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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基于问题为导向的标准化思政案例在内科护理学实训教学中的实践方法及应用效

果。方法 选取2019级8个班级453名护理本科生为研究对象,按照班级随机分为观察组(230人)和对照组

(223人)。对照组采用传统实训课教学方法,观察组由双师型临床教师和党支部书记共同设计编写标准化思政

案例课件,以问题为导向引导学生通过角色扮演完成实训情景。通过考试成绩和问卷调查对教学效果进行评

价。结果 观察组学生综合成绩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学生对案例编制效果、课堂教学设

计、实训教学效果(激发学习兴趣、促进知识体系构建、提高职业素养和职业认同感、活跃课堂氛围、启发临床思

维、提高自主学习能力等)方面比较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 内科护理学实训

教学中应用以问题为导向的标准化思政案例,有利于提高学生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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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科护理学实训课程是学生理论学习与临床实

践的桥梁,是内科护理学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培育学生护理职业素养的关键环节。由于传统护理

教学模式比较单一,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综合能力

难以保证[1]。有研究表明,护理专业的学生职业认同

感偏低,部分毕业后进入临床的护士缺乏责任感、使
命感,甚至频繁辞职改行[2]。护理教育者应高度关注

护理课程思政建设,以专业课为载体,以护理职业道

德修养教育为核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引领,在
护理课程中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统一[3]。为

此我们编制以问题为导向的标准化思政案例应用于

护理本科生内科护理学实训课教学中,在实践模拟中

对护生进行德育渗透,实现课堂育人,立德树人。现

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21年3-6月本校2019级

护理本科生(四年制)8个班级453人为教学对象。按

照班级抽签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3、4、7、8
班共223人,其中男25人,女198

 

人;年龄20~23岁,
平均(21.29±0.65)岁。观察组1、2、5、6班,共230
人,其中男25人,女205人;年龄20~23岁,平均

(21.31±0.69)岁。内科护理学课程在大学二年级第

二学期开课,开课前各班级均已完成基础课程的学

习。2组学生在性别、年龄及前期成绩等方面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内科护理学总学时136学时,其中理论

学时122学时、实训学时14学时,自主学习2学时,
教学时间2个学期。按教学大纲要求,2021年3-6
月实训学时12学时,分别是呼吸系统4学时、循环系

统4学时、泌尿系统2学时、内分泌系统2学时。对

照组学生采用“临床案例分析+教师操作示教或视频

示教+分组练习+教师点评的传统实训教学模式”,
重点评价操作是否规范;观察组在实训教学中导入问

题为导向的标准化思政案例,具体方法如下。
1.2.1 成立案例编写小组 实训案例编写小组成员

共7人,分别是临床内科相关科室的双师型临床教

师,职称均为副主任护师以上,其中一名教师是临床

基层党支部书记,临床教学和党建工作经验丰富。
1.2.2 案例编写

 

1.2.2.1 案例选择及思政元素的确定 选择临床真

实的案例改编,同时案例具有较好的思政切入点。临

床教师负责疾病专业知识的编写,符合教材和大纲的要

求。党支部书记负责思政元素的确定,案例分别融入

“爱国主义教育、职业素养教育、核心价值观、四个自信、
责任使命等”[4],具有代表性,符合国家政策法规。
1.2.2.2 案例架构 以问题为导向,每个案例中设

置4~5个实训情景,由编写小组制作成标准的PPT
课件,内容包括教学目标、案例导入、问题情景、思政

背景、现场讨论、操作视频等。如呼吸系统实训案例:
患者,男,38岁,因突发呼吸困难由120急诊入院。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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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为: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入科时患者神志清楚,言
语断续,端坐呼吸,呼吸急促。实训情景1(角色扮演:
尊重患者生命价值,急患者之所急):如果你是当班护

士,在新冠病毒感染期间,如何正确接诊患者进行护

理评估及入院处理? 实训情景2(分析问题):患者全

身出汗,喘促明显,喉间有哮鸣音。医生下医嘱:立即

给予沙丁胺醇气雾剂2喷。该患者主要护理诊断是

什么? (角色扮演:指导患者正确使用沙丁胺醇气雾

剂)。实训情景3(共情及爱国教育):经处理后,患者

呼吸困难减轻,诉夜间胸闷,既往有慢性支气管炎病

史5年,予肺功能检查,诊断为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重叠综合征。医嘱给予布地奈德福莫特罗干粉吸

入剂每天2次使用,并告知患者需长期使用。患者是

市居民医保,因经济困难拒绝使用该药。如果你是责

任护士,国家医保政策你将如何对患者进行解释和沟

通? 实训情景4(角色扮演:专业素养):患者住院5
 

d,

经治疗后患者正常进食,可在病房内活动,偶有气短、
胸闷不适,针对患者目前状况,请指导患者呼吸功能

锻炼? (缩唇呼吸,腹式呼吸演示)。实训情景5(职业

道德教育):住院第10天,患者病情好转,掌握了吸入

装置的正确使用,缩唇腹式呼吸每日锻炼,准备出院。
出院前1

 

d,患者送给责任护士1个购物卡,请结合

《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应该怎么处

理? 出院当天,患者家属送来锦旗,请说说作为责任

护士此刻的心情?
1.2.2.3 案例有效性评价 临床护理教研室内、外、
妇、儿科4名专家,从教学目标明确、素材贴合临床、
案例切入灵活、知识体系连贯、体现整体护理、价值导

向明确、课堂教学设计合理7个方面对实训案例进行

有效性评分,通过2轮评分修改达到标准化,所有实

训案例评分≥70分,2次评分相关系数≥70%。见

表1。

表1  实训案例有效性评价(x±s,分)

系统 实训案例 有效性评价(第一轮) 有效性评价(第二轮) r

呼吸系统 有效咳嗽和胸部叩击 82.71±2.25 86.56±1.39 0.875

吸入剂使用和呼吸功能锻炼 90.29±1.47 91.30±1.39 0.810

循环系统 心电图、心电监护及电除颤 84.86±2.45 85.86±1.55 0.732

循环系统常用诊疗技术及护理 91.72±1.47 92.58±1.52 0.892

内分泌系统 胰岛素注射 81.94±2.66 85.12±2.30 0.818

泌尿系统 腹膜透析和血液透析 88.73±2.25 89.03±2.00 0.936

1.2.2.4 实施 开学前组织观察组4个班级的授课

教师集体备课,确保实训教学同质化。课前,授课教

师借助学校教务处学习通平台将思政案例脚本及实

训操作视频发到内科护理学网络课程上,学生提前熟

悉案例内容,分配角色,包括患者、家属、护士和医生

等,上网搜集资料。课上由1名专业教师和1名助

教,通过多媒体教学引导学生按照病例设置的情景模

拟病史的采集、护理评估和实施技术操作。教师根据

案例思政素材及学生演示存在的问题引导学生思考,
进行深入讨论。最后播放规范的操作视频,由教师进

行总结,回顾性地构建知识体系巩固课堂效果,培养

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1.2.3 效果评价

1.2.3.1 2组学生考核成绩比较 学生考核总成

绩=平时成绩(30%)+期末成绩(70%)。平时成绩

即实训效果评价:临床案例分析成绩(40%)+技能操

作成绩(60%)。期末考试采用纸质闭卷形式,满分

100分,其中综合案例分析题30分,技能操作相关知

识题10分。

1.2.3.2 自制问卷调查 对2组案例编制效果、课
堂设计效果和实训教学效果进行评价,问卷包括4个

维度25个条目:其中案例编制效果6个条目(包括教

学目标明确、素材贴合临床、案例切入灵活、知识体系

连贯、体现整体护理、价值导向明确);课堂设计7个

条目(包括课前准备、教学导入、问题导向、新知探究、
情感激发、总结巩固及PPT制作效果);实训教学效

果(10个条目);总体认可(2个条目)。每个条目按李

克特量表(
 

Likert
 

scale
 

)评分,设非常同意、比较同

意、一般、比较不同意、非常不同意5个选项,分别计

1~5分,总分25~125分。问卷调查相关内容通过2
轮专家评分,有效性及相关性较好。研究对象于所有

实训课程结束后进行问卷填写,通过二维码发放问卷

453份,收回问卷421份,其中无效问卷16份,有效问

卷405 份。有 效 问 卷 中 观 察 组 208 份,对 照 组

197份。

1.3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
 

20.0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量资料以x±s 表示,采用t 检验。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2组学生考试成绩比较 观察组学生考试成绩

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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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组学生考试成绩比较(x±s,分)

组别 n
考核成绩

平时成绩(30%) 期末成绩(70%)
总成绩

对照组 223 83.30±8.39 71.15±10.21 74.80±9.65

观察组 230 92.65±4.33 78.96±12.46
 

83.06±10.02

t - 14.969 7.248 9.152

P - <0.01 <0.01 <0.01

  注:-表示无此项。

2.2 2组学生对案例编制效果和课堂设计效果评分

比较 观察组学生对案例编制效果和课堂设计效果

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
见表3。

表3  2组学生对案例编制效果和课堂设计效果

   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n 案例编制效果 课堂设计 总分

对照组 197 20.11±4.21 22.08±6.09 42.09±10.40

观察组 208 22.88±3.66 25.78±2.78 48.66±6.44

t - 7.067 7.933 7.687

P - <0.01 <0.01 <0.01

  注:-表示无此项。

2.3 2组学生实训教学效果评分比较 观察组学生

在激发学习兴趣、促进知识体系构建、提高职业素养

和职业认同感、活跃课堂氛围、启发临床思维、提高自

主学习能力等方面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
 

P<0.01)。见表4。
表4  2组学生对实训教学效果评分比较(x±s,分)

项目
对照组

(n=197)
观察组

(n=208)
t P

活跃课堂氛围 35.20±2.63 39.02±3.55a 11.51 <0.01
加深知识的理解 30.22±2.69 36.50±5.63a 14.19

 

<0.01
启发临床思维 32.82±4.60 41.42±5.71a 18.56 <0.01
促进知识体系构建 29.05±3.32 43.14±5.45a 30.21

 

<0.01
提高学习的兴趣 38.02±5.32 39.52±4.80a 2.982 <0.01
提高团队协作能力 37.49±3.10 37.99±2.36 1.82 0.06
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25.98±5.53 34.08±4.09a 16.81 <0.01
提高职业素养 34.09±2.23 34.96±3.21a 2.90 <0.01
沟通能力增强 33.62±3.56 34.40±4.44 1.94 0.05
增强职业认同感 25.06±4.60 36.12±4.13a 25.48 <0.01

  注:与对照组比较,aP<0.01。

3 讨  论

3.1 以问题为导向的标准化思政案例支撑专业理论

知识,提高了护生学习兴趣和成绩 基于问题的思政

案例实训教学法不仅要求护生要掌握课本专业知识,
还要根据案例设置的情景主动探究,以思政问题为驱

动力去查阅文献资料,并将知识点进行理解、整合,最
终在实训课堂上通过角色扮演的形式表达出来。教

师只是学生的引导者和评价者,充分发挥学生为主导

作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从“要我学”变成

“我要学”。课程知识体系的构建可以帮助学生提高

自主学习的能力[5]。内科护理学教学中发现大部分

护生没有形成课程知识体系,普遍存在所学疾病知识

呈“孤岛”现象。观察组在案例编制效果、促进知识体

系构建方面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如呼吸

系统实训案例编写时,将支气管哮喘中的吸入剂使用

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呼吸功能训练编写在一个实

训案例中,引出“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重叠综合征”
的概念,促进各章节疾病之间知识点融合构建,形成

脉络式认知,提高学生临床思维和案例分析的能力,
提高学习成绩。研究表明,观察组综合成绩与对照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果与陈敏等[6]

研究一致。

3.2 以问题为导向的标准化思政案例可以提升护生

的职业素养 内科护理学作为一门临床实践性学科,
良好的职业素养对诊疗过程的顺利开展尤为重要。
护理评估是护生在实训中必须掌握的关键能力,是实

施一切临床护理活动的起点[7]。有研究表明,实训中

案例导入情景模拟的思政教学方法能提升学生的职

业素养[8]。当前已有很多思政案例融入内科护理教

学研究中,但缺乏整体的课程思政设计思路[9]。本研

究中,观察组通过标准思政案例中设置的场景让学生

在课堂上模拟护理评估和技能操作,对暴露出来的护

患沟通和人文关怀等问题,教师通过引导学生讨论、
思考、升华,将“尊重和关爱患者”“急患者所急”“满足

患者合理需求”“保护患者隐私”等职业素养贯穿在真

实的护理情境中,增强学生的感性认知能力。学生更

喜欢动手操作和真实职业情境的教学方法[10]。护生

在体验实践乐趣的同时,潜移默化将护士职业素养内

化于心,为护生顺利进入临床工作奠定了基础。

3.3 以问题为导向的标准化思政案例可以提高护生

的职业认同感 护理专业课程中融入思政内容,培养

高素质人才已成为时代要求[11]。优秀的案例是课程

思政教学的有效载体[12]。本研究观察组案例来源于

临床,如在呼吸系统实训案例中编写护士逆行抗疫真

人真事;在循环系统实训案例中编写医护人员在高铁

上实施心肺复苏,生死之间跪地抢救成功案例;内分

泌系统案例中编写夜班护士巡视发现患者低血糖并

及时处理转危为安等情景激发学生对将来从事护理

职业的自豪感和自信心。课堂设计上综合运用理论

+临床思政案例分析+角色扮演+思政讨论的教学

方法,使护理专业知识与爱国教育、价值信仰、责任使

命等思政元素相融合,角色更加鲜活生动,润物无声

地传递护理职业的神圣感、荣誉感和责任感,培养学

生正确的价值观和职业道德观[13],达到知识传授、能
力培养及职业教育的有机结合。本研究还发现,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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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学生对实训教师也更加喜爱和崇拜,进一步促进学

生对护士职业的认同(P<0.01)。
综上所述,以问题为导向的标准化思政案例将德

育教育有效契合到实训教学中,使思政课程教育与护

理专业教育达到协调同步、相得益彰[14]。同时各班之

间运用统一的标准化思政案例,也避免了不同教师之

间教学的差异,达到思政培育同质化。育人是高校每

一位教职员工责无旁贷的责任[15]。探索内科护理学

教学与思政教学的有效结合,编制优秀的课程思政案

例,培养学生正确的职业道德、职业情感及整体的护

理观念,构建内科护理学理论、实践一体化的育人教

学模式[16],仍是现今重要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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