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蒸汽的穿透!有利于控制湿包!避免器械二次污染"

#!$每锅平均灭菌量比平放装载方法时多!本研究

发现平放方法平均每锅能装载 "! 包!而竖放方法平

均能装载 #$ 包而不出现湿包的现象!既保证了器械

的灭菌质量又节约了空间!增加灭菌量和提高器械

的周转率"

总之!应用自制装载篮筐竖放装载纸塑包装袋

封装的小器械!可以有效地降低湿包的发生率!从而

保证灭菌质量!有效地控制医院感染的发生!值得在

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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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问题为导向的全程教学法在外科护理学

教学中的应用效果评价

王&琨#&高凡舒#&王程圆#&刘&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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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以问题为导向的全程教学法在外科护理学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于 $)%-0)! A

$)%-0)- 期间!采取随机数字表法!将 %$" 名护理专业本科学生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 对照组采取传统的教学

方法!观察组采取以问题为导向的全程教学法进行教学" 具体教学环节包括初次课堂教学(学生课后围绕案

例进行自学(再次课堂教学和定时总结等四个部分" 学期结束后!从学生的学习体验和)外科护理学*期末成

绩两方面!对教学效果进行评价" 结果&两组学生在学习体验(课后学习和本学期全程学习方面比较!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B)C)#$" 在期末成绩方面!,# 分以上和 *) 分以下 $ 个分数段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B)C)#$" 结论&以问题为导向的全程教学法!能有效纠正以往护理教学中对实践知识重视不够的问题!

同时将学生课余时间纳入教学的组成部分!有效提高了学生整体的学习质量"

&&!关键词"&以问题为导向+&外科护理学+&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D"-!C*&!文献标识码"&E&!文章编号"&%*-" +!,)*#$)%,$)- +)-%! +)!

&&F63%%)'!.*.GH'3@@7'%*-" +!,)*'$)%,')-'$-

&&医学院校以往在教学过程中!除临床实习阶段

外!教学内容往往偏重于理论教学!与实践严重脱

节%%!$&

" 为了有效解决学生在实践知识方面的教育

问题!很多高校进行了教学改革!如王程圆等%!&设

计的三明治教学法!东梅%"&采取的目标教学法!付

华等%#&提出的,项目导向(任务驱动-教学模式等!

均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效果" 笔者通过学习以上教学

法!提出了以问题为导向的全程教学法" 以问题为

导向的全程教学法与以上各种突出实践知识教学的

方法比较!既有相同之处!又有所区别" 相同点在于

均将实践知识教学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区别在于

开展实践教学的同时!强调学生对课堂内外学习时

间的整合!以进一步合理安排教师教学和学生自学

时间!以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

!"对象与方法

!#!"对象"于 $)%-0)! A$)%-0)-!选择我院 $)%"

级大三护理专业 %$" 名本科学生作为教学对象!以

)外科护理学*作为授课课程"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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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学生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 例" 对照组

中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C#- I)C#$$岁" 学

生上学期)外科护理学*平均成绩为#-*C,# I#C$!$

分!外科护理实验课通过率 .*C--J+观察组中男 -

例!女 ## 例!平均年龄#$%C!# I)C#-$岁" 学生上

学期)外科护理学*平均成绩为#--C%) I#C-%$分!

外科护理实验课通过率 .,C!-J+两组学生在性别(

年龄(成绩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K

)C)#$!具有可比性"

!#$"方法

%C$C%&对照组教学方法&对照组学生以)外科护

理学*教材为授课内容!教师采用讲授法授课"

%C$C$&观察组教学方法&#%$初次课堂教学'第一

次课堂教学分为二部分"

!

讲授法授课环节" 教师

同样按着)外科护理学*的教材内容!采用讲授法进

行授课!但与对照组教学过程略有不同!即在教学时

间上!将原来 $ 学时总结 .) 137 的授课时间!压缩

为 -) A,) 137!相应的需要教师加快教学进度!或者

省略部分知识内容简单和与教学关联不紧密的部分

内容"

"

布置学生学习案例" 余下的 %) A$) 137

时间!教师根据)外科护理学*下次课程所讲解的内

容!向学生布置与实际护理相关的案例问题!同时指

明自学方法%* A.&

" #$$学生课后围绕案例进行自

学'学生按着上一节课教师给予的自学指导!开展有

针对性的自学" 在自学过程中!教师注重与学生进

行联系沟通!主动了解学生的自学进度和自学情况!

及时纠正学生自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再次课

堂教学'再次课堂教学分为三部分"

!

学生自学讨

论" 学生根据自学情况!在课堂中采取讨论的方式

进行学习!在讨论过程中!教师首先组织学生进行小

范围的讨论%%) A%$&

" 然后再以班级为单位!开展大范

围的集体讨论!整体用时 !) A") 137"

"

教师采取

讲授法进行精讲" 该环节在教学内容上与对照组学

生是一致的!但由于在学生自学和讨论环节中!所学

习和讨论的知识内容均是围绕着本次课程教学内容

展开!相当于分解了教师本次课程授课的工作量!因

此在教学时间上可以进行较大范围的压缩!如仅对

学生讨论中的共性问题和教材中的重点(难点进行

有针对性的讲解!重点和详细介绍案例具体的解决方

法!而对一些基础和概念性的知识可以直接省

略%%! A%#&

" 整体用时 !) 137 左右"

#

布置下一教学

环节学生学习的案例" 该教学环节与第一步,初次

课堂教学-中的教师布置案例相同"

$

定期总结'

教师以月为单位!以教学内容设置(自学环节安排和

讨论学习效果等为内容设计调查问卷!调查学生具

体的学习感受!对于存在的问题!及时向护理学院教

师和专家进行咨询!并制定改善方法!以此不断提高

全程教学法的教学效果"

!#%"观察指标"教学效果观察标准'#%$学生的学

习体验" 主要从课堂学习(课后学习和本学期全程

学习等三方面进行调查" 课堂学习和全程学习体验

均包括教学内容设置(教学环节安排和学习压力 !

个测试项目" 课后学习体验包括学习目的(学习方

法和时间利用 ! 个测试项目" 每项分值区间 ) A

%)" 最后统计学生的总分评分情况!并将总分 $" A

!) 分定义为优!%, A$! 分为适中!%, 分以下为一

般" 统计各分数段学生人数的比例" #$$学生)外

科护理学*的期末考试成绩"

!#&"统计学方法"应用 LMLL$)C) 统计软件对数据

进行分析!计数资料以百分率#J$表示!采用
!

$ 检

验!!B)C)#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两组学习体验结果比较"两组在课后学习和

本学期全程学习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B

)C)#$" 见表 %"

表 %&两组学习体验结果比较

组&别 例数
课堂学习 课后学习 本学期全程学习

优 适中 一般 良好率#J$ 优 适中 一般 良好率#J$ 优 适中 一般 良好率#J$

观察组 *$ "# %# $ .*C-- !, %- - ,,C-% "$ %* " .!C##

对照组 *$ !# $" ! .#C%* %- %* $. #!C$! $$ %- $! *$C.)

!

$

+ )C$), %,C."" %-C).$

! + )C*", )C))) )C)))

$#$"两组期末考试成绩比较&两组在 ,#分以上和 *)

分以下两个分数段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B

)C)#$" 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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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两组期末考试成绩比较!""J#$

组&别 例数 ,# 分以上 *) A,# 分 *) 分以下

观察组 *$ %##$"C%.$ ""#-)C.-$ !#"C,"$

对照组 *$ ##,C)*$ "-#-#C,%$ %)#%*C%!$

!

$

+ #C.*$ )C!-$ "C$%%

! + )C)%# )C#"$ )C)")

%"讨论

%#!"包括护理学在内!在高等教育环节中!过于偏

重理论知识教育已经成为一个共性的问题%%*&

" 实

施以问题为导向的全程教学模式!首先围绕着实际

问题展开!这样才能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更好地了

解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的关系!并加以合理的应用+

其次在教学过程中!并没有忽略书本理论知识的教

育!由于学生的期末考试和考研等环节!均需要对书

本教材知识的全面掌握!因此在以问题为导向的全

程教学模式中!对理论知识的教学非常重视!如在第

% 和第 ! 教学环节中!书本的重点和难点知识均是

必讲内容!只是对教学时间进行合理压缩!以将节约

的时间用于全程教学法其他教学环节所用!从而达

到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均衡教学的目的"

%#$"以问题为导向的全程教学法的另外一个优势

在于将学生课余时间加以有效利用" 因为在高等教

育阶段!除了课堂学习外!课外学习时间的高效利用

对大学生未来的成长也是非常重要的" 但大学生在

以往的初(高中的学习环境中!已经养成了被动学习

的习惯!自学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如很多学生

学习一些与课堂知识和实际应用无关联的知识!浪

费了宝贵的学习时间!学习的效果也欠佳" 全程教

学法通过提出案例问题的方式!赋予学生明确的学

习目的性!使学生自学时知道应该学习什么" 另外!

授课教师布置完问题后!会针对学生的自学内容加

以指导!确保提高学生的自学效率" 在教学效果和

学生学习体验方面!虽然本研究的观察组与对照组

在课堂学习体验的良好率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K)C)#$!但在课后学习和本学期全程学习

两方面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B)C)#$" 另

外前者的)外科护理学*的期末考试成绩更加理想!

进一步肯定了以问题为导向的全程教学的教学价值"

%#%"本文设计的以问题为导向的全程教学法在教

学过程中!仍需注重以下几个问题'#%$提出问题的

难易程度要与学生的素质和能力相匹配" 如对于护

理本科生的问题难度可以略大于护理专科生" #$$

需要高校的大力支持" 如很多护理实践知识需要学

生通过亲自动手操作后!才能达到较好的学习效果"

这就需要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如增加各相关实验

室的开放时间!附属医院应开展现场教学和提供实

习条件等" 以进一步保障和提高以问题为导向的全

程教学法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孙源博!李雅楠!刘永恒!等'以案例教学法为中心教学模式对临

床医学专业学生进行教学教改探讨%(&'中国医药科学!$)%-!-

##$'!- +!.'

$&陈文仪!崔华欠!李&雨!等'从美国医学研究生招生角度探讨我

国医学研究生招生制度%(&'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 +%$$'

!&王程圆! 李雅楠!王颖婷!等'三明治教学法在医学高校)外科护

理学*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中国医学创新!$)%-!%"#%$$'%!, +

%!.'

"&东&梅'目标教学法在护理临床教学中的应用研究进展%(&'中

华护理教育!$)%"!%%#%%$',-! +,-#'

#&付&华!许君望',项目导向(任务驱动-教学模式在儿科护理教学

中的应用探讨%(&'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 +

%-'

*&王瑞婷!狄婷婷!张&美!等'三明治教学法在)药理学*教学中的

应用%(&'承德医学院学报!$)%#!!$#*$'#!- +#!.'

-&李雅楠! 王颖婷!李&悦!等''演示法与讲授法结合教学模式在

护理学教学过程中的应用探讨 %(&'中国医学创新!$)%-!%"

#%)$'*" +*-'

,&洪&汉!苏&静'案例与情景模拟联合教学法在临床护理教学中

的应用效果%(&'深圳中西医结合杂志!$)%*!$*#*$'%#, +%*)'

.&乔莉娜!廖春艳!辛爱利!等'问题式学习联合问题导向临床医学

教学模式在普外科护理带教中的应用%(&'中国药物与临床!

$)%-!%-#$$'$,, +$.)'

%)&钱秋月!宗永忠!潘红宁'MNRN与 MEV联合教学模式在心内科

护理带教中应用研究%(&'护士进修杂志!$)%"!$.#*$'#)% +

#)!'

%%&胡&霞!顾晓菊!潘红宁!等'MNRN教学模式结合案例分析法在

低年资护士培训中的应用%(&'中国护理管理!$)%"!%" #%$$'

%$." +%$.*'

%$&梁小利!梁清芳!曹&俊!等'以问题为基础教学模式在中医护理

实验教学中的应用研究%(&'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 +%!'

%!&肖桂华!张先庚!刘&琴'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法在护理教学中

应用的反思和建议%(&'中华护理教育!$)%*!%!#%$' -, +,)'

%"&尹&淼!姚彩云'护理教学与临床脱节问题分析及对策%(&'卫

生职业教育!$)%-!!##%$',! +,"'

%#&凌&俐'临床护理带教中的常见问题及应对策略%(&'湖南中医

杂志!$)%$!$,#%$'-! +-#'

%*&许雪冰'浅析问题认知教学法在护理学生带教中的应用效果

%(&'当代医药论丛!$)%-!%##$$'$) +$%'

!收稿日期&$)%- +%% +%)"!本文编辑&蓝斯琪"

.#%-.

&&中国临床新医学&$)%, 年&- 月&第 %% 卷&第 -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