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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重症监护病房有限时间内教学效果的实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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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重症监护病房的临床教学效果直接影响了患者的治疗质量，而在传统的教学方式当中会受到学习者和教学者双方面的时
间限制，因而需要教学方式进行改进，提升有限时间内的教学效果。对于重症监护环境下的临床教学而言，需要针对其教学工具、
教学需求以及教学反馈等方面进行教学改进，以有限时间内教学效果为目的来制定教学策略，在重症监护这一复杂环境下提升实际
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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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医学是一门十分苛刻的学科，医护人员往往需要在复

杂且危急的环境下对患者的生命进行抢救，并且需要作出相应

的治疗处理。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重症医学实践所需要的医

学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知识的深度进一步增加，但是学习者的

教育实践却没能进一步增长。另外对于学习者而言，由于重症

科室的特殊性，其在工作时间内的临床接触会比较少，而随着

临床工作越来越繁重，临床医师可用的教学时间也越来越少，

因此需要寻找一种提升医疗安全性与高质量的教学方式。从教

学方法和学习方法上分析，提高医学知识的相关指数，并且寻

求一种个体化学习的方式，打破学习者和教学者的时间限制问

题。 

1.识别学习需求 

对于教学者而言，需要认识到在患者的诊治过程中可传授

的知识，并且最大程度的提升学习机会。因而教学工作者必须

要意识到学习者的需求，在有限的时间内专注于教学，为学习

者提供重要的机会，从而获取新的学习技能。其一识别学习者

的需求，满足特定需求下的教学方法，进而为学生提供教学反

馈。准确识别学习者的需求能够更好的节省教学时间，并且还

需要告诉学习者未准备好的教学内容，并且对学习者的知识水

平进行评估，提出相应的问题并且还需要倾听其观察能力。在

学习者接触患者之前可以帮助其对临床问题和经验进行分析，

临床问题可以指导教学工作者的教学决定。而利用一段间断的

观察时评估学习者需求的重要方式，在观察学习者面对患者时

的处理情况能够获取更多的学习需求，利用这些信息能够进行

具体的指导和反馈，在观察之前教学者和学习者就应当观察相

关内容，比如在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病史采集等方面可以与

患者和家属讨论病情。以学习者为中心，在教学前设定明确的

期望目标，观察学习者后提供具体的反馈[1]。 

2.有限时间内的教学工具 

实施一分钟导师模型，其属于一种重要的教学工具，在参

与诊治的时候也比较容易实现。具体的教学方法可以分为五步，

①想学习者询问病情看法，②探究潜在的推理和解释，③教学

基本原则，④加强已经掌握的知识，⑤纠正学习者作出的错误

决定并且说明改进建议[2]。另外实施过程中仅仅需要一分钟就能

对学习者进行简短评估，并且提供教学要点，提供正负面反馈。

另外在一分钟导师模型当中，能够引导学习者对高层次的临床

病例进行讨论，并且比较容易受到学习者和教学者的接受。“激

活示范”是学习者被要求观察临床教员执行的一项技能，学习

者在预览了教学要点之后完成在观察时完成一项具体任务，另

外教员可以通过学生所描述的内容来激活学习者，而后讨论相

关的学习要点来进行下一步的教学工作[3]。 

3.有限时间内的教学反馈 

反馈是一种强有力的教学策略，并且在有限的时间内有效

提供。而反馈的关键点是需要提供描述性的评论。而在这种教

学方式下，教学者可以通过学习者设置的通用模型，如提出“我

想给你提供反馈”，然后对于教学者而言需要要求学习者评估自

己的表现，并且提出相关的问题。另外教学者还需要提供自己

的一剑来解决学习者自我评估的问题，另外提供一系列的行动

计划，结合学习者的视角来避免其出现单纯的评判，并且促进

学员的自我反思[4]。 

另外还需要依据反馈时间和反馈地点来分析问题的紧急程

度，给予临床上发生的事件来进行现场反馈，同时这也是医学

教育的基石。另外对于学习者而言，需要对床旁的特定行为进

行高度重视，并且迅速做出反馈。在之后的时间内再予以建设

性的反馈，在必要的情况下来避免学习者出现尴尬的情况。对

于另一方面而言，还需要考虑延迟反馈而造成的不正确的治疗

措施的延续，大部分情况下都需要快速的在特定情境下反馈有

利的意见[5]。 

4.结语 

随着临床医疗技术的进步，医疗环境也在不断的变化，为

了保证能够为重症医学治疗提供者进行适当的培训。根据临床

研究表明，依靠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难以保证患者的教学水平。

并且还需要采纳以证据为基础的教学方法来提升重症监护教学

的效率和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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