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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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GUB&TY

$和教学评价调查

表进行评价%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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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

$%教学后试验组的

评判性思维能力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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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

$%教学后

试验组学生的评判性思维能力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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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

$%试验组
8#3##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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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W

的学生对这门课程感到满意%结论
!

G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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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

!

护理学导论#

GOR

#概念图#教学法

#中图法分类号$

!

]19:

#文献标识码$

!

O

#文章编号$

!

!17!&8298

"

:#!"

$

!1&:8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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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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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以团队为基础的学习!

<>('&H(+>-*>(I6)6

K

#

GOR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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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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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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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资料与方法

=3=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校
:#!7

级护理本科
:

个班

的学生为研究对象%试验组
9!

名!女
2?

名#男
1

名"#年龄
!7

#

::

岁#平均!

!83"?Q#381

"岁(对照组

97

名!女
28

名#男
"

名"#年龄
!8

#

:!

岁#平均

!

!"3!!Q#3?1

"岁%两组学生在年龄$性别上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3#?

"%

=3>

!

方法

=3>3=

!

教材与教学内容
!

两组学生选用教材均为李

小妹主编的0护理学导论!第
9

版"1!人民卫生出版社

出版"#在完成第
8

章护理程序的理论授课后#选取第

!#

章护理科学思维方法与决策为本次研究教学内容%

=3>3>

!

试验组教学

?78:

重庆医学
:#!"

年
8

月第
98

卷第
!1

期

&

基金项目&贵州省护理学会科研课题!

]̀ XARcA#!9

"(贵州省重点学科!黔学位合字
Ùc\

)

:#!1

*

!#

号"(贵州省遵义医学院护理学院科

研课题!

_SS]&:#!7&!7

"(贵州省遵义医学院第一临床学院科研课题!

:#!7#27

"%

!

作者简介!曾慧!

!"78$

"#副主任护师#硕士#主要从事急危重症

护理及教育的研究%



=3>3>3=

!

课前准备
!

由老师根据教学大纲确定教学

目标与要求#编写教学实施方案#组建小组#制订老师

任务书和学生自主学习任务单#学生根据教学要点进

行课前阅读和预习等%!

!

"老师准备&

&

对师资队伍

进行
GOR

$概念图教学模式培训#详细解读教学实施

方案和老师任务书#明确教学目的%

'

建立老师微信

互动平台#发放课件$教案$教学实施方案和老师任务

书等资料#统一认识#进行即时沟通和讨论%

1

设计个

人测试$小组测试$临床病例!常见病种#内容简单扼

要"和教学评价调查表等#将测试题$调查表和评判性

思维能力测量表!

TGUB&TY

"等录入问卷星#由
:

位老

师自测核查#生成二维码%

2

提前
:

周向学生发布教

学资料和可供参考的学习资源等%!

:

"学生分组及学

习准备%提前
:

周师生见面#安排教学活动&

&

对学

生进行
GOR

$概念图知识介绍#学生扫描微信二维码

登录问卷星完成评判性思维能力测量%

'

给学生分

组#按同组异质异组同质合理搭配#

?

#

1

名
!

组#每组

选
!

名组长#由思想活跃$有组织能力的学生担任(每

个小组推选记录员
!

名#记录小组讨论情况(每个小

组安排
!

名指导老师%

1

建立微信群#发放学生自主

学习任务单$授课内容$参考资料$临床案例练习!要

求以护理程序的形式绘制概念图"等%

2

学生课前自

主学习#搜集资料做好相关准备#利用微信群与指导

老师在线网络沟通#答疑解惑%

=3>3>3>

!

课堂实施
!

包括个人测试$小组测试$老师

即时反馈$案例分析#以小组为单位绘制概念图及老

师总结等内容%!

!

"个人测试&学生扫描微信二维码

登录问卷星在线考试系统#在
?')6

内完成个人测试

!#

道单选题%!

:

"小组测试&小组扫描微信二维码登

录问卷星#在
!?')6

完成小组测试#含
!7

个单选题和

7

个多选题#题目较难#需要小组成员之间的密切配

合$团结协作和积极讨论%!

2

"老师即时反馈&学生提

交答卷后#老师查看作答情况#即时反馈#解决重点$

难点及错误较多的问题#时间约
!#')6

%!

9

"案例分

析&老师提供临床病例#同学们以组为单位进行讨论#

将护理程序的评估$诊断$计划$实施和评价贯穿于分

析中#并绘制成概念图#指导老师即时进行点评#时间

约
2?')6

%!

?

"老师总结&将学习的重点和难点进行

解释及强化#保证学生的学习质量#时间约
!#')6

%

!

1

"课堂结束对学生进行理论测验%

=3>3>3?

!

课后评价
!

课后让学生扫描微信二维码登

录问卷星填写教学评价调查表和评判性思维能力测

量表#上交小组学习报告#总结教学过程中的学习体

会等%

=3>3?

!

对照组教学
!

采用传统教学模式#老师按照

教学大纲要求#运用多媒体课件讲授本章节内容#课

堂结束对学生进行理论测验%理论授课前
:

周及课

堂结束后让学生扫描微信二维码登录问卷星完成评

判性思维能力测量%

=3>3@

!

评价方法

=3>3@3=

!

理论测评
!

本章节教学结束后分别对
:

组

学生进行理论测验#题目为客观试题#紧紧围绕本章

节知识点#总分
!##

分%

=3>3@3>

!

期末考核成绩
!

学期结束前学校对学生进

行本门课程的期末考核#对比
:

组学生的期末成绩%

=3>3@3?

!

评判性思维能力测量表)

7

*

!

该问卷包含
7

个方面的因子#每一因子含有
!#

个条目#总分
7#

#

9:#

分%

=3>3@3@

!

教学效果评价
!

采用自行设计的教学评价

调查表#调查试验组学生对本次教学效果的评价#包

括课程内容对临床实践有应用价值$课程的教学方法

能增加学习的趣味性$学生能较好掌握课程内容并能

拓展所学知识等条目%问卷以不记名方式填写#共发

放问卷
9!

份#回收有效问卷
9!

份#有效回收率

!##W

%

=3?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XZXX!73#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计数资料用构成比进行描述#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FQ7

进行描述#组间比较采

用
1

检验%以
!

#

#3#?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3=

!

:

组学生的理论测试与期末考核成绩比较
!

试

验组理论测评及期末考核成绩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3#?

"#见表
!

%

表
!

!!

两组学生的理论测试与期末考核成绩比较%

FQ7

'分(

组别
&

理论测试 期末考核成绩

试验组
9! 8:3:#Q!?39! 7?3:?Q?3?1

对照组
97 1139"Q!938? 7:31"Q?3#8

1 9381 :3:?

! #3## #3#2

>3>

!

:

组学生教学前后组间评判性思维能力各个维

度评分比较
!

教学前
:

组各个维度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

!

$

#3#?

"(教学后试验组的评判性思维能

力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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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

"#见表
:

$

2

%

>3?

!

:

组学生教学前后组内评判性思维能力各个维

度评分比较
!

教学后试验组学生的评判性思维能力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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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3#?

"(而对照组教学前后各维度评分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

!

$

#3#?

"#见表
9

$

?

%

>3@

!

试验组学生对教学效果的评价
!

试验组

8#3##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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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W

的学生对这门课程感到满

意#见表
1

%

178:

重庆医学
:#!"

年
8

月第
98

卷第
!1

期



表
:

!!

两组学生教学前组间评判性思维能力各个维度评分比较%

FQ7

'分(

组别
&

寻找真相 开放思想 分析能力 系统化能力
评判性思维

的自信心
求知欲 认知成熟度 总分

试验组
9! 27312Q:3"1 283?1Q:391 2:31!Q:37" 29327Q237# 2931!Q:3": 2"3:9Q9318 9!378Q:3"? :?838#Q!!39"

对照组
97 273:1Q238! 283"1Q23#9 2:397Q231" 2?3#:Q93#9 2?3!?Q:317 28382Q23?# 9!3!!Q237: :?837"Q!239?

1 #3?: $#317 #3:# $#37" $#3"# #391 #3"2 #3#!

! #31! #3?! #389 #392 #327 #319 #32? !3##

表
2

!!

两组学生教学后组间评判性思维能力各个维度评分比较%

FQ7

'分(

组别
&

寻找真相 开放思想 分析能力 系统化能力
评判性思维

的自信心
求知欲 认知成熟度 总分

试验组
9! 9#3#:Q9397 2"3:"Q931? 223"2Q:37: 213"8Q93:: 2139!Q:39# 9!382Q2392 9:3::Q?3:" :7#318Q!73?#

对照组
97 283#:Q:3!? 283?7Q2311 2:3"1Q:387 2?3#9Q239? 2?3?!Q23#! 283?7Q:329 9!3!7Q23"# :?"38?Q"3?!

1 :31: #38! !31: :321 !3?9 ?3!: !3#7 23?2

! #3#! #39: #3!! #3#: #3!2 #3## #3:" #3##

表
9

!!

试验组学生教学前后评判性思维能力各个维度评分比较%

FQ7

'分(

时期
&

寻找真相 开放思想 分析能力 系统化能力
评判性思维

的自信心
求知欲 认知成熟度 总分

教学前
9! 27312Q:3"1 283?1Q:391 2:31!Q:37" 29327Q237# 2931!Q:3": 2"3:9Q9318 9!378Q:3"? :?838#Q!!39"

教学后
9! 9#3#:Q9397 2"3:"Q931? 223"2Q:37: 213"8Q93:: 2139!Q:39# 9!382Q2392 9:3::Q?3:" :7#318Q!73?#

1 $:381 $#38" $:3!1 $:3"8 $23#1 $:38? $#391 $2312

! #3#! #328 #3#2 #3## #3## #3#! #319 #3##

表
?

!!

对照组学生教学前后评判性思维能力各个维度评分比较%

FQ7

'分(

时期
&

寻找真相 开放思想 分析能力 系统化能力
评判性思维

的自信心
求知欲 认知成熟度 总分

教学前
97 273:1Q238! 283"1Q23#9 2:397Q231" 2?3#:Q93#9 2?3!?Q:317 28382Q23?# 9!3!!Q237: :?837"Q!239?

教学后
97 283#:Q:3!? 283?7Q2311 2:3"1Q:387 2?3#9Q239? 2?3?!Q23#! 283?7Q:329 9!3!7Q23"# :?"38?Q"3?!

1 $!3:# #3?? $#37: $#3#2 $#31: #39: $#3#8 $#399

! #3:2 #3?8 #398 #3"8 #3?9 #318 #3"9 #311

表
1

!!

试验组学生对教学效果的评价#

&

%

W

('

&E9!

$

项目 满意'同意 不确定 不满意'同意

课程内容对临床实践有应用价值
2?

!

8?327

"

1

!

!9312

"

#

老师采用适当的方法刺激学生积极思维#提高学习的主动性
27

!

"#3:9

"

:

!

9388

"

:

!

9388

"

课程的教学方法有助于学生充分理解教学内容
27

!

"#3:9

"

9

!

"371

"

#

课程的教学方法能增加学习的趣味性
27

!

"#3:9

"

9

!

"371

"

#

课程的教学方法有利于学生的合作学习
2"

!

"?3!:

"

:

!

9388

"

#

课程的教学方法能激发学生学习的竞争性
21

!

8738#

"

2

!

732:

"

:

!

9388

"

教学中老师提供学生讨论和开放的沟通机会
9#

!

"73?1

"

!

!

:399

"

#

有助于丰富学习活动
21

!

8738#

"

?

!

!:3:#

"

#

学生能较好掌握课程内容#并能拓展所学知识
29

!

8:3"2

"

7

!

!73#7

"

#

对这门课程满意
27

!

"#3:9

"

9

!

"371

"

#

?

!

讨
!!

论

?3=

!

GOR

联合概念图教学法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

成绩
!

本研究结果显示#应用
GOR

联合概念图教学

法的试验组理论测试及期末考核成绩明显高于对照

组!

!

#

#3#?

"%0护理学导论1作为护理专业课程体系

中最先与学生接触的专业基础课程#因其理论性较

强#内容较枯燥#与临床护理联系不大而容易导致学

生的学习难度大$学习态度不够端正#学习成绩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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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教学效果不佳%进入
:!

世纪以来#高校教学改革

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要改变传统的以老师为中心的教

学模式#实现,教学-向,导学-的转变#逐步实现教学

内容$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的全面创新)

8

*

%国内众多

院校均将
GOR

$概念图等教学模式作为教学改革的重

要内容之一#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

*

#但将三者有机结

合进行教学改革却鲜有报道%本研究将
GOR

和概念

图教学法进行有机整合#通过学生以团队为基础的课

下主动学习#课上的知识测试#老师对关键知识的讲

解#成员们对临床上鲜活的案例进行讨论#将护理程

序融入并绘制成概念图#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加深了学

生对知识点的理解#整合应用#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

趣#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

?3>

!

GOR

联合概念图教学法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评判

性思维能力
!

本研究结果显示#教学前两组的评判性

思维能力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3#?

"#而教学后试

验组的评判性思维能力的
2

个因子!寻找真相$系统

化能力$求知欲"和总分明显高于对照组!

!

#

#3#?

"%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经教学后试验组学生的评判性思

维能力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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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

"#而对照组教学前后没有明显差异

!

!

$

#3#?

"%评判性思维能力已成为评价教学效果的

一个重要指标#是护士进行有效临床决策的一项核心

技能)

!!

*

%传统的教学模式以老师讲授为主#学生被动

参与#学生的思维比较局限#主动思考的机会较少%

本研究将
GOR

和概念图教学法应用于0护理学导

论1#注重知识技能的衔接#创造思考的环境#导入临

床案例#学生经过知识测试$小组讨论$概念图的绘制

等教学环节#不断激发主动思考的能力#增强自身的

自信心#从而提高自身评判性思维能力%但由于本次

研究只局限于
:

个章节内容的探讨#学时有限#对学

生开放思想及认知成熟度方面还未能得到系统的

提高%

?3?

!

GOR

联合概念图教学法有助于提高教学效果
!

本研究结果显示#试验组
8#W

以上的学生认为这种教

学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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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W

的

学生对这门课程感到满意%这与李江等)

!:

*的研究结

果基本一致%传统的教学形式单一#只注重知识的讲

解#内容枯燥#缺乏与学生沟通交流#要求学生被动记

忆#教学效果欠佳)

:

*

%而
GOR

和概念图教学法正是

实现,教学-向,导学-的转变#在指导老师的带教下进

行小组自主学习$讨论和案例分析#而概念图的绘制

过程就相当于一步步寻找知识真相的过程#

GOR

和概

念图教学法充分尊重学生学习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培

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高学习兴趣和自信心#训练

临床思维能力#提升学习效率)

!2&!9

*

%

综上所述#

GOR

和概念图教学法有助于提高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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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更深入$更广泛地应用到护

理本科生的教学中#还需要做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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