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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效能感是Ｂａｎｄｕｒａ社会认知理论中的核心概念
［１］，护

理学生的一般自我效能感成为近年众多学者关注热点［２３］。研

究显示农村学生的一般自我效能感低于城市学生［４］。讨论式

教学是在欧美大学课堂中流行的一种教学方式，是学生为某一

问题而与教师共同讨论的一种交互式教学路径［５］。讨论式教

学法能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主动性，增强学习责任感，这种教

学法在国内部分大学课堂运用，教学效果良好［５７］，但有关该教

学对护理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未见报道。本研究旨在

探讨讨论式教学法是否对护理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产生影响，

以及不同户籍护理学生接受讨论式教学后，自我效能的改变是

否有区别，为护理教学改革提供理论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３＋２”高职转段

后４个班级护理学生１７８人为研究对象，采用单盲法将上述护

理学生随机分为讨论式教学组和传统教学组，接受讨论式教学

的护理学生人数９０人，同时，讨论式教学组按照户籍不同分为

农村组和城市组，研究对象均接受同一教师一个学期的临床课

程授课，课程为具有丰富教学经验教师担任。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授课方法　讨论式教学组采用讨论式教学方法，传统

教学组采用传统讲授式教学方法，两组学生授课时数、重点均

相同。讨论式教学方法：上课前告知所要授课内容或临床病

例，设立与授课内容或病例相关的问题，让同学借助各种可用

资源查找答案，并整理成一套答案相关的资料。上课时分小

组，每组指定一位同学作为代表发言，发言结束后同学或老师

可以提问并讨论，最后由老师总结，概括并归纳本次上课的重

点及难点。

１．２．２　调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在课程实施前后

分别对学生进行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问卷调查。当场讲解填

写方法并回收，讨论式组与传统教学组问卷回收分别为８６份

及８４份，有效回收率分别为９５．５％及９５．４％。

１．２．３　调查工具　一般自我效能感作为讨论式教学评价指

标。中文版《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ＧＳＥＳ）评价系统教学设计

是否能提高学生的一般自我效能感，该量表共１０项问题，被证

实有良好信度及效度。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１．０软件对结果进行统计分

析。计量资料采用狓±狊表示，两样本均数的比较采用狋检验。

以犘＜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护理学生男女生构成比　护理学生男女生构成比显示：

讨论式教学组与传统教学组男生比例分别为 ５．４５％ 和

５．００％，经比较，两组学生中性别构成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

２．２　讨论式教学和传统教学对护理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影响

的比较　两组一般自我效能感评分情况如下，讨论式教学组教

学前后为（２２．５２±３．５３）、（２５．６９±３．５３）分，教学前后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自我效能感差值为（３．１７±０．５１）

分；传统教学组教学前后为（２２．７７±３．２４）、（２３．７４±３．２４）分，

教学后高于教学前，但两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自我效能感差值（０．９７±０．２１）与讨论式教学组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２．３　不同户籍护理学生教学前后一般自我效能感比较　进一

步对讨论式教学组农村与城市护理学生教学前后一般自我效

能感差值进行比较，发现农村组教学前后自我效能感分值分别

为（２１．３６±２．６５）、（２５．６１±３．９８）分，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犘＜０．０５），城市组教学前后分别为（２４．６６±３．９８）、

（２５．８３±５．５６）分，尽管教学后自我效能感分值有提高，但两者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农村组、城市组自我效能

差值分别为（４．１２±１．２３）、（１．１６±０．４５）分，两者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３　讨　　论

自我效能指人们对自己行动的控制或主导。反映了一种

个体能采取适当的行动面对环境挑战的信念，它以自信的观点

看待个体处理生活中各种压力的能力。

有研究指出自我效能感与个体心理健康存正相关。高自

我效能感的个体，在应对困难时一般信心十足，有坚持到底的

精神。而自我效能感较低的个体常常怀疑自己的能力，在困难

面前表现得比较消极，容易放弃努力，从而影响个体的心理健

康［８９］。就护理学生而言，他们的心理健康将直接影响未来的

护理工作［１０］，护士保持心理健康是护患关系和谐的关键［１１］，

而护患关系的和谐是提高护理质量、避免或减少医疗事故、医

疗纠纷的重要保障。

本研究首次发现，在临床护理教学中，采用讨论式教学法

有助于提高学生的一般自我效能感。从表１可以看出，尽管两

种教学方法均提高了护理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但采用讨论式

教学方法的护理学生，其一般自我效能感提高值高于传统教学

组，这可能与讨论式教学法的特点有关。与传统的课堂教学相

比，它具有鲜明的特点：（１）互动性。讨论式采用教与学双向交

流方式，使学生学习变得更富有主动性。（２）民主性。讨论式

教学法不必拘泥于师尊和权威，完全畅所欲言，为学生建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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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开放的、宽松的、积极的学习空间。（３）激励性。讨论式教

学方法营造了学生教师、学生学生的双向互动，帮助学生充

分理解和吸收知识。从讨论式教学法的特点看出，该教学方法

能从多种途径为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培养提供平台，如激发学

生学习积极性、主动性、锻炼学生表达能力等，让学生在解决问

题中获得成就感［１２］。

同时，本研究还发现，将护理学生按照不同户籍分为农村

组与城市组，在教学前，农村组护理学生一般自我效能感明显

低于城市组，但是在进行讨论式教学后，农村组自我效能提高

值明显高于城市组，提示对农村学生采用讨论式教学，充分调

动了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让他们在学习中获得成就

感，锻炼了自信心，这也许是讨论式教学影响农村学生的原因

之一，当然，讨论式教学影响护士自我效能的具体原因有待进

一步研究。

总之，讨论式教学法有助于改善护理学生一般自我效能

感，对农村学生的自我效能的影响尤为明显，提示这种教方法

值得在护理教学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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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素养是应用型人才必备的知识和技能。《医学信息检

索》课程以培养学生对医学信息资源的获取、评价和利用能力

为目标，课程的学习有助于学生在专业研究实践和文献检索两

个领域综合能力的提高，为其将来从事医学专业工作及继续教

育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教高［２００６］１６号文件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

质量的若干意见》已明确指出，高职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出一批

高素质的技能性人才”。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有明确的职

业针对性，课程改革是当前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核心任务，培

养高职学生的职业能力是高职课程改革的落脚点。所谓职业

能力是指除职业专门技术能力以外，职业人才所应具备的跨行

业、跨专业、跨职业的基本能力，分为“学习能力、工作能力、创

新思维能力”３个方面。信息处理能力是学生核心职业能力框

架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同样也是《医学信息检索》课程的主要培

养目标。《医学信息检索》课程是为适应信息化社会人才需要

而开设的提高信息素养的主干课程，通过对高职高专层次《医

学信息检索》课程教学的设计研究，将有助于提高课程教学的

针对性、实效性，从而全面促进学生信息素养综合能力的提升。

下面就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医学信息检索》课程的教改实

践进行讨论。

１　课程设计的理念与思路

医学高职专科类院校教育呈现出学习面广、专业性强，学

生从业方向宽泛与不确定性等特点，因此，作者认为数字化环

境下的信息检索课教学应该是为学生专业学习服务、为今后就

业服务，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促进其就业竞争力。为此提出

了信息检索课程应着眼于学生的整个职业生涯，兼顾学生终身

学习以及适应职业变化的需要，进行职业核心能力培养的课程

设计理念。

高职校开设《医学信息检索》课程即非简单地开设一些帮

助学生利用图书馆、查阅资料的文献检索类选修课或讲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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