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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迷你临床演练评估"

P)6)&T%c

$在心脏外科本科实习生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

选

取
:#!7

年
!

月至
:#!8

年
?

月在成都军区总医院心外科实习的
1#

名本科生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
P)6)&T%c

组与对照组!每组
2#

名%

P)6)&T%c

组学生分别在入科时"

G

#

$&入科
!

周"

G

!

$&出科"

G

:

$

2

个时间点接受针对

心脏外科教学特点改良设计的
P)6)&T%c

量表测评%所有实习生在
G

:

时均进行理论考试&操作考试及患者满

意度调查!满分均为
!##

分%结果
!

应用
P)6)&T%c

后!实习生的各项能力较
G

#

时均有不同幅度的提升#在
G

:

时!改良
P)6)&T%c

量表的
7

个方面均达到优秀水平!且评分较
G

#

明显升高"

!

#

#3#!

$%

P)6)&T%c

组实习生

的
G

:

理论考试成绩及患者满意度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

#

#3#?

$!

G

:

操作考试成绩优于对照组!但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E#3!7

$%结论
!

P)6)&T%c

是一种简便易行的教学方法!建立并应用针对心脏外科教学特点的
P)6)&

T%c

测评量表!有利于提高心脏外科实习生的临床综合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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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你临床演练评估!

')6)&,*)6),(*>J(*L(<)46>a>I&

,)+>

#

P)6)&T%c

"是美国内科医学会开发并推荐的一

套用来评估住院医师临床技能并具有教学功能的测

评工具#是国外医学院校临床实践考核的常用演练性

工具)

!

*

%

P)6)&T%c

更贴近临床实践#可全面反映医

学生掌握的临床知识#并且通过即时反馈#能够迅速

发现学生在临床学习中的薄弱环节#从而针对性地进

行改进#提高临床带教效果%近年来#

P)6)&T%c

也逐

渐被国内医学院所借鉴#但在本科生教学中的应用还

较少#尤其是心脏外科实习生教学更是鲜有涉及%本

研究在既往
P)6)&T%c

测评的基础上#制订适用于心

脏外科本科生的测评量表#探讨其在心脏外科实习生

教学中的应用价值%

=

!

资料与方法

=3=

!

一般资料
!

选取
:#!7

年
!

月至
:#!8

年
?

月在

西部战区总医院心外科实习的
1#

名本科生为研究对

象#所有学生专业均为五年制临床医学#在该科轮转
:

周%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所有实习生分为
P)6)&T%c

组与对照组#每组
2#

名%

=3>

!

方法

=3>3=

!

教学方法
!

针对心脏外科的教学特点#改良

设计
P)6)&T%c

量表#测评内容包括
7

个方面&问诊能

力$体格检查$临床诊断$诊治方案$操作技能$沟通策

略$整体表现%评分采用
"

分制#

!

#

2

分为未达标#

9

#

1

分为合格#

7

#

"

分为优秀%评估者均为主治医

师及以上职称%每次评估后对实习生出现的问题及

时地反馈交流#并在下一阶段的教学中进行针对性地

改进%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方法%

=3>3>

!

实施方案
!

P)6)&T%c

组学生分别在入科

!

G

#

"$入科
!

周!

G

!

"$出科!

G

:

"时接受
2

次测评#总结

每次测评得分及每名实习生的学习情况#将
G

#

#

G

:

时的评分进行比较#评估临床带教效果%每名实习生

在
G

:

时均进行理论考试及操作考试#同时让患者填

写对管床实习生的满意度调查问卷#满分均为
!##

分#比较
P)6)&T%c

与传统教学方法的优劣%

=3?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XZXX:#3#

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FQ7

表示#两组间比

较采用独立样本
1

检验(组内比较采用配对
1

检验%

以
!

#

#3#?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3=

!

一般情况
!

本研究共纳入
1#

名本科实习生%

P)6)&T%c

组中男
!7

名$女
!2

名#年龄!

::37Q!31

"

岁(对照组中男
!?

名$女
!?

名#年龄!

::32Q!3"

"岁%

两组学生在年龄$性别等基本资料上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

$

#3#?

"%

>3>

!

P)6)&T%c

组实习不同时段改良
P)6)&T%c

量

表评分比较
!

P)6)&T%c

组实习生在
G

#

时#对于心脏

外科临床实践的掌握水平普遍较低#,诊治方案-的平

均得分仅为!

238Q:3#

"分#为不达标#其余
1

个方面

的平均分也只在合格水平%随着
P)6)&T%c

的应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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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反馈#学生的各项能力在
G

!

时均有不同幅度的

提升%在
G

:

时#

7

个方面均达到优秀水平#且评分较

G

#

时明显升高!

!

#

#3#!

"%见表
!

%

表
!

!!

P)6)&T%c

组学生不同时段的评分%

FQ7

'分'

&E2#

(

项目
G

#

G

!

G

:

!

!

G

#

?70G

:

"

问诊能力
?39Q!3" 13:Q!31 73"Q:3#

#

#3#!

体格检查
932Q#37 ?38Q!32 83!Q!3!

#

#3#!

临床诊断
?31Q!3: 13!Q#3" 839Q!31

#

#3#!

诊治方案
238Q:3# ?3:Q!37 73?Q!3:

#

#3#!

操作技能
93:Q!3! 131Q:3! 83?Q!37

#

#3#!

沟通策略
?3!Q!3? ?3"Q!3! 731Q#3"

#

#3#!

整体表现
937Q!3# 13#Q!3? 83!Q!38

#

#3#!

>3?

!

P)6)&T%c

与传统教学方法的对比
!

在学生
G

:

时统一进行理论考试及操作考试#结果发现
P)6)&

T%c

组学生其理论及操作得分均在
"#

分以上#理论

成绩明显高于对照组!

!

#

#3#?

"#操作成绩同样优于

对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3!7

"%患者对实

习生的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在应用
P)6)&T%c

指导

教学后#患者对实习生的满意度更高!

!

#

#3#?

"%见

表
:

%

表
:

!!

两组学生出科成绩及患者满意度比较%

FQ7

'分(

项目
P)6)&T%c

组!

&E2#

" 对照组!

&E2#

"

!

理论成绩
":3?Q83" 873#Q!#3!

#

#3#?

操作成绩
"231Q!#3: "#3:Q831 #3!7

患者满意度
"137Q73? ":3:Q138

#

#3#?

?

!

讨
!!

论

!!

心脏外科是外科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临床教

学具有以下特点)

:&2

*

&!

!

"心脏外科专业性强#内容抽

象$复杂难懂#学生兴趣不浓#并且课堂教学时间较

短#学习起来较为困难#因此在刚进入专科实习时#学

生往往掌握程度不高#并且很难将书本所学较好地应

用于临床实践#从本研究结果来看#确实存在此类问

题(!

:

"心脏外科是整个外科学中操作最精细$最复杂

的学科之一#对于临床操作及动手能力要求较高#因

此在心脏外科的教学过程中应更加注重对学生临床

动手能力的锻炼(!

2

"心脏外科患者病情复杂#往往合

并心力衰竭$肺动脉高压等#术后并发症多且重#手术

风险大$病死率高#很容易出现医患矛盾#这就对于临

床沟通及解释病情能力的要求更高%因此#在心脏外

科的实习带教过程中使用传统教学方法可能无法达

到较好的效果#亟须更有利于心脏外科教学特点的教

学方案%

P)6)&T%c

是近年来被人们广泛关注的一种临床

实践考核工具#兼具教学与评估功能#具有较好的关

联效度$内容效度及结构效度)

9

*

%在临床医学专业学

生培养过程中#临床综合能力培训是决定其质量的关

键所在%美国国家医学考试委员会认为#临床综合能

力应包括
"

个方面内容&病史采集$体格检查$辅助检

查$临床诊断$医疗决策$临床执行力$继续治疗护理$

医患关系$职业态度)

?

*

%以上
"

个方面涵盖了临床医

学生临床轮转工作的各个环节%

P)6)&T%c

量表基本

兼顾了上述临床能力的所有范畴#能很好地克服传统

临床考核的种种不足#使临床医学生的能力得到全面

培养与评估%

P)6)&T%c

最突出的特点是实时反馈模

式#在运用
P)6)&T%c

对临床医学生的临床实践能力

进行评估后#老师能够立即对学生的考核结果给予反

馈#让学生明确其不足之处并指导其进行改进#同时

带教老师也可根据不同学生的特点进行针对性的教

学#做到有的放矢)

1

*

%此外#传统教学方法缺乏对于

医患沟通$人文关怀等方面的关注#而
P)6)&T%c

则可

以及时发现临床医学生在此方面的不足#通过真实医

疗场景的实践强调医患沟通能力#让学生有切身的感

受#从而全面提高其职业素养)

7

*

%实施
P)6)&T%c

还

具有方便$简易$省时的特点#评测可在任意时间$任

意场地开展#每次只耗时
:#')6

左右#且无需其他设

备%根据心脏外科的教学特点#本研究重新改良设计

P)6)&T%c

量表内容#将其应用于本科实习生床旁教

学#从研究结果来看#实习生临床综合能力得到全面

提升#

G

:

理论成绩$患者满意度等方面也明显优于传

统教学方法%

P)6)&T%c

对于操作技能提升也有一定

的帮助#尽管本文结果未见显著性差异#在以后的研

究中通过扩大样本量或延长研究时间可能会得出阳

性结果#当然
P)6)&T%c

也可以与其他教学方法联合

应用#从而进一步增强学生的临床操作能力%除此以

外#在临床教学中应用
P)6)&T%c

仍具有一些局限性#

如考核老师在测评时可能会存在一定的主观性#从而

对结果产生偏差)

8

*

#此外#部分学生认为测评占用时

间$流于形式#接受程度不高)

"

*

#这些问题都需要在以

后的教学研究中进一步探索解决%

综上所述#将
P)6)&T%c

应用于心脏外科实习生

教学#可解决现行临床实践考核中存在的考核内容不

全面$缺乏人文关怀等方面的内容$无实时反馈环节

等不足之处#突出临床综合能力培养#达到提高临床

本科生实践培养质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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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R

联合概念图教学法在*护理学导论+课程中的应用研究&

曾
!

慧!段雅琴!王万玲!李
!

翊!杨
!

丽!吴
!

曦!王海燕!孙
!

静!李
!

玮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贵州遵义
?12###

$

!!

#摘要$

!

目的
!

评价以团队为基础的学习"

GOR

$联合概念图教学法在-护理学导论.课程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

选取该校
:#!7

级护理本科
:

个班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试验组
9!

名实施
GOR

联合概念图教学!对照

组
97

名采取传统方式教学!采用理论测试&期末考核成绩&评判性思维能力测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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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教学评价调查

表进行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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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后试验组的理论测试及期末考核成绩明显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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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后试验组的

评判性思维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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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因子"寻找真相&系统化能力&求知欲$评分和总分明显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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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后

试验组学生的评判性思维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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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因子"寻找真相&分析能力&系统化能力&评判性思维的自信心&求知欲$评

分和总分均高于教学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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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学生认为课程内容对临床实践有应用价值&提高了

学习的主动性和趣味性&有利于团队合作和沟通交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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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生对这门课程感到满意%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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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合概念图教学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培养学生的评判性思维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和自信心!训练临床思维能力!提高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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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健康中国-需要集知识$技能

和情感等高综合素质的应用型护理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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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导论1是引导学生明确护理学的基础理论及学科

框架#了解专业的核心价值观及其发展趋势的一门重

要专业基础课%由于理论知识多#与临床护理直接联

系少#加之传统授课的,填鸭式-教学方式#使学生学

习兴趣淡薄#学习难度大#取得的教学效果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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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团队为基础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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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以团队协作为基础#老师讲授和学生讨论相结合

的一种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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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图是由概念$命题$交叉连接

和层次结构组成的一种学习工具)

9&?

*

#能直观形象地

展示各个知识点的联系#促进学生理解概念之间的相

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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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更好地掌握基

本理论知识#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评判性思维和团

队合作等综合能力#作者在0护理学导论1课程中应用

GOR

联合概念图教学法#取其所长#避其所短#取得了

良好的教学效果#现总结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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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两组学生在年龄$性别上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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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与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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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学生选用教材均为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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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护师#硕士#主要从事急危重症

护理及教育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