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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带教是每一个护理学生正式成为医护人

员的必经过程。感染病科是医院一个特殊的科室，

专业性强，需要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采取合适的护

理方式[1]。因此，重视感染病科护理带教，有助于提

升学生的护理质量，给予患者更优质的护理[2，3]。本

次研究将启发式教学联合案例式教学应用到感染

病科护理带教中，并与常规教学方式进行对比，观

察教学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9年1 月至2019年11 月义

乌市中心医院感染病科护理临床实习生80 例，其中

男性 5 例、女性 75 例；年龄 20～25 岁，平均（21.75±
0.53）岁。纳入标准为：①全日制护理专业本科生；

②自愿参与本课题研究；③能够独立完成评估问

卷。并剔除：①缺课3 次及以上者；②对本次研究内

容不感兴趣者或拒绝参加者。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观察组和对照组各40 例。观察组中男性2 例、女性

38 例；年龄 20～25 岁，平均年龄（21.61±0.57）岁；对

照组中男性 3 例、女性 37 例；年龄 20～25 岁，平均

年龄（21.88±0.41）岁。两组实习生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
1.2 教学方法 对照组采取传统方式进行护理带

教，包括制作教学课件、基本知识讲解、实践操作示

范。教学时长共为 2 周。观察组采取启发式教学联

合案例式教学的方式进行护理带教。具体内容包

括：①了解学生基础护理知识掌握情况：首先通过提

问的方式，了解学生对学校课程的掌握程度，有关感

染性疾病、院内感染的相关知识基础，以及常用的护

理技能，具备开展启发教学和案例教学的条件；②设

计教学内容：以教学大纲为基础，理顺教学思路，根

据学生基础知识掌握情况设置教学重难点，合理安

排教学进度和实践教学进度；③运用问题、比喻等方

式对学生进行启发式教学：设问是一种激发学生学

习积极性的启发教学方式，课程初始应以问题导入

新知识，例如：感染病科护理与其它科室护理最主要

的区别在哪？促进学生主动思考并加深对知识点的

理解；比喻启发是将抽象概念具体化，例如讲解心电

图原理时，将其比喻成电压计，让学生更容易理解；

④选择合适教学案例对学生进行讲解：选择典型的

住院病历，对患者的病因进行讲解，延伸到护理方式

的选择与实施，以及取得的护理成效；⑤选择合适的

临床病历对学生进行讲解：选取合适的住院病历，在

学生面前进行实际护理操作，联系课堂中教授的知

识点，加深学生理解；⑥分组交流：结束基础知识讲

解和实践操作后，让学生以 4 人小组的方式进行交

流，带教老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记录，并进行统

一答疑。教学时长共为2 周。

1.3 观察指标 两组学员在教学结束后，进行考

核。①两组护理能力比较：带教老师在入科前和出

科时，对学生的护理能力进行总体评价，包括知识

运用能力、学习能力和临床应变能力三个方面，各

占 40 分、30 分、30 分，总分 100 分；②两组实践考

核错误统计：统计两组学生在护理实践结业考试中

所犯的共性错误次数，如病历书写不规范、病史采

集有缺漏、无菌观念不强、自身防护意识弱、查体不

熟练；③两组对教学方法的满意度评价：护理带教

结束后对学生行满意度调查，通过本院自拟护理带

教满意度评分表，涵盖带教老师解决问题、授课、沟

通、实际操作讲解，总分为 100 分，得分≥80 分为满

意；得分 60~79 分为基本满意，得分＜60 分为不满

意；总满意率=（满意+基本满意）/总人数×100%。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9.0统计学软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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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

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2检

验或Fisher检验。设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护理能力考核比较见表1
表1 两组护理能力考核比较/分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入科前

出科时

入科前

出科时

知识运用能力

27.62±2.17

35.21±3.23*#

27.44±2.34

32.17±3.08*

学习能力

18.33±2.15

25.74±3.05*#

18.51±2.87

21.08±3.16*

临床应变能力

19.13±1.87

28.25±2.64*#

19.08±1.44

23.82±2.69*

注：*：与入科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出科时比较，P＜0.05。

由表 1 可见，入科前，两组学生知识运用、学

习、临床应变的考核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分别=0.36、0.32、0.13，P均＞0.05）。出科时，两

组学生知识运用、学习、临床应变的考核分均高于

入 科 前（t 分 别 =12.34、12.56、17.83；7.73、3.81、
9.83，P均＜0.05）；且观察组学生的护理能力评分

均高于对照组学生（t分别=4.31、6.71、7.34，P均＜

0.05）。
2.2 两组实践考核错误统计见表2

由表 2可见，观察组学生在实践考核中出现病

历书写不规范、查体不熟练、病史采集有缺漏、无菌

观念和自身防护意识弱的情况少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均＜0.05）。

表2 两组实践考核错误统计/例（%）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n

40

40

病历书写不规范

1（ 2.50）*

6（15.00）

查体不熟练

2（ 5.00）*

10（25.00）

病史采集有缺漏

1（ 2.50）*

7（17.50）

无菌观念不强

1（ 2.50）*

8（20.00）

自身防护意识弱

0 *

4（10.00）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2.3 两组对教学方法的满意度评价见表3

表3 两组对教学方法的满意度评价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n

40

40

满意/例

36

22

基本满意

/例

2

8

不满意/例

2

10

总满意率

/例（%）

38（95.00）*

30（75.00）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由表 3可见，观察组学生对教学方式的满意率

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28，P＜
0.05）。
3 讨论

临床带教是每位护理学生的必修课，正如临床

实习的医学生一样，只有经过实际操作才能完全理

解和运用课本上的护理知识，为今后证实成为一名

医护人员打下坚实基础。临床带教的教学方式非

常多，一般是理论与实践课程相结合，考虑到感染

病科护理的特殊性，护理人员接触到的患者可能具

有传染性疾病或重症感染情况，本次研究提出应加

强学生的自主防范意识，设计了探究启发式教学联

合案例式教学相结合的临床带教方式，并比较其与

常规教学的异同。

胡霞等[4]研究中利用启发式临床教学对低年资

护士进行培训，激发其学习积极性，通过实践提高

了其护理能力。启发式教学就是以所学知识为主，

运用不同的教学手段，如提问、归纳、比喻启发的方

式，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

力[5]。案例式教学以实际案例为主，分析病人出现

的情况及正确的护理方式，让学生将所学知识加以

应用，提高其应变能力。赵月飞等[6]通过对实际病

例和既往病例的分析，在康复科临床带教的教学中

取得较高的教学满意度。

本次研究中，观察组在实践技能考核中出错更

少（P均＜0.05），提示探究启发式联合案例式教学

可以明显减少感染病科带教学生的错误，推测学生

经过启发教学的设问引导，以及教师的启发式讲解

能更好地掌握基础知识；经过既往病例和实际病例

的案例分析，深化理解了护理知识，提高了实际操

作能力；同时在教学结束之前的分组讨论，让学生

有机会交流合作、查漏补缺，减少了实践技能考核

中出错的情况，与既往研究结论相似[7]。谢晓花等[8]

的研究指出模拟演练可以较好地提高产科护理人

员应变能力。本次研究中，观察组学生在知识运

用、学习、临床应变三个方面的护理能力评价均高

于对照组学生（P均＜0.05），说明与常规带教方式

相比，启发式教学联合案例式教学可以明显提高学

生的护理能力，推测是案例分析丰富了学生的临床
（下转第2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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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亲情化、实用型遵医建议，降低遵医行为落实难

度[12]，与李玉云[9]取得了一致性研究意见。

综上所述，采用微信载体化亲情延续护理干预

儿童变应性鼻炎，可明显提升其疾控遵医度，改善

其鼻炎症状与生活质量。本次研究存在一些不足

之处，如未实现盲法、样本量较少等，今后将尝试增

加样本量以期获得更可靠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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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经验，提高其应变能力；启发式教学深化了学

生的知识的运用，加强其学习能力。最后，两组学

生通过问卷对本次护理带教进行评价，发现观察组

学生满意度更高（P＜0.05），说明与常规护理带教相

比，结合学生实际情况设计课程、以兴趣为导向的

教学、寻找案例分析的带教方式得到了学生的好

评，为今后感染病科护理带教方式提供新思路。本

次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选例较少，有待扩大学生样

本进一步验证启发式教学联合案例式教学在感染

病科学生带教中的作用。

综上所述，启发式教学联合案例式教学有助于

提高感染病科带教学生的基础知识、实践操作的考

核分数，减少实践操作中的错误，提高护理能力，教

学满意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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