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需求#并最终服务于提高其临床实践能力之目标

需求$

当然#这种课程探索也只是一个开始#仍存在着

不足之处#如课时偏少#授课班级规模太大#授课安排

过于集中等$其次#市面上仍缺乏合适的*系统的教

材教辅#授课教师只能依靠集体备课和个人经验自备

讲义$最后#国际化的课程设置也对授课教师的科研

素养和教学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授课教师应结合

医学院校的特点#扩充医学背景知识#学校也应重视

对跨学科的复合型师资的培养$在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也可采用英语教师和医学专业教师同台授课的模

式进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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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强调转化医学的时代#由传统的经验护理

模式向现代循证护理模式转变成为护理学科发展的

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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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护理人员在计划护理活动的过程中#将有

关科研结论与其临床经验*患者需求相结合#寻求实

证#作为临床护理决策依据的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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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既是一种新

的思维方式#又是在这种认识方式指导下为临床研究

和实践提供科学的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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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专家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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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从学校教育入手#培养学生在临床工作中理解*应用*

实践
8[]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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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在于强调.专业知识*

技术的职业性/#突出岗位对接和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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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

适应护理学科发展趋势#将
8[]

引入高职护理人才

培养#提升学生岗位胜任力及专业发展能力#是医学

高职院校必须面对的课题$本文以+儿童护理,课程

为例#探索在高职课程教学中引入
8[]

实践#并对效

果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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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年龄*性别*入学成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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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储备%均完成前期医学基础课*专业基础

课程#临床见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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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儿童护理,于第
2

学期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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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时#两组教材*教师均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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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批判性思维能力情况比较%分(

6;8

&

组别
)

批判思维 寻找真理 开放思想 分析能力 系统化能力 认知成熟度 求知欲 批判思维总分

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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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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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
!

采用传统教学法#即教师结合多媒

体课件进行理论授课#实训室开展理论*实践一体教

学及技能训练$

@*A*A

!

观察组

@*A*A*@

!

8[]

知识培训
!

主要内容%

8[]

的理念*

实践程序*循证护理&医学案例#讲座!

$

学时"$

@*A*A*A

!

科研基础能力培训
!

主要内容%常用医学

文献检索引擎及使用方法#检索比对文献的有效性及

方法#讲座!

$

学时"$

@*A*A*B

!

教学实践改革
!

!

!

"针对儿科护理岗位#将

教学内容整合为
+

类!社区儿童保健*新生儿护理*患

病儿童护理"#突出知识与岗位的针对性$!

$

"结合

8[]

的临床应用#主要在.患病儿童护理/板块开展循

证教育实践#结合临床护理科研进展经讨论设定护理

问题
$

!

+

个'

,

(

#如%先心病患儿活动管理对其生长发

育的影响#小儿腹泻观察.出入量/的不同情况与液体

疗法的相关性等$!

+

"教学至相关章节#抛出问题#要

求课后分小组查阅文献#收集实证#按循证程序给出

答案'

#

(

$!

2

"组织课堂讨论*点评#再给出小儿疾病典

型病例#要求结合理论教学*实证资料及讨论启发#制

定护理计划#计划完成情况纳入课程结构性成绩$

!

:

"课内完成循证实践教学任务
+

次#鼓励学生课外

以此方式主动发现并解答.疑点/#激发主观能动性$

!

,

"其他同对照组$

@*A*B

!

效果评价
!

两组学生进行批判性思维能力比

较*课程期末成绩比较$批判性思维能力采用+加利

福尼亚批判性思维倾向测试,!

TT65U$)))

"量表$

@*B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4Y44!,*)

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6;8

表示#采用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A*@

!

批判性思维能力比较
!

见表
!

$两组在批判性

思维总分上#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

")观察组批判性思维能力各维度中批

判思维*寻找真理*开放思想*分析能力*系统化能力

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观察

组求知欲维度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两组认知成熟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A*A

!

课程期末成绩比较
!

两组采取教考分离统一试

卷!

!))

题#

!))<(/

"测试#观察组!

1:*$,;2*,,

"分#

显著高于对照组!

#)*2:;,*11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Z2*#!:

#

!Z)*)+$

"$

B

!

讨
!!

论

B*@

!

循证护理教学模式有助于提升课程教学效果
!

医学类高职高专传统教学模式注重教师讲授#忽视学

生参与性*个性和创造力的激发'

1

(

$本研究结果显

示#观察组护生理论平均成绩显著高于对照组#提示

循证护理教学实践#通过突出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

强化循证理念#培养循证技能#使学生能够通过查阅

资料*寻找证据*选择最佳解决方案#主动参与循证护

理问题的分析*解决#从而加深对课程理论知识的理

解#建立起较为完整的知识体系#实现良好的课程教

学效果'

"

(

$

B*A

!

循证护理教学模式有利于提高学生批判性思维

能力
!

传统教学模式更关注学生知识*技能考核#忽

视了对临床护理领域出现问题的判断*决策及处理能

力的培养'

1

(

$批判性思维是临床决策和解决问题的

思维基础'

!)

(

$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批判性思维总分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分数超过

$1)

分#表明已形成正性批判性思维能力)观察组在批

判思维*寻找真理*开放思想*分析能力*系统化能力
:

个维度均明显高于对照组$表明循证护理教学通过

设置问题*置学生于案例情境中#通过查找实证*评

价*讨论及思考#提高了学生综合分析*解决问题的能

力#有利于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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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B

!

循证护理理念引入高职护理教育强调.嵌入/方

法
!

医学类高职高专的人才培养实行!

$k!

"学制#在

校
$

年要完成公共&专业基础*专业核心等若干课程

学习#呈现.课程多*任务重*学时紧/特点#独立增设

+循证护理,课程受限#但若不开展#护生适应专业发

展的能力薄弱$因此#将其有机.嵌入/课程教学的方

法尤为重要$一是以.实用*够用/为度'

!$

(

#精选循证

相关知识*技能#以课外讲座方式完成#重在理念*程

序*基础方法的掌握$二是循证教育中护理问题的选

取应在课程重点与临床护理研究的.交涵/地带'

!+

(

#兼

具典型性*重要性$三是教学过程中.小组讨论*教师

评价*结构性成绩/为保证学习效果的关键环节$四

是鉴于高职学情#要重视循证教学实践任务.度/的把

握$表
!

结果显示#在评判性思维求知欲维度上#观

"#1$

重庆医学
$)!1

年
#

月第
2#

卷第
$!

期



察组小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可能与高职高

专学生数理基础差*学习动机不强#过多的循证学习

任务反而降低了学生的求知欲#这也是本研究暴露出

的不足#应予规避$

B*C

!

循证护理教育对高职护理教师提出更高能力要

求
!

循证护理以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科研成果为前提#

要求教师除了掌握护理专业知识*技能外#还必须具

备护理研究能力*文献检索能力*外语&计算机&互联

网技术运用能力等'

!2

(

$教学备课除教材内容#还需大

量查寻最新临床证据#同时#定期深入临床一线#增强

把握岗位对护理人才知识*技能的需求及发展#提高

自身临床实践及研究能力#方能胜任循证护理模式的

课程教学'

!:

(

$此外#教学方法改革#提高创新能力#调

动学生主观能动性的方法和能力等#均成为影响教学

质量的因素#要求教师能力往更广*纵*深的方向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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