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分阶段系统化模式教学有助于提高临床教学

效果
!

出科成绩是否提升!是评价教学效果的指标之

一"试验组在每个阶段完成后安排固定时间进行理

论知识总结!在临床实践中将理论联系实践!用于工

作中得以巩固!出科的理论成绩明显高于对照组"通

过观摩#角色扮演#临床实践等方法让实习护士参与

其中!反复训练!最终试验组的操作成绩均优于对照

组"教学结果反馈表中+学习兴趣,条目评分试验组

明显高于对照组!主要原因来自灵活多变的教学方式

提高了实习护士的学习兴趣"通过角色扮演的教学

方法!培养了实习护士的专业能力#社交能力及职业

能力$

4

%

!使实习护士更有工作信心进入临床实践阶

段"试验组在 +教师满意度,及+赞同教学方法,

-

项

条目中!分值也优于对照组"以上结果显示此方法有

助于提高临床教学效果!逐渐体现出了分阶段系统化

模式教学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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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护理学教学模式的思考
!

口腔护理职业教

育还处于发展阶段$

!

%

!如何使教学模式逐步规范!且

有效提升教学效果是我们一直关注的问题和努力的

方向"目前国内护理教学模式呈现出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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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

的有 基 于 团 队 的 教 学 模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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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语教学#以病例为中心的教学模式

'

BW6

(#角色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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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查房$

!"

%等教学模式!在口腔

护理教学中应用后!均取得了不错的教学效果"但由

于这些教学模式只关注某一点!例如&角色扮演专注

于角色互换#教学查房则方法比较单一!无法系统地

将一个点连成一个面"因此!本研究则对教育模式进

行改革尝试!突破了传统的教学格局!将角色扮演#

9W?

等先进的教学手段有机地融入分阶段系统化的

教学模式中!优化教学内容!使得教学的各个环节规

范有序#管理严格!使实习护士的教学分阶段#递进

式#系统化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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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因此!建

议分阶段系统化教学模式在广大综合医院口腔门诊

实习护士的带教中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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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生理等为基础知识轴!辅以临床专业科室专题

讲座
f

典型真实案例分析
f

师生自由提问#讨论
f

床

旁规范化查体及操作示范
f

学生课后自学等多种方

式进行教学!其以患者整体为中心!实行全方位#多学

科的综合治疗策略!对促进医学生完整的知识结构形

成有极大帮助$

-

%

!是时代发展的特征!也是现代医学

发展的必然方向"随着医学专科#专业细化!导致临

床科室越分越细!医学知识的碎片化!医生在给患者

治疗疾病时仅从单病种#单器官入手!临床医生忽略

了许多专科以外的症状后!往往会导致很多临床问题

的发生"由于临床上的大多数患者所患的并不是单

一的疾病!要彻底了解和治好一种疾病!靠一个专科

是很有限的!即便是简单的骨折#腰椎间盘突出症等!

术后康复也会牵扯到多系统#多器官的变化"医学的

专业细化对医学发展的弊端愈发突出"针对以上问

题!在医学临床教育进程中!逐步出现了+以问题为基

础,的教学模式'

D

IHV(J*V')JG(J'IM%M

F

!

9W?

(

$

5

%

#+以

案例 为 基 础,的 教 学 模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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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来代替传统的教学模式!但医学临床教学

模式的不断改革仍有着迫切的必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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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WA?

,

模式在其他临床科室的研究中!已取得良好的效

果$

#13

%

!现为了探究+

Q6WA?

,模式在骨科临床教学中

的价值!笔者以所在科室
"4

例实习生为研究对象!尝

试以+

Q6WA?

,模式在骨科临床中教学!取得了令人满

意的结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本研究选取
-.!0

年
3

月至
-.!/

年

-

月在本院骨科轮转的实习生
"4

例为对象!受试者根

据不同的教学模式被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
-0

例"试验组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

均'

-5+4/].+/"

(岁"对照组中男
!4

例!女
!5

例!年

龄
--

"

-#

岁!平均'

-5+""].+/"

(岁"两组之间在性

别和年龄等基本资料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

>+?

!

方法

>+?+>

!

对照组的临床教学采用+传统教学,模式
!

以

教学大纲为向导#教师为主体的学生被动接受理论知

识的教学方式进行"

>+?+?

!

试验组的临床教学采用+

Q6WA?

,教学模式
!

理论知识的学习不仅仅在于课堂的解剖#病理#生理

等基础知识轴!还包括由本科室组织的每周
!

"

-

次

的其他临床科室的专题讲座#每周
!

"

-

次的典型真

实案例分析教学'涵盖疾病的定义#发病机制#分型#

影像学表现!患者的症状#体征及手术指征#手术方

案#术后管理及术后康复锻炼等内容!在涉及复杂解

剖知识时利用
5<

实体模型进行讲解(#师生间互动交

流提问讨论#带教老师的床旁查体及操作示范#学生

课后自学等!保证每个研究对象均能够参与其中"最

后完成与对照组相同的考核内容及自我教学效果评

价量表"

>+@

!

观察指标
!

包括终结性评价及形成性评

价$

!.1!!

%

"终结性评价部分于本次教学周期结束后在

带教老师监督下独自完成规定的临床技能考核!闭卷

完成出科理论考试"技能考核及理论考试均采取百

分制满分!内容包括典型疾病的定义#发病机制#分

型#诊断标准#治疗方法及康复治疗等理论知识"形

成性评价部分于本次教学周期结束后以问卷调查方

式进行自我教学效果评价!量表内容包括&对骨科知

识学习的兴趣及主动性#对骨科知识的理解及掌握程

度#对骨科典型病种的诊治流程是否熟悉#对骨科患

者合并其他疾病处理的熟悉程度#对此次教学的满意

程度!每单项满分为
!.

分'没兴趣)稍微了解)不满意

!

"

-

分#稍有兴趣)了解)比较满意
5

"

4

分#感兴趣)

比较熟悉)满意
"

"

#

分#很感兴趣)熟悉)很满意
0

"

/

分#非常感兴趣)很熟悉)非常满意
3

"

!.

分("

>+H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6966--+.

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计量资料以
H]>

表示!比较采用独立样品
!

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终结性评价指标比较
!

试验组临床技能考

核成绩及出科理论考试成绩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间临床技能考核成绩和理论考试

!!!

成绩比较&

H]>

'分(

组别
(

临床技能考核 理论考试

对照组
-0 0-+!4]-+4!

'

0.+##]0+-!

'

试验组
-0 /-+.0]5+/3 03+!!]#+4.

!!

'

&

"

#

.+.!

!与试验组比较

?+?

!

两组形成性评价指标比较
!

试验组在自我教学

效果评价上总分及各单项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间主观自我教学效果评价比较&

H]>

'分'

( -̂0

(

项目 对照组 试验组
! "

项目总分
-"+!!]5+!4 5"+/!]-+-/ !4+5! .+..

对骨科知识学习的兴趣

及主动性
"+..].+3# 0+44].+/. !.+!" .+..

对骨科知识的理解及掌

握程度
"+!4].+## 0+50].+43 !5+33 .+..

对骨科典型病种的诊治

流程是否熟悉
"+55].+/0 #+3-].+"4 0+33 .+..

对骨科患者合并其他疾

病处理的熟悉程度
4+#-].+04 #+4/].+#4 3+/. .+..

对此次教学的满意程度
"+..].+#0 0+"3].+"0 !"+!# .+..

@

!

讨
!!

论

!!

传统教学模式是以教师为中心的+纵向,学习模

式!学生跟着教师的思路被动地接受知识!只注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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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灌输!极大地限制了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融会贯通

及思维的发散!长此以往的结果就是!学生易缺乏学

习兴趣#目标不明确#知识结构不完整!不能将所学知

识灵活应用!以死记硬背来应对考试!情景稍作变化

可能就无从下手"整体临床思维缺乏或不足!分析#

解决问题的能力欠缺!很难培养出优秀的医学生"在

传统方法上改进的
9W?

及
BW?

等虽于既往研究中在

多个临床科室获得了良好的成果$

!-1!5

%

!但仍未达到

+横向整合并螺旋式推进$

!4

%

,的教学效果"临床所面

对的患者是一个整体!即使患者目前急需解决的是单

一的病种!但往往合并一些其他的疾病!而这些疾病

对于一个日常与手术不可分离的学科骨科来说!可能

就是手术的相对或者绝对禁忌证!因此必须从患者的

整体出发!在积极控制合并疾病的基础上!才能保证

手术的顺利进行"当然!术后患者的治疗及康复策略

也需特别关注!如何在术后预防)控制切口感染#如何

调整饮食促进切口愈合#如何促进患者机体功能恢复

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为此!本院骨科此次研究中

的试验组不仅纳入了
?W?

#

9W?

及
BW?

等教学模式

的内容!更增添了以每周组织
!

"

-

次其他临床科室

专题讲座为代表的教学内容!将临床所面对的问题一

一地针对性解决!使学生既能将课本中的医学知识融

会贯通!又能以临床思维模式去诊疗疾病!其以+横

向,学习的方式去拓展学生的知识面!进一步提高了

学生临床思维及临床诊治能力!为踏入临床工作奠定

良好的基础!为临床工作的顺利进行保驾护航"

本研究中 +

Q6WA?

,模式组操作技能考核#理论知

识考试及问卷调查评分均高于+传统教学,模式组!两

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以器官系统为主线的

整合教学模式,在骨科临床教学中可提高学生的综合

素质#分析和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对临床教学质量

的提升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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