviors 
was 3.92 and the mean of student nurse’s was 
3.59. 3.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staff nurse’s and student nurse’s 
cognition and perceptions on four Factors. 
4.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staff nurse’s cognition and perceptions on 
four Factors. 5.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student nurse’s cognition 
and perceptions on four Factors. 
Keywords: nursing education, clinical 

teaching, effective clinical teaching 
behaviors,  staff nurse,  student nurse 

二、緣由與目的
護理教育包括課室教學及臨床教

學，護理是一門應用科學，非常重視實務。
臨床實習是引導學生進入護理專業的真實
情境，因此臨床實習是護理教育極重要的
一環。學生的實習環境包括實習場所、臨
床指導老師和臨床護理人員，學生透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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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情境中與老師、病人和其他護理人員
的互動，學習專業行為，如果臨床教學的
品質不好，就無法讓學生在實習後對護理
專業產生認同感。護理科系的學生在求學
期間都會被分派到各級教學醫院實習，護
生在實習場所所獲得的督導是否適當及臨
床護理人員所表現的態度及價值觀，都會
影響護生的實習經驗品質。由此可見，臨
床護理人員對護生的專業成長及專業社會
化，均有深遠的影響，故而臨床護理人員
是否具備「有效臨床教學行為」值得我們
探討。

研究目的：
1.發展測試臨床護理人員「有效臨床教學

行為」的量表。
2.瞭解護生認知的有效臨床教學行為。
3.瞭解護生實際感受護理人員具備的的有
效臨床教學行為。

4.瞭解臨床護理人員認知的有效臨床教學
行為。

5.瞭解臨床護理人員自覺具備的有效臨床
教學行為。

6.比較護生對有效臨床教學行為認知與感
受具備程度之間的差異。

7.比較臨床護理人員對有效臨床教學行為
認知與感受具備程度之間的差異。

8.比較護生與臨床護理人員兩者對有效臨
床教學行為之認知和感受具備程度的差
異。

三、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為橫斷性調查研究，以立意取

樣方式收案，有效樣本護理人員 888 位及
護生 947 位。
1.以因素分析檢定護理人員「有效臨床教學
行為」量表；本研究採主成分分析法及斜
交轉軸法檢定因素結構，以因素特徵值
(evigenvalue)大於 1，因素負荷量大於 0.3
為斷點，強迫萃取四個因素，分別命名為：
因素 I「教學能力」、因素 II「護理專業能
力」、因素 III「人格特質」、因素 IV「人
際關係」，可以解釋的變異量為 59.49%，
符合理論架構。

2.護理人員對有效臨床教學行為重要性認
知平均為 4.11 分，護生為 4.24 分；護理人
員自覺具備有效臨床教學行為程度平均為
3.92 分，護生感受護理人員具備程度平均
為 3.59 分，即指現況中護理人員主觀客觀
感受具備的臨床教學行為不盡理想，且與
護生的感受有落差，仍有再努力進步的空
間。
3.護理人員自覺較具備的有效臨床教學行
為前十項平均都超過 4.0 分，其中有 6 項屬
於「人格特質」；護生感受護理人員較具
備的前十項有效臨床教學行為中僅有一項
超過 4.0 分，其中有 8 項屬於「護理專業能
力」。
4.護理人員服務醫院的性質、等級、科別及
教育程度不同，對有效臨床教學行為之認
知沒有顯著性差異；護理人員服務醫院的
性質、等級在自覺具備有效臨床教學行為
程度的部份構面有顯著性差異。護生的性
別不同，在認知和感受上沒有顯著性差
異；護生的教育背景不同，其認知在部份
構面有上顯著差異，而在感受具備程度上
四個構面均有顯著性差異。
5.護理人員和護生對有效臨床教學行為重
要性之認知及感受具備程度，在四個構面
上都有顯著性差異，護生的認知分數高於
護理人員，但是實際感受分數卻低於護理
人員的自覺分數，顯示雙方的認知和感受
有落差，護理人員所提供的臨床指導，並
不能滿足護生的期望。
6.護理人員對有效臨床教學行為的認知與
自覺具備程度之配對 t 檢定，在四個構面上
都有顯著性差異，即每個構面認知的分數
都比感受具備程度高；護生的認知與感受
具備程度之配對 t 檢定，在四個構面上也有
顯著性差異，即每個構面認知的分數都比
感受具備程度高。顯示兩者之認知與期望
護理人員的實際表現之間仍有差距，值得
護理界重視。

四、計劃成果自評                 
1.以因素分析主成分分析法及斜交轉軸法
檢定因素結構，萃取四個因素，符合理論
架構，完成具建構效度及信度的工具--護理
人員「有效臨床教學行為」量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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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將研究結果提供教學醫院護理主管及
護理學校相關主管參考，共謀改進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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