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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基于Orem自护模式的自主学习任务单的设计，及其在本科护生《健康评估》教学中的应用

效果。方法：整群抽样选取2019级4个班本科护生，将班级随机抽签分为研究组125人和对照组104人，

研究组基于自护模式设计自主学习任务单并应用于教学，对照组采用传统的教师讲授法。课程前后分别

比较两组的教学效果。结果：研究组课程理论成绩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两组教学

后相比较、研究组教学前后比较，护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总分及自我管理、人际沟通、计划和实施维度，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研究组教学前后比较，护生的学习投入总分、行为投入维度，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 < 0.05)。结论：基于自护模式对自主学习任务单进行设计，并运用于健康评估教学中，可有

效提升护生的理论成绩、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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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design of self-learning task list based on Orem self-care model and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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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effect in the teaching of health assessment for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Me-
thod: Four classes of 2019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were selected by convenient sampling 
method. The class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125 students in the research group and 104 stu-
d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research group designed a self-learning task list based on the 
self-care model and applied it to teaching, and the control group adopted the traditional teacher 
teaching method. The teaching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the 
course. Result: The course theory scores of the research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
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mparing the two groups 
after teaching and comparing the research group before and after teaching, it was foun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total score of nursing students’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and 
the dimensions of self-management,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P < 0.05); Comparing the study group before and after teaching,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total score of learning investment and the dimension of behavior investment of nursing stu-
dents (P < 0.05). Conclusion: The self-learning task list based on the self-care model and applying 
it to the teaching of health assessmen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auto-
nomous learning ability and learning investment of nursing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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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信息时代的蓬勃发展加速了护理专业的知识更新，人民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也要求护理人员不断

用新知识、新技能、新理念武装自己。护生作为公众健康需求服务的未来主力军，不仅要有扎实的理论

知识和临床技能，还要具备主动学习的自主学习能力，以适应不断更迭的医疗环境。但当下大学生自主

学习能力不强的教学实际[1] [2] [3]，使课堂的教学效果与教学目标难以匹配。翻转课堂通过对传统课堂

的“逆序创新”，引导学生对知识进行主动建构，其对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良好效果，在相关研究

[4] [5]中已有所印证，而翻转课堂开展的核心保障依托于合理的自主学习任务单，它是教师为帮助学生达

成学习目标或攻克难点，有条理地布置学习任务，学生需要自主完成的任务清单[6]，是学习效果的重要

影响因素。Orem 的自护概念最早于 1959 年提出，经过不断发展，现已成为护理教学和临床护理的重要

指导模式，该模式认为个人应对其健康负责，护理的最终目标是恢复和增强个体乃至整个社会的自护能

力[7]，这与自主学习任务单的对象一致：自护模式提倡“以病人为中心”，自主学习任务单强调“以学

生为中心”，二者的对象都是整体人，且注重整体人的社会性和发展性；其次，二者的本质相同，均需

要护患、师生观念及角色关系的转变，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达到提高自护(自学)能力的目的；

再次，二者的目标一致：自护模式旨在恢复健康，提升健康质量，学习任务单则注重保障学生的基础习

得能力，同时提升高阶学力如自主学习能力，均为保障输出，提升能力；最后，二者的保障条件相契合：

都需要护士与患者、教师与学生在知识、信念、行为方面共同制定计划，共同执行和完成以实现预期目

标。基于上述思考，本研究在护理本科生《健康评估》教学中，以 Orem 的自护模式为指导理念，对自

主学习任务单进行了合理地设计与应用，取得了良好效果。现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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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选取我校 2019 级 4 个护理本科班为研究对象，均为四年制全国统招本科生。采用抽签法进行随机分

组，1、2 班为研究组，采用基于自主学习任务单的翻转课堂教学法，3、4 班为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师讲

授为主的教学法。研究组 125 人，女 112 人，男 13 人，年龄 18~22 (19.57 ± 0.74)岁；对照组 104 人，女

97 人，男 7 人，年龄 18~22 (19.76 ± 0.79)岁。两组性别、年龄比较，χ2 = 0.095、t = 1.761，均 P > 0.05，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2. 教学方法 

2.2.1. 基于 Orem 自护模式设计自主学习任务单 
自护理论、自护缺陷理论和护理系统理论共同构成了自护模式。Orem 指出，当患者的自护力量小于

自护需要时，就产生了自护缺陷，此时需要护士发挥自身的护理力量，提供帮助并与患者形成协作、互

补关系，即构成护理系统[7]。根据这一主要观点，为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需评价其与自主学习任

务之间是否存在差值，当前者小于后者时，就产生了自主学习能力不足，教师需要提供辅助–教育系统

以帮助其完成自主学习活动。再结合《健康评估》课程特点，在分析相关文献[8] [9]的基础上，经由教学

专家指导、教师团队研讨，最终确立自主学习任务单的结构包括自主学习目标、自主学习任务、自我学

习评价、困惑与建议四个部分。具体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Design concept of autonomous learning task list based on Orem 
self-protection mode 
图 1. 基于 Orem 自护模式的自主学习任务单的设计理念 

 
具体而言，第一部分为自主学习目标，包括课程名称、达成目标、学习方法与建议、学习形式预告

四项内容。其中达成目标是教师基于课程特点、教学规律及学生学情分析的综合性、创造性设计。 
第二部分是自主学习任务。Orem 将人的治疗性自护需要分为一般性自护需要、成长的自护需要、健

康欠佳的自护需要 3 类[7]。为逐步提升学生的能力水平，依据自护需要的内容，遵循难度适宜原则，教

学团队将自主学习任务对应设计为：① 一般的任务，即基础自测题，包括填空题、单选题、名词解释等

测试形式，用以检验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② 发展的任务，即能力提升题，主要以案例分析的形

式进行，教师选取典型临床病例，依据达成目标设置问题，学生针对病例和问题，收集、整理、分析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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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资料，供课堂讨论所用。在问题设置上，除了涉及专科护理知识外，还增加了课程思政元素，以实现

专业课程“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③ 能力欠佳的任务，即合作学习形式。Orem 认为，自我护理的获

得可通过彼此间的交流沟通获得，同时人的自护能力在相互传递中会得到体现和提高[7]。因此，将学生

组建为异质学习小组，引导小组成员在收集病例、查阅资料的基础上，针对学习任务，借助情境模拟(角
色扮演或使用标准化病人)、视频录制、多媒体课件制作等形式设计课堂展示方案。在任务难度上，考虑

到《健康评估》课程的桥梁作用，学生除了学会本门课程相关知识外，还需要自行学习《成人护理学》、

《内外科护理学》等专科护理教材，以熟悉相应疾病的发病原因、临床表现、检查方法及注意事项等内

容，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自主学习任务单的第三部分是自我学习评价，学生根据学习目标自我检测学习效果，同时需完成包

括文献扩展阅读和思维导图绘制两个子任务在内的思维训练，旨在进一步巩固知识结构，实现有意义的

学习。 
第四部分为困惑与建议，即发现自主学习能力不足之处，是学生在完成自主学习任务后，根据

个人学习实际形成的问题反馈，教师则依据动态、恰当的反馈和建议，对课堂教学方法和内容及时

进行调整，以弥补其因能力不足所致的知识遗漏及欠缺。以乳房为例，自主学习任务单的内容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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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Breast autonomous learning task list 
图 2. 乳房自主学习任务单 

2.2.2. 基于 Orem 自护模式的自主学习任务单的教学实践 
1) 课前学生分组：依据自护模式中“人的自护能力具有教育性、协作性和渐进性”的观点，为更好

地发挥和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也为实现学习小组资源配置的最优化，本研究将学生按照成绩排序

法(优秀、良好、合格)进行异质随机分组[3]，参考依据是学生已学的《解剖学》、《生理学》、《护理

学导论》、《基础护理学》等相关基础课程的期末考试平均成绩，保证每组成员 3~4 人(优秀 1 人、良好

1~2 人、合格 1 人)，8 组为一个教学单位。 
2) 课前自主学习阶段：开课前 1 周教师将自主学习任务单发布于班级“学习通”中，学生参考任务

单中的学习方法与建议，自由选择时间阅读教材、观看慕课等视频资源、查找文献，及时完成自主学习

任务单中的各项学习任务。教师全程关注学生的学习进度，及时解答学生疑问、收集学生建议。学生在

开课前 24h 通过学习平台提交学习任务，教师依据学生任务完成情况，做出教学策略的调整。 
3) 课堂实施阶段：以翻转课堂的形式开展教学。Orem 提出，当患者有能力完成自我照护活动时，

护士需提供“辅助–教育系统”。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是组织者和促进者，需要给学生创设轻松稳

定的教学情境，从而促使其潜能得到最大发挥。据此，将课堂具体实施步骤设置为基础知识前测、小组

展示、课堂总结 3 部分，每次 2~3 个学时：① 线上课前检测，帮助学生对自身学习效果形成直观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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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5 min。② 学生展示，以异质小组为单位进行小组展示和案例讨论互动，小组展示时长约为 25~30 min；
案例讨论约 20 min，讨论结束后组内推选代表进行总结发言，约 10 min。③ 教师引导学生对学习内容进

行总结，强化重点知识，解答难点问题，约 15 min。 
4) 课后反馈阶段：学生根据自主学习任务单完成度，对合作小组成员进行组内互评，同时对课堂展

示小组进行组间互评，量化数据计入最终成绩。 

2.3. 评价方法 

2.3.1. 课程考核 
研究组与对照组学生均进行理论考试与操作考试。理论考试：使用相同试卷进行闭卷考试，时长 2

小时，满分 100 分。操作考试：从相同题库中由学生自行抽签决定考试内容，由同一监考教师团队负责，

采用同一评分标准。 

2.3.2. 护生自主学习能力测评 
采用护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量表进行评价，包括学习动机、计划和实施、自我管理、人际沟通 4 个

维度，共 20 个条目。各条目采用 Likert5 级计分法，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计 1~5 分，

总分 20~100 分，得分越高表示自主学习能力越强[10]。总量表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16 [11]。由教师以

班级为单位分别在教学前及教学后在研究组和对照组发放问卷，并告知学生问卷结果不纳入考核，真实

填写即可。其中，研究组共发放问卷 125 份，收回 125 份，有效回收率为 100%，对照组共发放问卷 104
份，收回 97 份，有效回收率为 93.27%。 

2.3.3. 护生学习投入测评 
学习投入作为影响本科护生自主学习能力的重要心理机制引入本次研究。采用大学生学习投入问卷

进行评价，包括行为投入、认知投入、情绪投入 3 个维度，共 20 个条目。各条目采用 Likert5 级计分法，

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计 1~5 分，得分越高表示学习投入越高。总量表 Cronbach’s α系
数为 0.85 [12]。问卷发放方法及有效回收率同上。 

2.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2.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进行 t 检验，检验水准 α = 0.05。 

3. 结果 

3.1. 两组护生考试成绩比较 

见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of test scores between two groups of nursing students, x ± s 
表 1. 两组护生考试成绩比较分，x ± s 

组别 人数 理论成绩 操作成绩 

研究组 125 77.66 ± 5.56 80.30 ± 7.69 

对照组 104 70.82 ± 6.48 78.88 ± 8.41 
t  7.345 1.645 
P  0.000 0.093 

3.2. 两组护生自主学习能力得分比较 

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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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Comparison of scores of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between two groups of nursing students 
表 2. 两组护生自主学习能力得分比较 

组别 时间 自主学习能力 

  学习动机 自我管理 人际沟通 计划和实施 总分 

研究组 
(n = 125) 

教学后 22.51 ± 3.45 15.05 ± 2.55 15.06 ± 2.39 22.13 ± 3.66 74.75 ± 10.97 

教学前 21.78 ± 3.07 14.14 ± 1.85 14.34 ± 1.94 21.02 ± 2.78 71.28 ± 8.14 

 t1 1.688 3.094** 2.533* 2.593** 2.720* 

对照组 
(n = 97) 

教学后 21.85 ± 3.318 14.26 ± 2.23 14.21 ± 2.10 21.11 ± 3.37 71.44 ± 10.15 

教学前 21.44 ± 2.524 13.53 ± 1.92 13.80 ± 1.83 20.27 ± 2.51 69.03 ± 7.54 

 t1 0.956 2.405* 1.420 1.958 1.844 

 t2 1.366 2.293* 2.686* 2.022* 2.199* 

注：t1，组内教学前后比较，t2，两组教学后比较，*P < 0.05，**P < 0.01。 

3.3. 两组护生学习投入得分比较 

见表 3。 
 
Table 3. Comparison of learning engagement scores between two groups of nursing students 
表 3. 两组护生学习投入得分比较 

组别 时间 学习投入 

  行为投入 认知投入 情绪投入 总分 

研究组 
(n = 125) 

教学后 20.06 ± 4.26 24.22 ± 5.06 23.44 ± 4.71 67.72 ± 13.26 

教学前 18.68 ± 3.78 23.10 ± 4.05 22.32 ± 4.268 64.09 ± 11.34 

 t1 2.618** 1.851 1.896 2.228* 

对照组 
(n = 97) 

教学后 19.53 ± 4.00 23.84 ± 4.49 23.44 ± 4.60 66.80 ± 11.94 

教学前 18.94 ± 2.91 22.59 ± 3.87 22.41 ± 3.58 63.94 ± 9.44 

 t1 1.157 2.029* 1.706 1.820 

 t2 0.908 0.550 0.004 0.505 

注：t1，组内教学前后比较，t2，两组教学后比较，*P < 0.05，**P < 0.01。 

4. 讨论 

4.1. 有助于提高护生的课程成绩 

表 1 的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的理论成绩高于对照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这与孙玉梅

[4]、梁芳芳[13]的研究结果一致。这说明，基于 Orem 的自护模式设计科学、合理的自主学习任务单并应

用于教学，可有效提升本科护生的理论成绩。这是因为自护模式指导下设计的自主学习任务单，充分发

挥了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作用，调动了主动学习的积极性，激发其有意识地了解和满足自主学习需要，

帮助其在课前完成对基础知识的主动建构，并在课堂上通过教师的引导和同学间的互助，促进知识的内

化。特别是在自主学习任务单中还设置了思维导图绘制、案例分析两项学习任务，逐步改变了学生被动

接受的学习习惯，有效促进了知识目标的达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提升，从而帮助其提高学习成绩。而表

1 的研究结果也显示，研究组的操作考试成绩虽高于对照组，但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分析

原因可能是，目前操作课程主要采用教师先示教，学生后练习的传统教学方式，自主学习任务单在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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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中的实施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对动作技能的认知学习，但技能目标的达成有赖于相关操作的

重复练习，本研究尚未触及其根本。提示在日后教学中，在教学模式日益成熟的情况下，可考虑对实验

教学进行更加合理地设计，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4.2. 有利于培养护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由表 2 的自主学习能力测试结果可知，研究组在借助有效的自主学习任务单开展教学后，学生的自

主学习能力总分及自我管理、人际沟通、计划和实施维度的得分优于教学前；研究组与对照组相比，研

究组的上述指标同样优于对照组，两项数据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这与钟明利[14]、黄菲[15]
等的研究结果一致。这表明，自主学习任务单在翻转课堂中的合理应用，可有效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

力，逐步改善学生课前自主学习效率低的现状。本研究设计的自主学习任务单以 Orem 的自护需要为指

导，设定不同层级的学习任务，促使学生去制定计划和进行过程管理，提升了学生的设定计划、有效实

施和自我管理能力。同时，为完成小组合作任务，需要组员间相互协作和有效沟通，共同完成知识的建

构、情境的创设、理论的信息加工及应用，这一自主学习过程在隐性中提升了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人

际沟通能力。但表 2 的研究结果也显示，研究组学生的学习动机较对照组得分略高，且在教学后得分有

所提升，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分析原因可能是，学生暂未意识到《健康评估》课程在护理课

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致使其获取知识的内部学习动机不足；也可能是自主学习任务单设计的科学性和

艺术性仍有所不足，未能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其获得可维持的学习动机。 

4.3. 有效加强了护生的学习投入 

根据表 3 的结果可知，依据 Orem 的自护模式对自主学习任务单进行科学地设计与实施后，研究组

护生的学习投入总分、行为投入维度得分高于教学前，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这与郭建鹏[16]、
王洋[17]等的研究结果相一致，由此可知，基于 Orem 自护模式设计自主学习任务单，可以激发学生的学

习热情，引导其主动参与课前学习、积极参与课堂互动，从而有效提高学习投入，特别是行为投入。同

时，相关研究也表明，大学生学习投入越多，他们各方面的学习收获就越好[17]，这与本研究中护生课程

成绩的提高和自主学习能力有所提升的结果相吻合。而学习投入中的行为投入主要考虑大学生的课堂表

现、课外参与学习以及投身专业实践等方面的情况[12]，本研究通过对自主学习任务单中学习任务的合理

设置，满足了不同学习能力学生的差异化需求，激发了其主动参与课前学习和课堂互动的积极性，使其

行为投入有显著提高。但表 3 也显示，研究组在翻转课堂教学后，护生的认知投入、情绪投入得分虽有

所提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这可能与学生的学习策略有关，而学习策略的改进是一个螺旋

提升的过程，无法在短期的课程学习中有所展现。此外，表 3 的研究结果还显示，与对照组相比，虽然

研究组学生的学习投入及各子项目得分均略高，但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这可能是因为《健康

评估》课程知识点琐碎，且学习难度较大，护生若想取得较好成绩，在课堂内外都需要投入较大精力，

同时因为研究组和对照组为同批次、同专业的学生，在认知投入和情绪投入上相似，故两组学生的学习

投入无显著差异。 

5. 小结 

Orem 的自护模式经过不断发展，现已成为护理教学和临床实践的重要指导模式，本研究在其理论指

导下，对《健康评估》课程的自主学习任务单进行了设计与应用，研究结果表明，该形式提高了学生的

学习成绩，并有效提升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投入。但因实践经验有限，本研究的视野主要聚焦

于理论教学，操作教学的效果有待验证，同时，如何更好地将自护模式与自主学习任务单相融合以提高

https://doi.org/10.12677/ns.2023.123054


商丽 等 
 

 

DOI: 10.12677/ns.2023.123054 389 护理学 
 

其科学性和应用的艺术性，在日后的教学中仍需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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