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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BL 教学法在护理本科生传染病护理教学中的应用分析 
窦星星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石河子市 石河子大学 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感染科 832000） 

摘要：目的：研究 TBL 教学法用于护理本科生传染病护理教学中的临床价值。方法：摘选 2019 年 2 月-2020 年 2 月期间，我

校护理本科生 60 名，先随抽出 30 名作为 A 组，开展常规传染病护理教学，其余 30 名作为 B 组，采用 TBL 教学法开展教学，对比

教学结果。结果：学期考核结果显示，B 组的理论知识评分、实践技能评分与 A 组相比均明显更高，P＜0.05；B 组的临床评判性思

维能力评分与 A 组相比也明显更高，P＜0.05。结论：TBL 教学法用于护理本科生传染病护理教学中可有增强其理论知识与实践能

力，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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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护理教学是临床专科护理教学当中至关重要的一个部

分，教学内容涉及较广、病种类型较多，对于学生的实践操作、理

论知识都有着非常高的要求，而护理教学的主要目的就是让本科生

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联系起来，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为临

床培养出更多优秀的护理人才。基于此，本文研究了 TBL 教学法用

于护理本科生传染病护理教学中的临床价值，现报告如下： 

1.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摘选 2019 年 2 月-2020 年 2 月期间，我校的护理本科生 60 名，

以随机方式分为 A、B 两组，各 30 名，A 组：男 5 名，女 25 名；

年龄：18-24 岁，年龄均值(20.13±1.25)岁；B 组：男 6 名，女 24

名；年龄：19-23 岁，年龄均值(20.24±1.17)岁；所有学生均自愿参

与本次研究，且 2 组学生一般资料对比显示（P＞0.05），具有对比

价值。 

1.2 方法 

A 组以常规教学法开展传染病护理教学，方法为：教师主讲，

学生听，定期开展分组练习，再由教师进行集中的答疑与指导。B

组采用 TBL 教学开展教学，方法为：1.构建 TBL 学习小组。教师居

学生具体情况将学生分 6 组，每组 5 人，类型分为高层、中层以及

低层，可依据学生日常学习表现随时进行调整，等小组成员明确之

后，则在整个学习期间不再进行调整或者变更。2.课前准备，教师

于课前 1 周左右，为小组制定出学习目标，让学生采用查阅书籍、

资料以及上网等多种方式找到答案，将预习作用发挥出来，各项工

作都分工完成，于最后进行结查汇总。3.分别对学生开展个人与小

组测试。教师给出题目，并监督学生完成测试，测度指出学生的问

题并进行纠正，如有必须需扩展学习内容。4.教师选取典型的临床

病例，向学生介绍传染病护理的内容与实践操作，设定出开放性问

题，由小组进行问题讨论后，给出答案，教师对答案进行肯定或者

纠正，课程完成后，总结分析学生的表现与教学目标。 

1.3 指标观察 

学期结束后，对 2 组本科生的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能力进行考

核，每项 100 分，得分越高表教学效果越好。 

采用 CTDI-CV 对学生的临床评判性思维能力作出评价，项目

主要包括分析能力、开放性思维、求知欲以及认知成熟度 4 项，总

分 100 分，得分越高表示学生的评判性思维能力就越强。 

1.4 数据分析处理 

研究所得数据均以 SPSS22.0 软件作统计，计量数据现以

（ sx ± ）代表，差异行 t 检验；计数数据现以[%（n）]代表，差

异行χ2 检验，P＜0.05 时有意义。 

2结果 

学期考核结果显示，B 组的的理论知识评分（92.71±3.54）分、

实践操作能力评分（89.36±3.38）分以及评判性思维能力评分（86.77

±3.69）分与 A 组的（81.16±3.58）分、（80.33±3.16）分以及（78.48

±3.61）分相比均明显更高，P＜0.05。 

3讨论 

在常规本科生传染病护理教学当中，教学方法大部分采用的都

是老师讲、的学生听的模式，这种教学模式无法激发出学生学习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学生在教学中处于被动状态。而 TBL 教学法则

更注重将学生作为教学的主体，将老师在教学中的组织与管理能力

充分发挥出来，将学生组成不同的小组，并以组员分工完成学习任

务的方式，让每一位学行都参与到学习中来，激发出学生对于学习

的兴趣和热情，主动的学习、研究、思考并解决老师提出的问题，

并让学生学会在团队学习中自觉、积极、主动的配合学习，充分发

挥出团队学习的力量，感受到了自身在团队中作出的贡献，从团队

中得到更多的认同感，从而在日后的学习中更加积极主动，这种团

队教学方不仅可以让学生的理论知识与操作技能得以提升，同时还

能更好的培养学的评判性思难能力，提升教学效果[1]。本次研究也

显示，学期考核中，B 组学生的理论知识评分、实践操作技能评分

与 A 组相比明显更高，且 B 组的临床判性思维能力评分 A 组相比也

明显更高，这一结果表明TBL教学法用护理本科生传染病护理教学，

更有利于学生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技能水平以及评判性思维能力

提升，教学效果优异。 

综上所述，护理本科生传染病护理教学中采用 TBL 教学法可增

强学生的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提升学生临床思维能力，建议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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