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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高教司在１９９８年制定的护理本科教育培养目标中

将护理教学和科研的初步能力作为毕业生应获得的知识和能

力之一，且国内很多院校将毕业论文作为护理本科生科研能力

考核的一项重要指标［１］。科研能力的培养是目前高等护理教

育中较薄弱的环节［２］，尽管护理本科生在学校完成了护理科研

的理论学习，但护生的科研能力偏低，科研意识不强［３］，导致学

生在撰写毕业论文方面存在着许多问题，出现毕业论文水平偏

低的现象。如何提高学生的毕业论文水平，更好地让学生得到

科研思维的训练，成为护理教育界普遍关注的问题。ＰＳＢＨ即

“解决问题，促进健康”，由美国Ｄｒｅｙｆｕｓ健康基金会发起和组

织的一个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的健康问题解决活动，它也是一

种思维方式，其解决问题的方式与护理科研是相通的，ＰＳＢＨ

对问题解决的方法、过程与护理科研的实践是相一致的。ＰＳ

ＢＨ强调利用所能获得的现有的资源去解决小型的、现实的、

力所能及的健康问题，较好地引导研究者进入科研领域，较为

完整地体会和实践科研的过程，在实践中循序渐进、连贯系统

地培养科研能力［４５］。为此，本研究将ＰＳＢＨ引入到护理本科

生的毕业论文指导的过程中，以期为探索有效的护理本科生毕

业论文指导方法提供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本学院２００７届护理专业本科毕业生，共

１８２名。随机分成两组，其中实验组６２人，对照组１２０人。年

龄２１～２３岁，女生占９５．６１％，男生占４．３９％。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制定ＰＳＢＨ培训内容　ＰＳＢＨ培训内容主要包括４个

方面：ＰＳＢＨ概况、哲理和使命等的介绍、选择健康问题的思

维，拟定解决问题的方案，制定行动方案，明确评价指标和方

法［６］。

１．２．２　实施　实验组采用ＰＳＢＨ指导方式，对照组采用传统

的论文指导形式。在给学生培训前组织课题组老师学习ＰＳ

ＢＨ，讨论并制定ＰＳＢＨ训练流程，见图１。

图１　　护理本科生ＰＳＢＨ训练流程

１．２．３　ＰＳＢＨ效果评价　自行设计“ＰＳＢＨ培训调查问卷”对

ＰＳＢＨ培训和效果进行评价，该问卷内容包括学生对研究选

题、科研设计、发现健康问题、资料收集、统计分析和论文写作

等步骤，以及对ＰＳＢＨ培训班课程安排、教学效果和整体效果

评价２个部分。每个条目按“很好、较好、一般、没有”４级评

分，另设有一个开放性问题让学生自由补充回答。于２０１１年

６月初发放给学生，随毕业论文一起回收，回收有效问卷６０

份，有效率９６．７７％。另外对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毕业论文成

绩、毕业论文选题类型进行比较。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进行数据分析和统计处

理。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用百分比进行描述性统计，研究数据

处理采用χ
２ 检验、狋检验。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学生对ＰＳＢＨ培训效果的评价　调查显示９８．３１％学生

对ＰＳＢＨ培训课程、科研指导的整体效果持肯定态度，通过培

训课程认为自己较好掌握 ＰＳＢＨ 方法的占７１．１９％。有

７１．１９％的学生认为使用ＰＳＢＨ 可帮助发现需解决的健康问

题。认为ＰＳＢＨ 对研究课题选题有较好启发的学生占８３．

０５％，而认为对科研设计有较好指导作用的仅占３８．９８％。在

对查阅文献、资料收集及正确运用统计学方法方面认为有较好

启发的分别占６９．４９％和７２．８８％，有６６．１０％的学生认为对论

文撰写有较好的帮助。在课程安排上，学生认为比较合理占

５２．５４％。在培训中，对讨论法、案例法的教学效果达到较好以

上的占５０．８４％。

２．２　两组毕业论文成绩比较　实验组毕业论文成绩７９．９７±

５．８９与对照组７８．６２±６．１５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５）。

２．３　两组毕业论文类型比较　两组学生毕业论文选题在实验

研究论文和综述两类的选择上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

０．０１）。见表１。

表１　　两组毕业论文类型比较［狀（％）］

项目 实验组（狀＝６２） 对照组（狀＝１２０） χ
２ 犘

实验研究论文 １６（２５．８１） １２（１０．００） ７．８５ ＜０．０１

调查研究 １９（３０．６５） ２２（１８．３３） ３．５５ ＞０．０５

护理实践总结 １４（２２．５８） ３２（２６．６７） ０．３６ ＞０．０５

理论研讨 ５（８．０６） １１（９．１７） ０．０６ ＞０．０５

个案报告 ３（４．８４） ５（４．１７） ０．０３ ＞０．０５

综述 ５（８．０６） ３８（３１．６７） １２．６２＜０．０１

３　讨　　论

３．１　ＰＳＢＨ培训可有效引导学生护理科研的开展　ＰＳＢＨ的

实施过程是以“解决问题，促进健康”为目的科研思维模式，它

的立足点是“利用现有的资源去解决小型的、现实的、力所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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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健康问题”，引导学生从自己最关注、易解决的问题着手，循

序渐进的深入护理科研。但ＰＳＢＨ 仍有不同于科研的地方，

其强调的是引导，在研究内容、方法、过程等方面不及科研要求

的严谨，它用浅显易懂的方法教会学生护理科研的完整步骤，

且易于学生理解掌握，而不是一开始用高深的科研方法、手段

将学生拒之门外。从本课题的调查显示，９８．３１％学生对ＰＳ

ＢＨ培训课程、科研指导的整体效果持肯定态度；认为有助于

发现健康问题的占７１．１９％，对选题有较好启发的占８３．０５％。

可以看出学生通过ＰＳＢＨ 培训指导，能够去发现需要解决的

健康问题，形成研究的方案，而不是在选题的时候显得茫然无

助。而且课题组将ＰＳＢＨ 培训安排在学生实习之前，通过培

训后，学生可以带着初拟定“需要解决的问题”进入临床实习。

在实习过程中再和指导老师进行讨论，进一步完善选题及研究

方案的设计。让学生有充分的准备进入临床课题的研究，这样

既可增加学生对科学研究的兴趣，也能保证学生毕业论文的顺

利完成。

３．２　ＰＳＢＨ培训有助于学生科研思维的培养　护理本科层次

的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应重在过程的实践［７］，并不需要学生

去做高深和复杂的研究，对学生科研思维的训练才是培养学生

科研能力的初衷。本调查显示两组学生毕业论文成绩无显著

差异，而在论文类型中，实验组撰写实验研究论文的人数明显

高于对照组（犘＜０．０１），且撰写综述的人数低于对照组（犘＜

０．０１）。可以看出ＰＳＢＨ能够帮助学生获得去探究临床问题的

方法，发现自己研究的兴趣点，以至学生选择研究性课题的较

多。这可能与在ＰＳＢＨ 培训中引入临床实例，分析如何去发

现问题，确定问题；怎样设计研究方案；在缺少研究经费的情况

下如何通过现有的资源去解决问题；通过讨论帮助学生找到合

适的选题等有关。这样的过程对学生的科研思维能力训练起

到较好的引导作用。为此，在后期调查中学生普遍反映应将

ＰＳＢＨ的方法融入到《护理科研》课程中，这样便于更好的掌握

和运用ＰＳＢＨ，指导其撰写毕业论文。

３．３　ＰＳＢＨ指导中的不足　由于ＰＳＢＨ 课程培训的时间较

短，护生在校期间从提出观点、讨论、确定选题到进入临床实习

的时间仅有１个月，一半左右的学生认为课程时间安排上欠合

理，教学方法上还需要作进一步改进。因此在下一步研究中，

需进一步修订、完善ＰＳＢＨ培训方案，根据情况适当延长培训

时间，改进教学方法。然后再次进一步验证ＰＳＢＨ的可行性。

总之，通过ＰＳＢＨ对护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和训练，可使护

生进一步掌握护理科研程序，体会到护理科研的精髓，激发护

生关注和参与护理科研工作的兴趣，为今后的护理科研探索、

创新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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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护理学课程的最终目的是让护生获得照顾患者所需

的最基本的知识和技能，其内容的重点是基础护理操作［１］。在

操作教学中如何采取良好的教学方法有效提高学生的基础护

理操作技能及综合能力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情境教学法

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有目的地引入或创设具有一定情绪色

彩的、以形象为主体的生动具体的场景，以引起学生一定的态

度体验，从而帮助学生理解教材，并使学生的心理机能得到发

展的教学方法［２］。为了使学生更好地掌握基础护理操作技能，

培养临床思维能力，提高综合能力，缩短学校与临床的距离，在

成都医学院２００９级护理专业本科学生的基础护理操作教学中

引入情境教学法，探讨其对学生学习积极性、操作技能、沟通及

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等方面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取随机整群抽样方法从成都医学院２００９级自

然分班的本科护理专业二年级的４个班中，抽取１个班为对照

组，共５９名，全部为女生，年龄（２０．１８±０．８２）岁；１个班为观

察组，共６０名，全部为女生，年龄（２０．６７±１．１２）岁。两组学生

均为２００９年全国高考统招学生，学制均为４年，且两组学生年

龄、性别、先修课程、教材选择、教学内容、教学学时（包括实验

课时比例）、授课教师以及从事护理工作意愿等方面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教学方法

１．２．１．１　对照组　采取常规教学方法，讲解演示分组模仿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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