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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线上线下混合式经典案例教学法在护生临床实践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方法：将2020年5月~2021
年4月实习的123名护生作为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法；2021年5月~2022年4月实习的128名护生作为观

察组，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经典案例教学法。比较两组的理论成绩、综合能力评价、评判性思维能力及

教学满意度。结果：观察组护生理论成绩(P < 0.001)、综合能力评价(P < 0.05)、评判性思维能力(P < 0.001)
及教学满意度(P < 0.05)高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对护生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经典案例教学法

有利于培养护生的临床综合能力和评判性思维能力，激发学习兴趣，提高护生理论成绩和教学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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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online and offline hybrid classical case teaching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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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d in clinical practice teaching of nursing students. Method: 123 nursing students who practiced 
from May 2020 to April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e-
thod was adopted.128 nursing students who practiced from May 2021 to April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mbined online and offline classic case teaching method was 
adopted. The theoretical scores, comprehensive ability evaluation,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and 
teaching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 The theoretical scores (P < 0.001), 
comprehensive ability evaluation (P < 0.05),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P < 0.001) and teaching sa-
tisfaction (P < 0.05) of nursing stud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Conclusion: The combin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clas-
sical case teaching method for nursing students is beneficial to cultivate their clinical comprehen-
sive ability and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stimulate their learning interest, and improve their theo-
retical achievements and teaching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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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临床实习是护生从学校学习的延伸，是角色转换的关键时期，是今后步入临床护理工作的基石。传

统教学以教师为中心学生被动接受知识[1]，而案例教学法(case based learning, CBL)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

法，它以案例作为教学媒介，以提高学生综合能力为目标的教学方法[2]，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从而

提高学生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3]。随着互联网技术在教学领域中的应用，迅速改变着

传统的教学方法。基于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方法是近几年教育界的热点研究[4]。本研究应用线上线下混

合式案例教学法对临床护生进行教学培训，以探讨其应用效果，现报告如下。 

2. 对象和方法 

2.1. 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本院临床实习的 251 名护生为研究对象。2020 年 5 月~2021 年 4 月实习的 123
名护生为对照组：男生 13 人，女生 110 人；学历：大专 81 人，本科 42 人；年龄为(21.9 ± 1.9)岁，采用

传统教学方法；2021 年 5 月~2022 年 4 月实习的 128 人护生为观察组，男生 12 人，女生 111 人；学历：

大专 85 人，本科 43 人；年龄为(21.3 ± 1.8)岁，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经典案例教学方法。排除标准：中

途中断实习者。两组护生性别、年龄、学历等一般资料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2.2. 方法 

2.2.1. 成立临床护生教学改革小组 
由分管护理教学主任任组长，各护理单元带教干事任小组秘书，组员由护士长挑选具有本科学历、

专科工作时间为 5 年以上、有教学经验的主管护师以上职称 3~5 人组成。 

2.2.2. 临床经典案例的设计与筛选 
经典案例的选择由护理部部署，由临床带教干事根据案例的代表性、复杂性、是否疑难、危重或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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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等进行分类，侧重选择具有护理创新、体现护理价值、具有可借鉴的经验教训或具有警示作用的真

实案例进行分析整理，并最终选择 10 个重点病种作为带教标准案例。由带教干事和带教老师负责 10 个

典型案例教案编写，制定案例内容、提问方法和案例讨论重点等。案例设计的核心要素：① 真实性，是

指案例应考虑现实中床护理情境，叙述中应穿插适量干扰内容，逐步揭示主题，直指中心；② 相关性，

是指案例中的故事情境需与护生的知识水平、学习目标相关；③ 参与性，是指案例内容应足够丰富，能

让学生从多角度发现问题并参与讨论；④ 指导性，是指案例的编写时考虑临床实践的复杂性和护生知识

经验的有限性，案例应建立在护生在校所学知识基础上，在案例学习中让护生应用和逐步巩固已有的知

识；⑤ 挑战性，是指案例应有一定难度。 

2.2.3. 教学的实施 
对照组采用传统临床带教方法“讲授–演示–实践–考核”，对护生进行一对一老师跟班带教，每

科室实习时间 4 周，共实习 32~40 周，每周进行一次小讲课，每科室共 2 次，一次护理教学查房。讲课

内容为专科常见疾病 10 个案例，1 次教学查房，实习轮转前进行理论考核 1 次。 
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经典案例教学法：(1) 基础理论学习：带教干事负责接

待护生，入科第 1 周，将经典案例及相关理论知识通过掌医课堂 APP 发送给护生进行理论知识复习，带

教老师检查护生经典案例的掌握情况。(2) 实践能力培训：带教老师对护生进行一对一跟班带教，负责对

护生选取经典案例进行病史采集、病情观察、并发症处理等实践指导。(3) 案例汇报：汇报案例以典型案

例为主，其它案例为辅。护生在第 2 周、第 3 周周五下班前 30min 将所选案例向带教老师和带教干事进

行口头案例汇报，带教老师对护生存在的问题进行逐一分析和指导。(4) 案例讨论：讨论时间定于第四周

周五下午，由带教干事负责主持，带教老师和所有护生参加。要求老师提前 3 天选定案例，并提出重点

问题，指导学生查阅相关文献资料。① 案例回放：带教干事将准备好的课件进行播放讲解，或由护生回

顾事件详细经过。② 带教干事引导护生围绕案例进行思考，启发护生进行评判性思维，不断修正。将案

例中出现的违反制度或标准的事件进行明示，并结合案例提问。以压疮案例为例：“你上班交接骶尾部

皮肤情况是怎么样的？”“交接后你采取了哪些的措施？”“你上班期间，你是如何评估措施是否有效？”

“根据照片显示，在你上一班已经出现了渗出，中间有少量分泌物，对皮肤压疮的判断准确吗？”“你

没有查看，只是在你交接班的时候发现皮肤破损，你违反了那一项工作制度或标准？”③ 讨论：针对这

个案例，结合压疮诊疗规范，组织全体人员进行讨论在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如果在患者不能下床时，

及时进行压疮评分，悬挂警示牌，进行有效的干预，各班重视，就能避免本例压疮的发生。采用回顾性

思考如何避免，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④ 回顾：带教干事或带教老师结合案例，再次和大家回顾性学习

压疮诊疗规范，以加深印象，提高大家的安全防范意识。 

2.3. 观察指标 

2.3.1. 理论考核 
护生于各科室实习第 4 周参加出科理论考核，题型为例案例分析试题，共 5 题，每题 20 分，满分为

100 分，内容为常见专科常见疾病，每个大题包含 4 个小题目，内容涉及临床诊断、辅助检查、护理问

题、护理措施、健康指导等。 

2.3.2. 综合能力评价 
综合能力包括自主学习能力、沟通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及随机应变能力等 4 个维度，每个维度满分

25 分，满分 100 分，分数越高，表示护生综合能力越强。 

2.3.3. 评判性思维能力测量 
采用香港理工大学提供的评判性思维能力测量表(CTDI-CV) [5]对护生进行问卷调查，该量表包括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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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真相、开放思想、分析能力、系统化能力、评判性思维的自信心、求知欲、认知成熟度 7 个维度。每

个维度满分 60 分，总分 420 分，护生获得的分值越高，表明其评判性思维能力则越强。 

2.3.4. 带教满意度 
采用自制临床护生对带教满意度调查表进行护生护理带教满意度评价，该量表共包括 4 个维度 25 个

条目，每个条目采用 1~4 分 likert 4 级计分法，满分 100 分，评分≥95 分为非常满意，评分 86~94 分为满

意，评分≤85 分为不满意。满意度 = (非常满意 + 满意) / 人数 × 100%。 

2.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量资料以( X  ± s)表示，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

料以(%)表示，比较采用 2χ 检验，P < 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两组护生理论成绩比较 

观察组护生入科理论成绩比较，无统计学意义；观察组出科理论成绩高于对照组(P < 0.001)，有统计

学意义，见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oretical scores of nursing students in two groups ( X  ± s, points) 
表 1. 两组护生出科理论成绩比较( X  ± s，分) 

组别 人数 入科成绩 出科成绩 T P 

观察组 128 74.45 ± 5.68 82.38 ± 6.57 −3.243 0.002 

对照组 123 71.86 ± 5.58 74.53 ± 4.74 −1.937 0.073 

T 1.687 3.676  

P 值 0.089 0.001  

3.2. 两组护生综合能力评分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comprehensive ability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nursing students ( X  ± s, points) 
表 2. 两组护生综合能力评分比较( X  ± s，分) 

项目 观察组(N = 128) 对照组(N = 123) T P 

自主学习能力 21.85 ± 1.15 18.17 ± 0.53 5.469 <0.05 

激发思维能力 21.16 ± 0.79 19.41 ± 0.86 5.165 <0.05 

解决问题能力 22.17 ± 0.67 19.95 ± 1.22 6.661 <0.05 

随机应变能力 21.94 ± 1.03 18.21 ± 1.32 5.919 <0.05 

 
观察组自主学习能力、激发思维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及随机应便能力均高于对照组(P < 0.05)，见

表 2。 

3.3. 两组护生教学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护生带教满意度 96.88% (124/128)高于对照组的 88.62% (109/12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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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两组护生评判性思维能力评分比较 

观察组中评判性思维能力各项指标分数均显著高于对照组(<0.001)，见表 3。 
 
Table 3. Comparison of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scores between two groups of nursing students ( X  ± s, points) 
表 3. 两组护生评判性思维能力评分比较( X  ± s，分) 

项目 观察组(N = 128) 对照组(N = 123) T P 

寻求真相 37.56 ± 8.68 33.14 ± 7.23 6.435 <0.001 

开放思想 38.96 ± 5.09 30.37 ± 5.13 11.914 <0.001 

分析能力 45.02 ± 4.87 32.77 ± 5.65 13.657 <0.001 

系统化能力 38.72 ± 6.43 33.49 ± 5.29 5.919 <0.001 

评判性思维自信心 42.38 ± 6.56 37.31 ± 5.56 5.471 <0.001 

求知欲 41.76 ± 7.14 34.22 ± 5.78 7.982 <0.001 

认知成熟度 38.43 ± 6.23 33.23 ± 5.35 4.344 <0.001 

总分 292.93 ± 30.04 234.53 ± 26.52 13.907 <0.001 

4. 讨论 

4.1. 提升护生专业水平及综合能力 

结果显示，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案例教学法的护生理论成绩高于传统教学组(P < 0.05)，护生的自主

学习能力、激发思维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及随机应便能力也高于对照组(P < 0.05)，观察组护生带教满意

度 96.88%，也高于对照组的 88.62% (P <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传统临床护理教学模式多采用“一

对一”带教方式，理论和操作教学相对独立及碎片化[6]，虽让护生全面地了解疾病相关知识，但护生在

带教教师过程中“填鸭式”被动接受，课程内容单一、僵化死板，未能养成独立思考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目前，越来越多的护理教育者，认识到传统教学的不足，并致力于临床教学改革从而达到更优的教学效

果。基于线上线下混合式的案例教学方法在课前通过掌医课堂 APP 发布教学任务和教学目标，让护生有

自主学习和思考时间；课中以护生为中心，教师根据案例进行启发式的引导，通过小组学习讨论的方式，

使学生主动投入案例中，探索、判断及分析问题，激发学习热情；同时，教师及时纠正护生错误言论，

补充指导难点问题；课后护生在临床实践中遇到相似案例可举一反三，有利于对所学知识的理解、记忆

及掌握，促进知识内化。因此，在培养护生评判性思维、自主学习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及随机应便能力

等方面，有着传统讲授教学难以比拟的优势，本研究与齐梦影[7]研究一致。同时，案例教学法促进教师

教学内容的思考、教学方式改革、教学材料更新，从而使教师向更高层次的教学努力。 

4.2. 提高护生的评判思维能力 

《护理学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提出教学方法和实践教学的改革研究，培养学生具有初步运用

评判性思维能力[8]。评判性思维是个体能灵活地运用现有的经验及知识，面临床的问题时选择最优解决

方法，在反思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推理，在复杂情景中做出合理的判断[9]。Anuja 等[10]认为批判性思维

是护理学生的核心能力之一，并且案例教学可以培养学生这一方面的能力。案例教学让护生置身于真实

情景当中，多维度、多角度分析问题，在分析及讨论中获取知识和经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11]，提升临床思维的水平[12]。多项研究表明[13] [14] [15]，案例教学组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明显

高于传统教学组。Helms [16]把案例教学称为“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法”，他特别强调利用真实场景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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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促进学生主动参与讨论和做出独立判断的能力，以及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本研究也表明，观察

组护生评判性思维能力的寻求真相、开放思想、分析能力、系统化能力、评判性思维自信心、求知欲、

认知成熟度 7 个维度的评分均高于对照组，表明案例教学法可以提高护生的评判性思维能力(<0.001)。案

例的质量是案例教学的关键，本研究通过临床教学专家组的层层筛选的经典案例组成的案例库，在一定

程度上保证了案例的质量，更有利于护生批判思维能力的培养。 

4.3. 激发护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满意度 

将筛选的案例库上传至掌医课堂 APP 网络教学平台，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让护生的

碎片化时间有效地利用起来[17]，经典案例能够使枯燥的理论知识变地更生动，通过线上案例推送、相关

知识的探讨，使单调的学习模式和教学过程变得更为有趣；其提供的真实情景，会让护生快速地进入临

床护士角色[18]，使护生有身临现场的感受，带来新鲜感、创新性，激发学习兴趣，调动学习的好奇心。

课中，师生的互动学习与探讨，并将各个知识点串联起来，同时解答了护生自学的过程中存在的疑惑，

满足探知的渴望，最终提高了教学满意度。 
综上所述，对护生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经典案例教学法有利于培养护生的临床综合能力、评判性思

维能力，激发学习兴趣，提高护生理论成绩和教学满意度。线上线下混合式经典案例教学法虽然得到了

大部分护生的认可，但是极少数护生在教学满意度评价中反馈其参与积极性不高，个别案例编制偏难等

问题，而部分护生在学习行为、学习习惯方面并不理想，导致自我感觉学习负担重，课前未做充分准备，

故课中学习效果差，带教老师还需要提前评估学生学习情况，督促指导完成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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