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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教学模式下!大学生对自身的行为习惯和精神品质&

人文素养等自育行为和自育意识普遍不足!本科护生亦是如

此'

%

(

"+基础护理学,作为本科护生的首门专业课程!其教学理

念决定护生能否尽早养成适宜的学习策略&积极的学习态度&

坚定的专业情感"养成教育是指教育者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受

教育者进行长期的培养和训练!从而使受教育者通过自我控制

而形成的不需要外部监督就能表现出良好的心理素质&道德品

质和行为习惯的一种教育模式!是新时期教育改革的焦点'

"

(

"

然而因为缺乏针对性&特殊性!致使养成教育的成效仍不尽如

人意'

"

(

"结合护理专业注重临床实践!贴近临床情境的特点!

特在养成教育中融入客观结构化临床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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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R

%"

Î1R

是测试医学生知识&

技能的综合能力评估方法!为护生提供了安全&真实&公平&有

效的临床模拟实践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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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已是测试护生能力的教改

热点'

+

(

"

B

!

资料与方法

B(B

!

研究对象
!

采用整群抽样法!抽取广州医科大学
"3%"

级&

"3%5

级护理专业普本班全体护生为研究对象"

B(C

!

方法

B(C(B

!

分组
!

为避免伦理问题!体现教育公平!采用历史对照

试验"

"3%5

级护生为教改组!

"3%"

级护生为对照组"教改组

采用基于
Î1R

的养成教育教学模式!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

模式"

B(C(C

!

教改具体方法
!

遵循养成教育规范化&细目化&序列化

的原则"#

%

%前期准备"成立教改研究小组!成员包括护理教

育决策者#教育部高等学校护理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广

东省护理学会护理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两名&教学专家

#从事基础护理学教学十年以上!副高以上职称%两名&临床医

护人员两名&青年教师两名&在读博士研究生一名"教研组根

据文献回顾&调研!就+基础护理学,课程设置&教学单元的划

分&评价具体标准&具体情境案例设计&高仿真模拟设备应用&

标准化患者培训等方面进行论证!制订基于
Î1R

的养成教育

教学模式"#

"

%开课初期"开课前安排师生碰面会!确保护生

理解其意义与作用!了解课程设置!教学计划!评价模式"充分

重视护生的反馈建议!优化教学模式"#

5

%开课进程"在学习

进程中!将相关章节划分为一个大单元!一个单元的理论技能

学毕!即开展相应的
Î1R

!并在一周内安排
"

个学时的反馈

总结课!及时促进护生深刻反思!查漏补缺!强化学习效果"

B(!

!

观察指标
!

#

%

%+基础护理学,期末操作考核得分!考核形

式为案例式单人操作!两组监考老师&考核项目相同"#

"

%+基

础护理学,期末理论考试得分!考试形式为
"E

百分制闭卷考

试!由所有任课老师共同命题!涉及本学期教学的所有章节"

#

5

%教改组护生对该教改模式的评价!采用自编调查问卷形式!

涉及知识&态度&情感&行为四个维度!内容包括基护理论知识&

技能操作!临床决策!团队协作!批判性思维&人文关怀&沟通交

流!共
"5

个条目!采用赞成&中立&反对三级制评价"

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ISII""(3

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和分

析"对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作统计描述"教改组对教改模式

的评价用频数&百分比描述!两组在期末操作考核和理论考试

得分的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4

检验!检验水准
&

h3(3+

"

C

!

结
!!

果

C(B

!

一般资料
!

教改组
)4

人!对照组
+)

人"两组年龄
%&

!

"5

岁!平均#

"3(+,93('4

%岁"两组资料在性别&家庭背景&文

理分科&家庭成员&年龄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差异#

1

&

3(3+

%!

基线可比"见表
%

"

表
%

!!

教改组与对照组一般资料的比较

组别
性别#

&

%

男 女
!

"

1

家庭背景#

&

%

城镇 乡村
!

"

1

文理分科#

&

%

文科 理科
!

"

1

家庭成员#

&

%

独生 非独
!

"

1

年龄

#

O9E

!岁%

4 1

教改组
+ '& "(+5,3(%%% 5, 4) 3(33%3(&'' 4, 5) 3(%"'3('"% 53 +4 3(55,3(+," "3(4593(''%(%5+3("+)

对照组
) +3 "+ 55 53 ") %) 43 "3(,393(&4

45'5

重庆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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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第
4+

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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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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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3%+

年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本科类%*

"3%4

年广州医科大学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资助项目#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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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

两组在操作考核和理论考试得分的比较
!

得分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

1

%

3(3+

%!教改组得分均高于对照组"见表
"

"

教改组期末试卷难度为
3(,&

!区分度为
3(5%

!信度为
3('%

!对

照组期末试卷难度为
3(,+

!区分度为
3(54

!信度为
3('"

!均在

合理范围内"

C(!

!

护生对教改模式评价情况
!

教改组共发放
)4

份调查问

卷!回收
)4

份!回收率为
%33*

"护生对该教改模式评价较

高!各个条目的赞成度均大于
,3*

"绝大部分护生认为该模

式能提高理论与实践的联系!能促进批判性思维与临床决策的

发展!能强化专业思想!促进自主学习!提高学习趣味性!模式

设置合理&易于接受"见表
5

"

表
"

!!

教改组与对照组在期末操作考核

得分和理论考试得分的比较%

O9E

'分&

组别 人数 期末操作考核 期末理论考试

教改组
)4 )'(,+94(5+% '3()'9)(3+)

对照组
+) )+(+)9,('+) ,+(%"9&(&33

4 "(3,, 5()%3

1 3(34" 3(333

表
5

!!

教改组对,基础护理学-中基于
Î1R

的养成教育的评价#

&h)4

'

&

%

*

&$

项目 赞成 中立 反对

加深了对基护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运用
'3

#

)5(5

%

%5

#

%+(+

%

%

#

%("

%

加深了对人文关怀知识技能的理解与应用
,&

#

)"(%

%

%+

#

%'(&

%

3

加深了对人际沟通知识技能的理解与应用
,'

#

'&()

%

%%

#

%5(%

%

,

#

'(%

%

加深了基护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之间的联系
'+

#

)&(5

%

&

#

%3('

%

3

有助于学科之间知识的相互渗透
,%

#

'"(,

%

"%

#

"+(3

%

"

#

"(4

%

有助于提高对病情变化的观察判断能力
+4

#

,4(5

%

"4

#

")(,

%

,

#

'(%

%

有助于提高对复杂临床情境的临床决策能力
+4

#

,4(5

%

"5

#

"'(4

%

'

#

)(5

%

有助于提高对复杂临床情境的执行能力
'3

#

)5(5

%

%"

#

%4(5

%

"

#

"(4

%

有助于促进基础护理操作技能的综合掌握
'+

#

)&(5

%

)

#

&(+

%

%

#

%("

%

有助于促进批判性思维
+"

#

,%(&

%

")

#

55(5

%

4

#

4()

%

有助于强化专业思想
''

#

&%('

%

,

#

'(%

%

%

#

%("

%

有助于促进自主学习
,,

#

')(,

%

%'

#

"3("

%

%

#

%("

%

有助于促进团队协作
)%

#

&,(4

%

5

#

5(,

%

3

有助于提高基础护理学课程的学习趣味性
,+

#

''(4

%

%&

#

""(,

%

3

提供了展示基护学习效果的平台
'&

#

&4(3

%

+

#

,(3

%

3

促使自我对护理临床工作有了深层次的理解
+&

#

'3("

%

"5

#

"'(4

%

"

#

"(4

%

促使自我认为基护不是简单&机械地重复操作
'5

#

),(&

%

%3

#

%%(&

%

%

#

%("

%

带来的学习压力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

#

''(4

%

%)

#

"%(4

%

%

#

%("

%

考核形式方法合理
+'

#

,'(&

%

"5

#

"'(4

%

4

#

4()

%

该教学模式具有综合性
')

#

&"(&

%

,

#

'(%

%

3

该教学模式具有动态性
''

#

&%('

%

,

#

'(%

%

%

#

%("

%

乐意接受该教学模式
'4

#

))(%

%

%3

#

%%(&

%

3

该教学模式能提高基护课程整体教学效果
'%

#

)4(+

%

%"

#

%4(5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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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
Î1R

的养成教育能促使本科护生养成积极的学习

态度&自主的学习行为
!

国内研究显示
Î1R

是一种知识&技

能和态度并重的综合能力评估的方法'

,

(

"本研究结果与之趋

同"常规教学模式中护生的自主学习不足!在学习+基础护理

学,课程时学习目标和学习计划不清晰!缺乏学习的动力和积

极性!没有形成适合自己的学习策略!不知道怎样监控或评估

自己的学习过程'

'

(

"养成教育注重促使学生养成积极的学习

态度!自主的学习行为'

%

(

"

!(C

!

基于
Î1R

的养成教育能促使本科护生养成牢固的专业

思想
!

常规教学模式下!护生刻板遵照流程操作!与临床严重

脱节!护生也时常抱怨基护操作机械!技术含量低!以致专业思

想动摇"基于
Î1R

的养成教育模式下!护生对护理临床工作

有了深层次的理解!提高基护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促进批判性

思维与临床决策的发展!强化了专业思想"

!(!

!

基于
Î1R

的养成教育能促使本科护生获得较好的学习

效果
!

本研究结果显示!该教改模式下护生技能考核&理论考

试的得分较高"国外研究显示!设计精良的
Î1R

能有效&可

信的评价&促进护生临床技能'

5

(

"本研究与之趋同"国内有研

究显示!期末操作考核中采用
Î1R

!未能提高护生的操作技

+5'5

重庆医学
"3%,

年
&

月第
4+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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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研究结果与之不同"原因在于国内以往的
Î1R

往

往应用于毕业考核或课程的终末考核'

)2&

(

!此时学生的知识&技

能的学习已成定局!其功能倾向于评价和筛选!难以养成护生

积极的学习态度&自主的学习行为&良好的学习效果"本研究

主张在+基础护理学,中!将护理操作按单元划分进行多次

Î1R

!将考核嵌入学习进程!护生以考代练&以考促学!深入审

视自己学习的不足!更能体现养成教育的意义'

%3

(

"

!("

!

护生对基于
Î1R

的养成教育的评价与认可
!

本研究结

果显示!绝大部分护生赞同并认可该教改模式!认为其考核形

式合理!具有综合性&动态性及趣味性"国内外研究结果均认

为
Î1R

受到医学生欢迎与认可'

,

!

%%

(

"本研究结果与之趋同"

此外!本研究结果显示!护生认为该模式造成的学习压力在可

接受的范围内"国外研究显示!终结性
Î1R

会给学生带来一

定的学习压力'

%"2%5

(

"本研究结果与之略有不同"原因在于以

往的
Î1R

是终结性考核'

)2&

(

!一考定音!造成护生学习压力

大!不利于建立愉悦积极的学习氛围"本研究提出在+基础护

理学,中!将护理操作按单元划分进行多次
Î1R

!将终结性

Î1R

的利害关系分散!缓解护生的应考压力"

综上所述!为养成护生牢固的专业思想&积极的学习态度&

自主的学习行为&良好的学习效果!并促使护生能依据临床情

境!进行批判性思维!应用护理知识!做出临床决策!娴熟进行

操作!+基础护理学,应进行基于
Î1R

的养成教育教学改革!

培养适合社会需求的高素质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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