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学影像视野-的教学理念#要求影像资料真实地反映临床诊

断实际#收集病例时#纳入不同检查技术*不同序列或增强时

相*连续多幅断面图像以及随访资料#力求使用户看到完整*全

面的病例$

综上所述#儿童医学影像教育网的构建#可供临床和影像

医师学习之需$今后将继续完善网站功能#充实病例库#把网

站办成儿科影像学习园地$

参考文献

'

!

( 陈先在
2

浅谈网络教学'

\

(

2

长春教育学院学报#

./!!

#

.8

!

9

"%

!1.%!112

'

.

( 胡玉川#李振辉#崔光彬
2

重视医学影像网络资源教育和

发展'

\

(

2

放射学实践#

./!1

#

.9

!

!.

"%

!../%!...2

'

1

(

FQ\H>=H

#

\H`H< X

#

=X]YW\X2A+I7IPIB'4L

B'5(4)4

CO

KI'3+(7

C

L()I*

'

\

(

2H&\F4I7K

C

I74)

#

./!.

#

!"9

%

881%880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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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产是一门专业性*技术性*操作性和实践性很强的临床

学科'

!

(

$国际助产士联盟!

V=[

"通过对
!8

个国家的调查将

助产士的核心能力定义为,在助产教育和实践背景下#助产从

业人员能够胜任助产岗位所表现出来的知识*专业行为和专科

技能的综合能力-

'

.

(

$相关调查表明目前国内助产士短缺#核

心能力整体发展不均'

1

(

#助产学生在实习时普遍存在紧张心

理#缺乏主动学习意识和学习方法#动手能力不强#对产妇缺乏

关爱的能力#不能进行有效的沟通#增加了临床带教难度'

:

(

$

程瑞峰等'

D

(对
D.

家用人单位的医护和管理人员进行调查#结

果显示助产士缺乏妇产科及新生儿专科知识#且在人文关怀及

综合护理方面知识明显欠缺#存在知识面不广及专业知识不精

等方面的问题$随着现代社会人们对生育及保健服务需求的

不断提高#在助产士人力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助产士核心

能力的培养是助产教育者思考的重点'

0

(

$本校在助产专业助

产技术实训教学中引入连续性产科案例教学#以期全面培养学

生的专业核心能力和综合能力$

?

!

资料与方法

?2?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校
./!:

级助产专业
!"9

名学生#其中

男
1

人#女
!"D

人#年龄
!9

"

.!

岁#平均!

!"2!DE!2!.

"岁#分

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

名#两组学生在性别*年龄*学习成绩

上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2/D

"#具有可比性$

?2@

!

方法
!

选用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杨峥主编的0助产与专

科护理技术实训指导1作为实训教材#其中实训
D.

学时#包含

实训项目
./

个$对照组
""

名#分成
1

个大组#每
0

人为
!

个

小组#采用传统实训方法#即由教师示范#学生分组练习#教师

巡回指导#实训结束后考核$观察组
""

名#分成
1

个大组#每

/9.

重庆医学
./!9

年
!

月第
:8

卷第
.

期

&

基金项目%河南省医学教育研究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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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S./!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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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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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护理教育及临床护理研究$



表
!

!!

两组学生不同实训模块实训操作成绩比较&

FE?

(分'

组别
'

孕前保健 孕期保健 分娩期保健 产后保健 新生儿保健 计划生育保健

观察组
"" ".2//E:21" "!2:/E129: 9"21/E:2:8 902"/ED2.: 992D/ED2.! 9:21/E:2/0

对照组
"" 9820/E:2./ 902//E:2D/ 9.28/E:2!! 9/29/E:29D 912//E:2D8 8"2"/E:2./

8 .2."/ .299" 12:1D .28/1 .2D/" .219.

! /2/1: /2/!/ /2//1 /2/!D /2/.. /2/.9

表
.

!!

两组学生对实训效果的自我评价比较&

FE?

(分'

组别
'

专业程度 动手能力 分析问题能力 人文关怀能力 团队合作能力

观察组
"" 12"!E/288 129.E/2"9 1210E/208 :210E/29! :2.8E/20D

对照组
"" .2:DE/29. 12:DE/2"1 .2:DE/28/ 12/"E/28" .29.E/2D9

8 :2!1! /29"/ 12!1! 1201" D2:D0

! /2//! /219: /2//D /2//. /2///

0

人为
!

个小组#采用连续性产科案例法进行实训教学#具体

方法如下$

?2@2?

!

确定实训内容
!

根据助产士应具备的核心能力#按教

学计划确定实训项目#将实训内容整合后划分为孕前保健*孕

期保健*分娩期保健*产后保健*新生儿保健*计划生育保健
0

个模块$

?2@2@

!

编写连续性产科案例
!

由教师到临床选取典型产科案

例进行案例编写#编写时突出案例之间的连贯性#情景之间的

进展性#助产服务的连续性$

?2@2A

!

设置情景
!

通过孕前
%

孕期
%

分娩期
%

产褥期
%

新生儿保

健
%

计划生育保健的连续性案例将助产专科实训操作融入其中

并设置情景模拟$在设置情景时要求设置正常情况的处理和

异常情况的处理$如分娩期设置情景
!

为正常分娩的处理#将

第一产程监护技术*绘制分析产程图*外阴消毒铺巾*自然分娩

接产技术*胎盘娩出技术*产后观察护理等操作融入情景中)情

景
.

为设置异常分娩的处理#将会阴切开缝合术*胎头吸引术*

产钳技术*臀位助产术*新生儿窒息复苏术及缩宫素静脉点滴

监护等操作融入到情景当中$注意对情景设置的问题进行处

理后#情景的进展和助产服务的连续性效果$

?2@2C

!

操作训练
!

操作训练开始后#教师以小组为单位进行

辅导$学生分小组根据情景模拟的内容进行相应情景的单项

操作练习#单项操作考核合格后进行情景模拟练习$每名小组

成员轮换扮演医生*助产士*孕产妇及家属角色#情景模拟练习

结束#教师抽取
!

组学生进行展演$

?2@2D

!

考核方法
!

每
!

个模块的实训教学结束后#由其他不

知晓学生分组情况的教师对两组学生统一进行技能操作考核#

每项操作满分为
!//

分$每组考核结束后进行学生自评*组内

总结*组间互评*教师点评$选出成绩较好的小组在全班进行

展示#使同学们能够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2@2J

!

评价方法
!

实训结束后比较两组学生不同实训模块的

实训成绩#并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表#对两组学生进行问卷调

查#请学生对团队合作能力*动手能力*专业程度*人文关怀能

力*分析问题能力
D

个方面的临床综合能力进行自我评价$评

价分为,明显提高-,提高-,不确定-,未提高-,无意义-

D

个等

级#分别赋值
D

*

:

*

1

*

.

*

!

$

?2A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82/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

资料以
FE?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2/D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2?

!

两组学生不同实训模块实训操作成绩比较
!

观察组学生

在
0

个模块的实训操作成绩均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2/D

"#见表
!

$

@2@

!

两组学生对实训效果的自我评价比较
!

观察组学生对自

我综合能力的评价在专业程度*分析问题能力*人文关怀能力*

团队合作能力方面明显高于对照组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2/D

"#见表
.

$

A

!

讨
!!

论

!!

专科层次助产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是培养适应岗位需要#

能从事临床助产*母婴保健和临床护理工作的高级技能应用型

专业人才'

8

(

$目前助产技术教学多采用传统的先讲授后操作

训练的教学模式#导致学生所学知识零散#缺乏系统性和关联

性'

9

(

#学生对产科案例的复杂性认知不足#对产科临床护理的

整体性*连续性*进展性多处于抽象认知阶段$临床带教教师

表示培养学生核心能力对临床工作十分重要'

"

(

$相关研究表

明助产专业的核心能力包括产前保健能力*分娩期保健能力*

产后保健能力*新生儿保健能力和一般能力
D

个方面'

!/

(

$本

研究中将助产技术相关实训课程以这
D

个核心能力为标准进

行整合#划分为以培养助产士核心能力为标准的
0

个模块开展

实训课$在实训课教学的过程中开展单项操作的培训练习#同

时通过连续性产科案例将这些模块的技能操作和不同模块间

的技能操作进行串联#并通过情景模拟的方式让学生们进行展

示#从而将临床工作的复杂性*整体性*连续性展现在学生们面

前#达到了模拟临床工作过程的效果$通过以核心能力为基准

的连续性产科案例教学#模拟临床工作过程#达到了使学生们

在进入临床实习前应初步具备助产士核心能力的目的$

!!

传统的实训教学多以单项操作为主#学生练习自觉枯燥乏

味#积极性不高$以学生为主体的连续性*综合性再现临床工

作过程的实训项目明显不足#致使学生在进入临床实际情境时

!9.

重庆医学
./!9

年
!

月第
:8

卷第
.

期



出现应对能力不强的现象'

!!

(

$连续性产科案例教学以情景模

拟为主线#多角度*连续性模拟病情变化#再现了产科临床工作

过程#使学生形成多学科分工及协作的意识$学生在对连续案

例准备及模拟的过程中#学会了对现存及潜在的问题全面考

虑#培养了学生的评判性思维能力$通过模拟综合*连续的临

床情景#学生们练习的积极性提高#专业实践锻炼的机会增加$

在进行情景模拟时#教师要求学生做到技术操作与人文关怀*

沟通交流并重#从而使学生认识到综合能力及职业素养在助产

服务中的重要性$本研究中两组学生在动手能力培养方面的

评价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2/D

"#这可能与情景模拟

比较费时#学生课堂练习时间较少有关#对此可通过鼓励学生

利用课余时间增加练习来强化动手能力$由此可见开展连续

性产科案例进行助产技术实训教学有助于提高助产专业学生

的临床综合能力$

!!

连续性产科案例教学重点在于案例的设计及专业性的指

导#强调多个操作之间的无缝对接#再现临床真实情景#这对专

业教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要求教师不断提高自身临床实践能

力#为此学校要求教师每
1

年到相关专业科室临床实践
!

次#

每次
0

个月#以提高自身综合素养#同时请临床护理人员及助

产士参与实践教学#以满足教学需求$在实训教学实施的过程

中发现#学生存在表演性强*专业程度不够的问题#部分学生甚

至态度不严肃*不认真$这可能与学生对临床实际的认识仅停

留在抽象认知层面#对临床实际情况不了解有关$建议可将该

教学模式安排在学生临床见习之后#同时对学生进行标准化患

者的培训#学生对临床情景有直观的认识#将有助于模拟更加

真实的临床情景$连续性产科案例实训教学侧重于对学生专

业核心能力的培养#在今后的教学中应该给予学生更多的时间

和空间#同时加以正确的引导#以达到提高学生临床职业素养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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