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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通过访谈了解护生在病理生理学实验过程中的真实体验与感受，探究病理生理学实验中存在的问

题，并提出改进的措施，提高护生在病理生理学实验中的学习效果。方法：运用质性研究中的访谈法，

对15名2020级护理本科生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并记录访谈资料，整理分析资料后提炼主题，得出结果。

结果：通过访谈，护生对病理生理学实验有以下感受：有益于提高自身能力；有益于树立正确生命价值

观；有益于为临床工作奠定基础；有益于培养耐心和谨慎态度；实验成功率低。结论：通过对护生的访
谈，揭示出存在的两个问题：护生对实验细节把控不够，教师在实验前应该仔细讲解实验细节；护生不

熟悉实验设备，教师在实验前应该讲解实验设备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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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real experience and feelings of nursing students in the proces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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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ophysiology experiments through interviews, explor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athophy-
siology experiments, and put forward improvement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learning effect of 
nursing students in the pathophysiology experiments. Methods: Using the interview method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a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was conducted with 15 nursing undergraduates 
of the 2020 grade, and the interview data were recorded. Results: Through the interviews, nursing 
students had the following feelings about the pathophysiological experiment: it is beneficial to 
improve their own ability; it is beneficial to establish correct life values; it is beneficial to lay a 
foundation for clinical work; it is beneficial to cultivate patience and cautious attitude; the success 
rate of the experiment is low. Conclusion: Through the interviews with nursing students, two prob-
lems were revealed: nursing students did not have enough control over the experimental details, 
and teachers should explain the experimental details carefully before the experiment; Nursing stu-
dents are not familiar with experimental equipment, and teachers should explain how to use the 
experimental equipment before the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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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病理生理学是医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是研究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功能和代谢变化的规律以及

机制的学科，主要是为了揭示疾病的本质，为疾病的预防、诊疗提供理论和实验依据[1] [2] [3]。病理生

理学是联系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桥梁”，学习病理生理学需要对基础医学课程中的知识进行多重整

合、分析、归纳[4]，需要医学生有逻辑思维能力。此外，教师需要引导学生运用逻辑思维能力解决临床

问题，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合作的能力。护生不仅要学习关于病理生理学的理论知识，而且要做病理

生理学实验。理论来源于实验研究，实验课可以验证课堂中所学的理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才能更深

入地了解一些常见疾病的发病过程及其机制。病理生理学实验是病理生理学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是培养医学生的重要环节，也是培养学生基本实验技能、实践与创新能力、提高综合素质的基本途径[5] 
[6]。病理生理学实验通过动物实验来锻炼和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因为医学生接触实验动物有限，

在接触实验动物前，教师应教导学生尊重生命，掌握规范的操作，杜绝一切损害动物的行为[7]。本研究

主要探讨护生对病理生理学实验的真实感受与体验，并对实验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为后期该课程更

好地讲授提供可靠的依据，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 

2. 研究对象和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 15 位 2020 级护理学专业本科生作为访谈的对象。 

2.2. 研究方法 

通过查阅文献，列出访谈提纲：① 你在做病理生理学实验时有什么感受？② 通过病理生理学实验，

你有什么启发？③ 你在病理生理学实验过程中有什么困难？如何处理？④ 你认为实验内容哪些部分需

要老师详细讲解？⑤ 你认为该实验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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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资料收集方法 

采用访谈法收集资料：访谈前，访谈者要征得受访者同意并请受访者签署知情同意书。访谈时，选

择寂静的场合，以免受访过程受外界干扰；运用录音与记笔记相结合的方法记录访谈资料；密切关注受

访者表情的变化；为了保护受访者隐私，15 位受访者的姓名用编号 N1~N15 表示。 

2.4. 资料分析方法 

访谈结束后 24 h 内将录音内容转为文字。采用 Colaizzi 七步分析法分析资料[8]：首先要多次阅读访谈

的全部资料，提取与本研究相符的阐述内容，对重要且有意义的内容进行编码；汇总编码后的内容，然后

写出详细的描述，归类有相似含义的语句，升华主题；最后让受访者核实，确保资料的准确性与真实性。 

3. 结果 

通过访谈，得出以下 5 个感受：有益于提高自身能力；有益于树立正确生命价值观；有益于为临床

工作奠定基础；有益于培养耐心和谨慎态度；实验成功率低。 

3.1. 感受 1：有益于提高自身能力 

3.1.1. 提高团队协作能力 
N3：“在做实验的过程中，六个人一个小组，对动物进行实验的过程中，往往需要小组合作完成实

验，这样提高了我的团队协作能力，相互配合，发挥团队协作的力量。”N9：“在用兔子做实验时，需

要对兔子耳缘静脉注射乌拉坦进行麻醉，而这时需要一个人控制针管缓慢注入乌拉坦，一个人控制针头。

以及在钝性分离组织时，也需要小组协作完成实验步骤。”N12：“发挥团队的精神，护生之间互帮互

助，可以提高实验效率，达到实验目的。” 

3.1.2. 提高自主学习的能力 
N8：“在做实验时，对于某一步骤的操作不太清楚时，我会再次认真看实验操作步骤的视频，了解

下一步该如何操作。”N12：“对于实验中有些操作步骤的原理不太清楚，我会查阅教科书或者是用手

机百度，这样我对知识的记忆就更加的深刻。” 

3.1.3. 提高了沟通能力 
N1：“在实验过程中，小组协作完成实验的时候需要进行沟通，比如沟通实验的步骤该如何进行，

在某一步骤应该注意那些方面才能提高实验的效率，这些都需要进行护生间的相互沟通，提高了自身语

言表达能力。”N6：“在实验过程中，对于自己不清楚的操作步骤，向老师询问的时候，也需要与老师

进行沟通，这也提高了与老师之间的沟通能力。” 

3.2. 感受 2：有益于树立正确生命价值观 

N4：“在实验结束时，也需要结束兔子的生命，就向兔子身体里注射一管空气，兔子在我手中几秒

钟它就可以丧失一切的知觉，从生到死也增强了我对生命的敬畏感。”N7：“做实验时应该尽量做到力

量干脆减轻对动物的伤害，敬畏生命。”N6：“小动物也是一个生命体，当小动物收到了伤害的时候，

它们也会感到害怕与恐慌，因此在抓取动物以及对动物进行实验时，应该运用正确的方法，尽量对动物

温柔，尊重动物的生命。”N11：“我做实验时感觉，整个过程时间太久，身体有些劳累，解剖兔子时

有些血腥，杀死兔子时，感觉生命挺脆弱的。”如果粗暴的对待小动物，可能会使小动物处于应激的状

态，从而影响实验最终数据[9]。通过病理生理学实验，护生意识到了生命的脆弱，护生尊重生命，培养

了护生良好的伦理素养，使护生树立正确的生命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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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感受 3：有益于为临床工作奠定基础 

N2：“在实验中可以使用手术器械，明白了手术器械什么时候用，该怎么用，就像止血钳是在剥离

器官以及动脉、静脉附近的黏膜需要用止血钳进行钝性分离，剪动脉的小口插动脉导管时，需要用眼科

剪。各种器械的用处不能胡乱使用。”N10：“如果只是理论的学习，学习难度会较大。整体的动物模

型可以全面体现临床一些疾病的特点及其变化规律，可以体现人类疾病的变化过程。”N13：“实验中，

通过对动物进行输液和抽血等基本操作，为以后学习和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4. 感受 4：有益于培养耐心和谨慎态度 

N5：“做病理生理学实验让我学会了疾病抢救的基本方法及步骤，培养了我严谨、认真的态度，对

剂量和规格等等更注意。”N8：“对我个人来说，在实验的过程中，那种细致的程度我可能不太喜欢，

比如说剪动脉开口以及结扎，因为这对我的耐心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锻炼了我的耐心程度。”N11：
“解剖动物时的具体细节，比如，在给兔子做动脉插管时，应该用动脉夹夹住血管的近心端，同时，应

提防插管掉落，防止造成血液的喷射。”N14：“比如说导电生物记录仪，对于动物四肢都有固定的位

置，一旦错误就会导致实验失败。”N15：“麻醉动物时，注射乌拉坦的速度应该要把控好，否则会造

成动物的死亡。” 

3.5. 感受 5：实验成功率低 

N1：“因为刚开始做实验，对实验的流程不太清楚，这时会寻求老师的帮助，在之后的几次实验中

就明白了该怎么操作。以及实验中的许多细节不太了解，会造成手忙脚乱的，以及各种的心理因素，导

致慌张，还是因为操作不太熟练，造成了动物的死亡。”N6：“还有一个困难是，每次做完气管插管以

及连接好了实验的仪器之后，我们对测量数据的仪器设备不够了解，这时就需要老师的帮忙，就会造成

时间的浪费，降低了实验的效率。”N13：“老师在讲课时，对于实验步骤的讲解还是不够详细，讲的

比较笼统，老师可以对实验中要注意的细节应该详细讲解，减少实验中不必要的麻烦，提高实验的效率。

以及动静脉是如何快速找到，因为每只动物会有结构上的差异，动静脉位置有所不同，这需要老师在实

验前讲解一下。” 

4. 讨论 

病理生理学实验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对实验基本原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实验仪器的使用熟练

程度、仪器数据的检测和统计分析等要求非常严格，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可能导致试验的失败。在

实验中，为了解决护生在实验中遇到的问题，需要教师和护生的共同努力。1) 在实验开始之前，教师应该

详细讲解操作步骤。2) 在播放实验视频的时候，在关键步骤应该停顿并强调，使学生记忆更加深刻。3) 应
讲解实验成功的标志，这样可以对实验有一个把控。4) 应多讲解因实验步骤或细节的疏忽而造成实验失败

的案例，提高实验的成功率。5) 应教导护生如何正确调试生物信号采集系统，避免护生出现心理上的慌张，

节省实验时间，提高实验效率。6) 在讲授知识时，应该拓展实验教学内容的广度和深度、延伸实验教学的

时间与空间[10] [11]。7) 护生在实验课前，应对本次实验进行初步的了解，为实验课提供良好的基础。8) 护
生可以通过超星学习通、腾讯课堂、智慧树等网络教学平台提前预习[12] [13] [14]，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对

实验中的难点、重点及注意事项进行了解。9) 做实验时，应该认真细心，提高实验的成功率。 

5. 结论 

通过访谈护生对病理生理学实验的感受与体验，得出以下结论：1) 通过实验，护生提高了多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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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树立了尊重生命、敬畏生命的价值观，为今后临床工作奠定基础，培养了耐心和对科学谨慎的态

度。2) 对于实验中的存在的问题，需要教师与护生共同解决。由于病理生理学的特点，教学中应更加重

视培养学生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应采用更加多元化的教学方式[15] [16]，改革教学方式方法，

提高教学质量，充分利用信息化教学资源[17] [18] [19]，激发护生学习的兴趣与潜能[20]。通过培养学生

科研、临床思维与综合分析等能力，积极创造条件，调动学生的参与度与自主学习的积极性，最大程度

地发挥病理生理学实验的优良效果，将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紧密联系起来，为学生进入临床阶段的学习

奠定基础，同时为临床培养更多具有高水平职业能力的专业护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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