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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以PBL为主导的早期接触临床教学模式在《外科护理学》教学中的探索式应用。方法：选取进入

临床实习的两个平行护理班作为研究对象，一个班为对照组，按照传统的教学授课模式进行教学；另一个

班作为实验组，以PBL为主导的早期接触临床教学模式进行教学。观察2组对象每次在教学完成后一周学习

效能情况和期末考试病例分析和技能测试成绩考评。结果：与对照组比较，实验组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评分

和学习行为效能感评分均升高，且随着教学时间的延长效果越明显(P < 0.05)。与对照组比较，实验组学生

在临床诊断、护理诊断、护理措施及治疗原则等方面成绩均明显升高，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实验组学生在护理病例书写能力、解决专业问题能力、护患关系处理能力及其他能力方面成绩均高于对照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实施以PBL为主导的早期接触临床教学模式在《外科护理学》教学

中可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和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能启发学生主动探索式学习，从而提高临床护理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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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s: To explore the exploratory application of early contact clinical teaching mode dominated by 
PBL in the teaching of Surgical Nursing. Methods: Two parallel nursing classes in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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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one class was the control group, which was taught ac-
cording to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Another class, a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taught in 
the early exposure clinical teaching mode dominated by PBL. The two groups of subjects were ob-
served one week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each teaching, learning efficacy, final examination case 
analysis and skill test score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scores of learning 
ability self-efficacy and learning behavior self-efficacy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increased, 
and the effect was more obvious with the extension of teaching time (P < 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scores of clinical diagnosis, nursing diagnosis, nursing measures and treatment 
principl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
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scores of nursing case writing ability, professional problem solving 
ability, nurse-patient relationship handling ability and other abiliti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s: The implementation of early contact clinical teaching mode dominated by PBL 
can improv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stimulate students’ desire for knowledge in the 
teaching of surgical nursing, and can inspire students’ dynamic exploratory learning, so as to im-
prove the quality of clinical nursing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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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临床实习中发现护理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能力普遍欠缺，如何在理论课教学期间提升课堂教学效果，

将理论与临床实际相结合，提高学生自主学习、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综合护理能力，是

护理教学需要重点突破的瓶颈。以问题为导向的学习(Problem-based Leaning, PBL) [1]和早期接触临床教

学[2]一直被认为能克服传统教育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弊端，增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早期接触临床的课

程安排，使处于基础医学学习阶段的护理学生一开始就能通过各种形式接触临床常规工作，进而对医疗

服务、医学研究，乃至整个职业生涯有一个初步的认识[3]。因此，我们实施了 PBL 教学与早期接触临床

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取得较好效果，现报道如下。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选取进入临床实习的两个平行护理班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均为女生。对照组 45
名，年龄 17~20 岁，平均(18.5 ± 1.2)岁；在校成绩 63~96 分，平均(79.1 ± 12.6)分。实验组 45 名，年龄

16~20 岁，平均(18.3 ± 1.1)岁；在校成绩 60~94 分，平均(78.4 ± 12.8)分。2 组对象性别、年龄、在校成绩

等资料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 > 0.05)，具有可比性。 

2.2. 方法 

2.2.1. 对照组 
按照传统的教学授课模式进行教学，即以案例为引导，由老师提出问题或思考题，然后带着问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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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理论授课，学生通过课堂理论课学习掌握课本知识，达到教学大纲要求。且每周临床见习 1 次。护理

专业课一般都是有见习课的，而且见习都有大纲，文章中的内容对读者借鉴意义不大。对照组为不安排

接触临床，显然不合适。 

2.2.2. 实验组 
按照以 PBL 为主导的早期接触临床教学模式进行教学。除了理论课教学外，组织学生进入临床与患

儿接触，了解病史，并展开人文关怀临床实践，再结合临床真实案例展开分组讨论式学习。具体过程如

下：首先组建合作学习小组，根据实验班人数随机分组，分为 5~6 组，每组组长由组内推荐产生。然后

实施临床教学过程：① 进入临床前：发放“健康评估表”，让学生明确本次学习的目的与重点，让学生

能有序的进行健康评估和病史资料采集。② 进入临床后：以小组为单位分别接触不同患儿，时间控制在

3 小时内。同时在临床专业护理带教老师或专业教师陪同下完成健康评估、病史资料采集等资料，并与

患儿及家长进行人文关怀与沟通交流等临床实践活动。③ PBL 讨论：利用课余时间，学生分组进行讨论，

围绕与患儿接触后的体会和采集的临床病例，提出护理评估、病因及发病机制、护理诊断、护理措施、

健康教育及人文伦理等问题，并由组长对上述问题进行分工，小组成员带着各自分工的问题查阅资料，

进行自主学习。④ 总结汇报与答辩：每组将讨论分析、自主学习搜集到的资料进行归纳总结，完成个案

汇报资料和 PPT 制作。教师组织以小组为单位的汇报及答辩会，由老师进行提问与点评。⑤ 个案报告：

每个人根据采集到的资料，独立完成一份个案分析报告，作为平时成绩的一部分。临床教学一个月。 

2.3. 效果评价 

1) 观察 2 组对象在每次教学完成后一周，采用自行设计的《学习效能问卷》量表进行调查。该量表

包括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和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两个独立的维度。每个维度有 11 道测题，问卷调查采用

5 点记分，采用五分制，分数越高效能感越高。问卷信度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99，内容效度系数为 0.78。
本研究发放学习效能问卷 90 份，回收问卷 90 份，有效回收率为 100%。2) 在期末采用教学考核的方法，

分别对 2 组进行病例分析和技能测试成绩考评。 

2.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1.0 软件分析。计量资料以( x s± )表示，采用 t 检验，符合正态分布且方差齐性的数据，

采用 AVONA 进行比较。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2 组学生在不同教学周学习效能问卷调查情况 

见表 1。与对照组比较，实验组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评分和学习行为效能感评分均升高，且随着教

学时间的延长效果越明显(P < 0.05)。 
 
Table 1.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learning efficacy of students in two groups in different teaching weeks ( x s± ) 
表 1. 2 组学生在不同教学周学习效能问卷调查情况( x s± ) 

 n  第一周 第二周 第三周 第四周 
对照组 45 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 27.2 ± 4.1 28.4 ± 4.3 29.8 ± 3.9 31.5 ± 3.6 

 45 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 28.1 ± 3.9 28.9 ± 4.2 30.6 ± 3.8 31.7 ± 4.1 

实验组 45 学习能力自我效能感 33.5 ± 4.0* 38.2 ± 4.3* 45.4 ± 3.2* 52.3 ± 3.9* 

 45 学习行为自我效能感 34.2 ± 3.8* 39.3 ± 3.9* 46.2 ± 3.6* 53.4 ± 3.8* 

注：与对照组比较，*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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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2 组学生期末考核病例分析成绩比较 

见表 2。与对照组比较，实验组学生在临床诊断、护理诊断、护理措施及治疗原则等成绩均明显升

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Table 2. Score ratio of case analysis in final examina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 x s± ) 
表 2. 2 组学生期末考核病例分析成绩比( x s± )   

组别 n 临床诊断(25 分) 护理诊断(25 分) 护理措施(25 分) 治疗原则(25 分) 总分(100 分) 

对照组 45 15.2 ± 4.3 16.1 ± 3.8 15.4 ± 4.3 10.4 ± 4.6 71.8 ± 6.8 

实验组 45 21.5 ± 3.1* 22.7 ± 3.4* 21.9 ± 2.7* 15.9 ± 3.7* 85.2 ± 7.1* 

注：与对照组比较，*P < 0.05。 

3.3. 2 组学生期末考核技能测试成绩比较 

见表 3。实验组学生在护理病例书写能力、解决专业问题能力、护患关系处理能力及其他能力成绩

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Table 3. Comparison of skills test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he final assessment ( x s± ) 
表 3. 2 组学生期末考核技能测试成绩比较( x s± ) 

组别 n 护理病例书写能力(20 分) 解决专业问题的能力(20 分) 护患关系处理能力(50 分) 其他能力(10 分) 

对照组 45 10.6 ± 3.9 9.8 ± 3.4 36.8 ± 6.3 6.4 ± 2.1 

实验组 45 16.1 ± 3.4* 15.6.7 ± 3.6* 45.2 ± 5.8* 8.7 ± 1.5* 

注：与对照组比较，*P < 0.05。 

4. 讨论 

传统外科护理教学是以课堂教学为主，传授系统的理论知识，学生到临床实习时才能将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有一定的局限性。护理学生在为期一年的临床实习中外科病房实习时间为 4 周。外科病房的布

局与成人病房有较大的区别，且外科护理专业性强，操作难度大，来自患者家属维权意识强，4 周的临

床实习时间除了适应环境，学生学习中操作锻炼机会非常少。且目前学生普遍存在沟通能力欠缺、法律

风险意识不强，给医院和带教老师带来很大压力，不利于医疗工作的有序进行。基于以上认识，传统的

教学方法已不适应对护理人才培养的需求，有必要对儿科护理课程教学进行改革。 
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Problem-based Leaning, PBL)是 19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医学教育先驱Barrow教授

首创的教学模式，其特点是打破学科界限，围绕问题编制综合课程，以塑造学生的独立自主性，培养创

新力和理解获取新知识、有效运用知识、解决新问题的能力为教学目标[4] [5]。但我国 PBL 教学仍存在

理论讲解比重大、与各种教学法融合不够等特点[6]。近年来，国外众多知名大学在护理教学中采用 PBL
和早期接触临床相结合的新型教学方式，突破传统 PBL 教学侧重理论到理论的教学模式，提高护生对护

理专业的感性认识，激发学习积极性，达到善于学习，乐于学习的目的。 
本研究采用以 PBL 为主导的早期接触临床教学模式进行教学，表 1 结果表明，实验组学习能力自我

效能感评分和学习行为效能感评分均升高，且随着教学时间的延长效果越明显(P < 0.05)。可见该教学方

法能以最大程度提高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掌握程度和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增强学生的参与感和成

就感，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自我学习效能。表 2 和表 3 结果表明，实验组学生在临床诊断、护理诊断、护

理措施及治疗原则等各项成绩均明显升高(P < 0.05)，尤其在护理病例书写能力、解决专业问题能力、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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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关系处理能力及其他能力明显提高(P < 0.05)。说明该教学模式能增强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

让学生意识到人际关系的正确处理方式，提高人文素养，逐渐提高学生向社会角色转变的信心。可见通

过将临床见习、个案分析和 PBL 教学有机结合在一起，打破理论与实践之间壁垒，探索提高学生知识、

技能和专业素养的新教学模式。 

5. 结论 

综上所述，实施以 PBL 为主导的早期接触临床教学模式在《外科护理学》教学中可提高学生学习的

兴趣和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能启发学生主动探索式学习，从而提高临床护理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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