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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课改的大背景下，各行各业的教师开始致

力于课堂教学的改革，为建构“师生互动”的课堂教

学寻找新的出路，改革的重点在于转变以讲授为主

的传统教学方式，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倡导学生

的主体地位，要求学生成为课堂的新主人，从而进

一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打造轻松活跃的课堂教学

氛围。医学专业的实习生，在实习之前，在学校对

基础知识已经进行了系统的学习，但是由于课程安

排比较紧密，时间有限，再就是医学技术在需要基

础知识的同时，更需要实际操作，好多知识都是在

课本中无法学到的，所以临床实习阶段的教学方法

对于医学生学习和积累临床知识和技能有重要意

义。科学的临床实习教学方法使医学实习生受益

良多。对于护理专业的临床实习，特别是外科护

理，患者病情急重、变化快，这就要求护理人员必须

拥有较高的专业素质和工作能力[1]。由于护理专业

实习生在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应急处理等方面存

在不足，那么如何做好护理专业实习生的带教、提

高其临床工作能力，如何保障护理操作的安全性，

是临床带教老师的必须认真思考和面对的问题。

通过引导式教学方法来进行教学，教师能够在逐步

引导学生深入了解疾病的症状和相应的护理措施

的同时，强化课堂所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进

而探究护理基本操作和疾病发病机理的联系，做到

举一反三，融会贯通。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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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1）首先患者早期并无症状，对高血压的发病过

程缺乏了解；觉得没有必要花费太长的时间对血压

的变化做一系列的监测；（2）对ABPM的临床意义

缺乏认知，ABPM相对要收取费用、需要昼夜测量周

期、对睡眠的影响等会产生一些心理压力，因此在

许多患者中并不被接受；（3）袖带问题，有待于厂家

能够设计出更科学合理的舒适袖带，适合不同患者

使用；（4）医务工作者也有加强学习提高自身对

ABPM的了解，才能加大健康宣教的力度，使动态血

压监测被更多的人认知，并且愿意配合。

目前我国人群中，高血压患者在不断增加，因

此高血压防治工作更加艰巨。期待更多学者介入

这一领域的研究，希望通过各方面的努力，普及人

群对24h ABPM的认识常识，更希望24h ABPM能够

在基层医院、社区及体检中心做为常规体检项目进

行高血压筛查。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希望能够研

发出测量更精准、更便携、更加智能合理的动态血

压监测仪，ABPM更能广泛的被人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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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研究对象及分组

选取2019-07～2019-12在我院心外科进行临

床实习的72名护理专业本科生作为研究对象，按照

入科月份的奇偶数分组，并将奇数月份定为干预

组，偶数月份定为对照组，每组各36名实习生。对

干预组实施病例引导式护理实习教学，对照组实施

常规护理实习教学。

纳入标准：（1）全日制应届本科护理专业实习

生；（2）无不良学业记录。排除标准：（1）既往接受

过其他专科护理培训；（2）既往已有心外科临床护

理工作经验者。

1.2 研究方法

1.2.1 干预方案（1）第一周：以科室常见病为例，安

排实习生分小组准备材料，进行讨论。实习生可以

自行决定患者，但每次讨论限一名患者。讨论的重

点为患者的症状、体征及根据临床表现所提出的护

理问题和采取的护理措施。讨论结束后由带教老

师进行总结，指出不足的地方，并提出后续的思考

问题；（2）第二周：根据第一周的讨论，安排实习生

分小组准备材料，进行理论小讲座。讲座时间不宜

过长，每组10~15min，讲座要求有深度，把一个点讲

的透彻即可。小讲座结束后，带教老师进行归纳本

知识点的重点和难点，进一步为实习生加深印象；

（3）第三周：同第一周；（4）第四周：根据前三周对本

科室常见病和专科操作的了解，安排实习生分小组

准备病例，进行护理查房，要求每小组自选一名患

者准备材料，在护理查房时汇报。组织科内护士长

和资深的护理人员参加实习生护理查房，并作出点

评和指导。查房结束后，由带教老师归纳总结，并

根据病例给出具体的护理措施是否合理指导意见。

1.2.2 评价方式 在实习开始和结束时，分别对两

组实习生各进行一次理论考试，同时发放批判性思

维能力量表及科室实习满意度评价问卷。在实习

结束时，对两组实习生干预前后的理论考试成绩和

批判性思维能力量表评分及科室实习满意度评价

问卷评分进行比较。

1.2.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 22.0，计量资料采应

t检验，以x±s表示。检验水准为α = 0.05，β = 0.1，

以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干预前，对两组本科护理专业实习生的一般资

料（年龄和性别）和观察指标进行比较，无统计学差

异（P ＞0.05）。

干预前后，对两组实习生的理论考试成绩、批

判性思维能力量表评分和科室实习满意度评价问

卷评分比较（见表1）。

3 讨论

两组实习生理论考试成绩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量表评分及科室实习满意度评价问卷评分，随着实

习时间的推移，评分均有所增加，但是增加的幅度

并不一致，干预组明显优于对照组。究其原因可能

是随着实习时间的延长，对科室的环境及本科室常

见病多发病的治疗和护理措施有所了解，所以在干

预组和对照组中，出现了随实习时间延长各项评分

都有提高的现象。其中干预组应用病例引导式教

学方法产生积极作用，该组实习生的实验指标显著

优于对照组。

本研究所使用的病例引导式教学方法是一种

比较直白的教学方式，其中所使用的病例均为真实

表1 干预前后两组观察指标评分的比较

观察指标

干预组（n = 36）

对照组（n = 36）

t 值

P 值

入科时

出科时

入科时

出科时

考试成绩（分）

70.06±9.13

87.69±8.69

69.36±7.93

81.47±11.61

2.579

0.012

批判性思维能力量表评分（分）

253.08±10.40

281.25±8.44

255.94±8.15

275.06±11.25

2.644

0.010

科室实习满意度评价问卷（分）

75.17±6.11

93.08±5.20

74.92±6.25

88.17±7.84

3.136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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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带教模式单一，只注重护理技术操作的

灌输，平时的学习主要是以护生专业知识方面，以

技能为主，往往忽略了同学们在协调能力、自身思

维、解决问题能力等方面的培养不足。近年来随

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对医院护理工作提出了

较高的要求，尤其是医院的妇科，在护理工作中一

旦稍有疏忽，将会引发护患纠纷的产生[1]。因此，

医院妇科应改变传统的护理模式，我们将PBL联

合品管圈融入到妇科的护理教学 ，获得了满意效

果，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8-06～2019-01来我院妇科实习的60

名内蒙古医科大学毕业护生，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

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30例。对照组30例护生均

为女性，本科12例，专科18例，年龄22～25岁，平均

年龄（23.3±1.6）岁；观察组30例护生均为女性，本

科和专科均为 15 例，年龄 23～25 岁，平均年龄

（23.9±1.7）岁；两组护生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 > 0.05），有可比性。纳入标准：年龄≤25岁；均

为女性；依从性高。排除标准：带教期间离院者；依

从性差者。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对照组采用传统带教模式，按照规

病例，实习生能够特别真实的感受疾病的进展情况

和治疗护理的效果。实习生通过自选病例，查阅相

关文献资料，有目的的学习与病例相关的知识，将

病例与教科书进行比较，根据症状采取治疗护理措

施，观察效果，提出自己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和解决方法，进而使实习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得到

提升。与彭林[2]通过对45名护理专业实习生行教学

方法研究，得出引导式教学联合模拟教学用于骨科

护理解剖学教学，能够较为有效地提高实习生临床

操作技能，培养批判性的思维方式。在治疗护理的

过程中，根据患者的症状采取相应的护理措施，对

以前学习的基础知识起到了很好的巩固加强作用

的同时，也激发了学习的兴趣，使实习生理论考试

成绩和对科室实习满意度得到明显的提升。此实

验结果，与吕琳[3]等人在实验诊断学教学改革中对

医学本科生实施病例引导式教学法的成效研究中

所得出的结论吻合，认为在实验诊断教学中应用病

例引导式教学法获得了临床医学生的普遍认可。

4 结论

在外科护理学临床实习教学中应用病例引导

式教学方法，有助于培养护理实习生的批判性思

维，提高护理基础知识和技能，是一种有效的教学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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