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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护理满意度对比（见表3）

3 讨论

随着医学模式从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也给临床教学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对于刚刚接触临床的护生而言，往往不

具备这些能力，极易导致医患纠纷。因此，采用科

学、有效的临床教学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PBL教学法是一种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

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PBL更加注重对护生临床思

维能力的培养，实施PBL的目的是为了更加完善护

生的知识结构，提升学习兴趣，提高学生解决问题

的能力，提高其临床应变能力[2]。PBL教学法首先提

出问题，学生们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由始至终都

是需要学生自主、自立的完成，有助于促进学生对

问题的牢固记忆，使学有所得，学有所获，学有所

为。同时团队合作模式能够产生相互激励作用，共

同探讨不但能够提升学习兴趣，同时能够提升解决

问题速度，促使护生积极投入学习，加深记忆，在这

个过程中，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培养集体观念，更加

适合现代医学教育的要求。

品管圈可以充分调动参与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促进护理工作质量及工作效率的提升。在品管圈

管理方法下，全体圈员从被动服务向主动服务方向

发展，为患者提供了具有个性化的护理服务，展现

出了全体圈员的团队协同效应，工作积极性得到了

极大的调动，降低了护患纠纷发生概率。在品管圈

的初期实施阶段，需要护生们积极协作，不断总结

经验，并制定出了合理化的护理干预措施，进而取

得了良好的护理工作效果[3~5]。这一过程可以锻炼

护生的品质和临床应变能力，帮助护生明确护理工

作中存在的不足，通过分析原因，总结经验教训，并

针对性制定合理解决方案，使护生的整体安全意

识、风险防范意识以及护理工作效率、质量均得到

相应提高，从而实现降低护理风险事件的目的。

综上所述，PBL联合品管圈教学法应用于妇科

护理临床教学中，效果显著，有效提升实习护生评

判性思维能力及沟通技能，降低不良事件发生率，

提高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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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护理满意度对比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P值

n

30

30

满意

13

21

一般满意

11

8

不满意

6

1

满意度(%)

80.0

96.7

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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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教学方式的多样性和信息化特点已经

成为医学教育发展的方向，利用微信平台进行网络

教学符合在线教育理念，是对传统临床教学方式的

有效创新。深度学习是一种基于“理解记忆”升华

的学习概念[1]，深度学习概念的建立反映了认知结

构与新知识之间进行融会贯通的目标；构建促进深

度学习发生的课程设计正越来越受到教育领域的

关注。学习投入指学习者进行学习活动时认知和

行为上体现的强度以及情感体验的程度[2,3]；一般认

为，学习投入在学习动机和学业成就之间起中介效

应[4]。本文将对护理本科生在线微课程中的学习投

入特征与深度学习的相关性进行研究，旨在为医学

院校在线微课程培养模式效益的最大化提供帮助，

具体报道如下：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方便抽样法选取内蒙古医科大学护理本科学

生共80名纳入研究，男性7名，女性73名，年龄21~

23岁，平均（22.1±1.7）岁。（1）纳入标准：①均为全

国高考统招生；②已完成1学期的文化课和专业基

础课学习；③对本研究知情同意，愿意参加本调查

（2）排除标准：无法完成调查或不合作者。

1.2 方法

1.2.1 测量工具 （1）一般情况调查：人口学资料、

生源地、年级、网课技能水平、在线学习时间等；（2）

学习投入量表（UWES-S）汉化版[5]：由Schaufeli等学

者研制并经国内学者修订，用于测量学习投入现

状，该量表由“动机投入、精力投入、专注投入”等3

个维度，共17个条目组成。采用7点计分法，从1到

7分别代表：“从来没有、几乎没有、很少、有时、经

常、十分频繁、总是”。学习投入量表得分越高表示

学习投入状况越好。该量表Cronbachα系数0.965，

KMO系数0.974，信效度良好；（3）网络深度学习量

表[6]：由王全亮等学者编制，包括深度学习认识、学

习的驱动力、学习资源使用、知识建构理解、问题解

决能力、沟通交流情况等6个维度14个条目，评分

采用Likert5级计分法，量表总分为14～70分，得分

越高表示深度学习情况越好。该量表Cronbachα系

数0.792，KMO系数0.922，数据信度质量较好。

1.2.2 调查方法 征得学校和研究对象同意后，正

式测试前调查员统一指导语控制情境，要求护生匿

名、独立、如实填写，剔除无效问卷后当场回收。所

有数据收集均由双人录入以保证资料的正确性。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8.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偏态分

布计量资料采用中位数和四分位数间距描述，用

x±s表示，关系检验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检验

水准为α=0.05，P < 0.05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本科护生在线微课程中的学习投入、网络深度

学习调查情况（见表1）

表1 学习投入及网络深度学习量表评分（x±s，n = 80）

项目

学习投入总分

动机投入

精力投入

专注投入

深度学习总分

深度学习认识

学习的驱动力

学习资源使用

知识建构理解

问题解决能力

沟通交流情况

条目数

17

6

6

5

14

3

3

2

2

2

2

维度评分

46.70±6.98

18.96±3.12

14.46±3.54

15.55±3.95

49.20±5.39

10.24±1.63

9.92±1.52

7.20±1.07

6.70±1.30

6.53±1.32

6.21±1.25

条目均分

2.72±0.91

3.15±0.65

2.75±0.61

2.83±0.57

3.50±0.63

3.85±0.62

3.28±0.61

3.59±0.50

3.25±0.44

3.26±0.52

3.16±0.63

2.2 护理本科生在线微课程中的学习投入特征对其深度学习影响的Pearson相关分析（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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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护理本科生在线微课程中学习投入的分析以

及深度学习的价值

在学习中，学习投入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是制

约学习质量的一个关键因素。作为反映学习者在

学习过程中的参与程度和情感契合的状况[2，7]，学

习投入不仅可以衡量学习者参与学习活动的水

平，还可以反映学习者的学习效果[8，9]。深度学习

是当代学习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作为一种强

调学习者积极主动学习的理论框架[10]，深度学习指

向迁移运用和问题解决，追求学习者学习目标更

加多样化和学习过程的结果属性，强调将新知融

入已有的知识和经验中，达成知识的再建构和复

杂信息的整合[11]，从而形成专业高阶思维的运用。

因此有学者认为[12]，衡量学习效果的核心要素为学

生的深度学习水平。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时代教育

形式的不断推进，依托微信平台的在线微课程为

护理学教育模式优化提供了新的路径。与传统教

学形式相比，在线微课程使护理教学计划不受时

间、场地限制，减少教师压力的同时也为学生提供

了重要的辅助学习资源，学生们可以随时随地自

主完成学习，体现了虚拟社交的便捷性、高效性特

点[13，14]，更加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符合以核心

素养为背景的医学课程改革思路。然而学习方式

的改变也带来一系列问题，网络教育的自由属性

和以学生为中心的目标属性[15]，相对于传统教学形

式，对学生学习投入、网络深度学习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现阶段如何解决护理在线微课程中存在的

学习投入度不足的问题，以科学的教育心理学理

论为基础，使学生的深度学习在网络课堂上真实

有效发生，应该成为医学院校对护理教育管理者

和教育实践者的迫切要求。

3.2 在线微课程中本科护生学习投入、深度学习的

相关性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本科护生学习投入总分为

（46.70±6.98）分，具体维度、条目的调查结果反映，

护生在线微课程教学中精力投入、专注投入的水平

低，部分学生在网络学习中，来自于本能的全身心

投入状态不足，心理和情感上自主开发意识不明

确，学习情绪不高，学习过程中无法做到科学设定

学习目标，没有能够合理安排学习进度，在主动寻

找资源、主动与同学分享交流方面的习惯有所欠

缺。以上结果，体现了大多数本科护生未能形成较

高水平的学习投入度。本研究结果显示，本科护生

网络深度学习总分为（49.20±5.39）分，深度学习的

具体维度中，“深度学习认识”和“学习资源使用”维

度得分较高，说明本科护生在微课形式下具备一定

的深度学习目标属性，能够利用信息网络获取对自

己有价值的知识信息，具备一定的信息转化能力，

使浅层学习方式中的简单描述、长时记忆、重复记

忆等表现正常。本研究显示，深度学习量表中的

“知识建构理解”、“问题解决能力”和“沟通交流情

况”维度得分较低，可能是护生在没有外力驱动的

前提下，积极主动地进行批判式学习，通过批判理

解、信息整合的意识或态度不强，导致在线学习任

务中无法尽早完成情景迁移和对新旧知识的关联

构建，学以致用能力得不到显现，这对深度学习均

产生负面影响。通过Pearson分析，显示本科护生在

线微课程中学习投入总分及其各维度得分与网络

深度学习总分及多数因子分呈正相关关系（P <0.05

或<0.01），这些结果显示，网络微课中的学习投入是

护生自身网络深度学习建立（和或）提升的重要影

响因素。

4 结语

本研究结果提示，学习投入特征符合网络教育

教学的规律，是有价值有规律的人格特征内涵。在

网络教育不断深入的前提下，本科护生在线学习投

入满足学习深度的过程属性。提高在线学习效果，

可以从恰当关注和培养护生的学习投入入手。当

表2 学习投入与深度学习的相关性分析（n = 80）

项目

学习投入总分

动机投入

精力投入

专注投入

深度学习
总分

0.2671)

0.3221)

0.2471)

0.3351)

深度学习
认识

0.1251)

0.1071)

0.1211)

0.263

学习的驱
动力

0.2931)

0.3171)

0.1931)

0.4591)

学习资源
使用

0.2511)

0.2511)

0.2511)

0.1721)

知识建构
理解

0.5311)

0.2721)

0.5311)

0.1501)

问题解决
能力

0.3271)

0.3271)

0.3271)

0.2601)

沟通交流
情况

0.1091)

0.1151)

0.021

0.058

注：1)为P < 0.05；

·· 67



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Medical University 07. 2021，Vol. 43 No. S1

在线学习任务中有更多的学习投入水平产生后，将

对自主学习起着驱动作用，这些结果必然对其深度

学习产生影响；会引发护生思维主动性及探索意识

增加，从而有助于开阔想象空间，使认知、反思、人

际等心理维度的核心素养得到提升，有利于正确学

习决策和解决问题。综上所述，护理本科生在线微

课程中的学习投入对深度学习发展具有重要现实

意义，医学院校护理管理者和教育者应重视对本科

护生的学习投入引导，从而有益于其网络深度学习

能力及绩效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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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专教联合模式在手术室新入职护士培养中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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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室作为医院的一个重要部门，是手术治疗

和抢救危重症患者的关键场所[1]。近几年来，随着

外科学的快速发展，对手术室护士专业能力要求日

益提高，常规手术量以及急诊手术量的增加，对手

术室护理质量及工作效率的要求越来越高[2]，培养

优秀的手术室新入职护士已成为手术室护理培训

工作关注的重点[3]。手术室作为专科性较强的学

科，往往不实行轮转培养，而是在手术室独立完成

培养计划。我院手术室在以往的培养中采用传统

一站式导师带教模式，培养形式单一，带教导师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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