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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CBL 教学法在神经外科护理带教中的应用效果观
察及效果评价

倪  敏
启东市人民医院 / 启东肝癌防治研究所 / 南通大学附属启东医院 江苏 启东 226200

【摘  要】：目的：分析 PBL 与 CBL 教学法联合用于神经外科护理带教的价值。方法：对 2019 年 1 月 -2022 年 12
月在本院神经外科中实习的护生（n=40）进行随机分组，试验和对照组各 20 人，前者采取 PBL 与 CBL 教学法，

后者行常规教学。对比教学质量等指标。结果：关于论知识和实践操作考核成绩这两个指标：试验组数据分别是

（97.23±2.51）分、（91.36±3.24）分，和对照组数据（85.34±3.69）分、（82.05±3.97）分相比更加优异（P ＜ 0.05）。

关于教学质量这个指标：试验组数据（98.21±1.52）分，和对照组数据（89.34±2.47）分相比更高（P ＜ 0.05）。

关于沟通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试验组数据比对照组好（P ＜ 0.05）。关于教学满意度这个指标：

试验组数据 100.0%，和对照组数据 80.0% 相比更高（P ＜ 0.05）。结论：神经外科护理带教联用 PBL 与 CBL 教学法，

护生的考核成绩更加优异，教学质量改善更加明显，教学满意度提升也更为迅速，综合能力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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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value of combining PBL and CBL teaching method in neurosurgical care. Methods: 
The nursing students (n=40) practicing in the neurosurgery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9 to December 2022 
were randomized into 20 participants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 former adopted PBL and CBL teaching method, and the 
latter conducted routine teaching. Contrast the teaching quality and other indicators. Results: Regarding the two indicators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operation assessment results, the test group data were (97.23 ± 2.51) and (91.36 ± 3.24), and the 
control group data (85.34 ± 3.69) and (82.05 ± 3.97) (P <0.05). For the index of teaching quality, the data of the test group (98.21 
± 1.52)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89.34 ± 2.47) (P <0.05). On communication, problem solving and teamwork: the 
test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For the index of teaching satisfaction, the test group data was 100.0%, 
higher than the 80.0% data in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Conclusion: The PBL and CBL teaching method of nursing students 
was more excellent, their teaching quality improved more significantly, their teaching satisfaction improved more rapidly, and 
their comprehensive ability was higher.
Keywords: Neurosurgery; PBL; Assessment results; CBL teaching

医院组织结构中，神经外科占据着一个至关重要的

地位，肩负着对神经外科病人进行诊疗与管理等重任 [1]。

对于神经外科病人来说，其病情往往比较严重，病情进

展也较为迅速，护理难度大，需要护士具备较强的责任

心与较高的工作能力 [2]。但护生刚离开学校，还未参加

过临床实践，使得其在工作时更易出现问题，进而对病

人的诊疗效果造成了直接性的影响 [3]。为此，医院还应

加强对神经外科实习护生进行教学的力度。本文选取 40

名护生（2019 年 1 月 -2022 年 12 月），着重分析 PBL

与 CBL 教学法联合用于神经外科护理带教的价值，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9 年 1 月 -2022 年 12 月本院神经外科中的实习

护生 40 名，随机分 2 组。试验组 20 人中：女性 19 人，

男性 1 人，年纪范围 18-21 岁，均值达到（19.54±1.32）

岁。对照组 20 人中：女性 18 人，男性 2 人，年纪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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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 岁，均值达到（19.61±1.53）岁。纳入标准：（1）

护士资料齐全；（2）护生无严重躯体疾病；（3）护生

对研究知情。排除标准 [4]：（1）中途退出研究；（2）

资料缺失；（3）有严重躯体疾病；（4）不服从安排。

2 组年纪等相比，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试验组采取 PBL 与 CBL 联合教学法，详细如下：（1）

将护生划分成多个小组，每组 4-5 人，并通过举荐或自

荐的方式选出 1 人为组长。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组长需

负责组织小组成员进行相互交流、查阅资料、制定学习

计划与开展学习讨论会等。（2）PBL 教学。教师需从

科室中选出 1-2 个典型病例，并将之当作是教学案例，

制作教学资料，并提出相关的问题，然后再将教学资料

发放给护生，让护生采取自学与小组讨论等方式找到解

决问题的方法。课堂上，教师让护生采取小组讨论的方

式，向彼此分享自己的自学成果，并经分析与讨论后，

明确最终的答案，并从组内推举出 1 人上台发言。护生

在台上发言时，其它小组的成员需总结经验，若有不同

意见和建议，可在护生发言结束后提出。待每组护生都

发言完毕后，教师需对每组护生的发言进行点评与总结。

对于护生发言中存在的问题，教师也应及时指正。（3）

CBL 教学。从科室中选出典型案例，并根据典型案例的

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情景，然后在课堂上让每组护生

对情景中的角色进行扮演，包括医生、病人、护士和家

属等，让护生能够切身体会到不同角色在诊疗服务中的

一些感受，并能培养护生多方面的能力，如：实践操作

能力、沟通能力与解决问题的能力等。

对照组行常规教学：由教师严格按照教学大纲中的

内容，统一组织护生进行授课。

1.3 评价指标

1.3.1 教学结束时，组织 2 组护生进行考核，其考核

内容有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这两个部分，均采取百分制。

1.3.2 评估 2 组教学质量：总分 100。

1.3.3 评估 2 组沟通能力、解决问题能力与团队协作

能力，都以 100 分为总分。

1.3.4 调查 2 组护生对教学效果的满意度，评估标准：

不满意 0-75 分，一般 76-90 分，满意 91-100 分。对满

意度的计算以（一般 + 满意）/n*100% 为准。

1.4 统计学分析

SPSS23.0 处理数据，t 作用是：检验计量资料，其

表现形式是（ sx ± ），χ2 作用是：检验计数资料，其
表现形式是 [n（%）]。P ＜ 0.05，差异显著。

2 结果

2.1 考核成绩分析

至于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考核成绩这两个指标：

试验组数据分别是（97.23±2.51）分、（91.36±3.24）

分，对照组数据（85.34±3.69）分、（82.05±3.97）分。

对比可知，试验组的考核成绩更加优异（t=12.3195，

t2=11.7845，P 均＜ 0.05）。

2.2 教学质量分析

评估结果显示，至于教学质量这个指标：试验组数

据（98.21±1.52）分，对照组数据（89.34±2.47）分。

对比可知，试验组的教学质量更好（t=6.8923，P ＜ 0.05）。

2.3 综合能力分析

至于沟通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这

三 个 指 标： 试 验 组 数 据 分 别 是（90.25±3.27） 分、

（86.59±4.13） 分、（88.45±3.92） 分， 对 照 组 数 据

（79.21±4.68）分、（75.34±5.26）分、（76.41±5.89）

分。对比可知，试验组的综合能力更高（t1=9.1825，

t2=10.7824，t3=9.2346，P 均＜ 0.05）。

2.4 教学满意度分析

至于教学满意度这个指标：试验组数据 100.0%，和

对照组数据 80.0% 相比更高（P ＜ 0.05）。如表 1。

表 1 教学满意度调查结果表 [n，（%）]

组别 例数 不满意 一般 满意 满意度

试验组 20 0（0.0） 5（25.0） 15（75.0） 100.0

对照组 20 4（20.0） 7（35.0） 9（45.0） 80.0

X2 6.9353

P 0.0321

3 讨论

饮食结构的变化，生活方式的转变，人口老龄化进

程的加剧，导致我国神经外科疾病的患病率有所提升，

使得医院神经外科中的人流量明显增多，护理难度增大
[5]。为此，医院有必要加强对神经外科护生进行教学的

力度，以培养出一批更加符合临床要求的护士，从而有

助于改善神经外科的整体护理质量。常规教学乃比较传

统的一种教学模式，是将教师放在主导地位，并由教师

统一组织护生进行授课，另外，常规教学的整个教学过

程也比较枯燥，护生需要被动的接受教师传递出来的信

息，使得护生的学习热情大幅度减退，进而对其学习效

果造成了影响 [6,7]。

PBL 教学乃新型的教学模式之一，是将问题当作是

导向，由教师对教学资料进行设计，并提出相关的问题，

然后再将教学资料分发给护生，让护生通过自学与小组

讨论等方式，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从小组中选出 1

人上台陈述本组的学习成果，最后再由教师对护生的发

言进行点评与指正 [8]。通过 PBL 教学能够提高护生自学

的能力，同时也能锻炼护生团队协作与解决问题等能力。

CBL 教学也是一种新型的教学方式，是将典型案例当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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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础，由教师根据典型案例设计相应的情景，然后再

让护生以小组为单位，对情景中的不同角色进行扮演，

以激发护生学习的热情，提高护生的主观能动性，让护

生能够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将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更

好的结合在一起 [9]。通过对 PBL 与 CBL 教学法进行合理

联用，不仅能够让整个教学过程变得更加多姿多彩，还

能激发护生学习的热情，培养护生多方面的能力，让护

生能够更加符合临床需求 [10]。

林丹纯等人的研究 [11] 中，对 47 名神经外科实习护

生进行了 PBL 与 CBL 联合教学，并对另外 41 名神经外

科实习护生进行了常规教学，结果显示：联合组的理论

成绩（91.5±2.54）分、实践操作成绩（91.22±2.04）

分，优于常规组（83.45±2.34）分、（88.55±2.1）分；

联合组教学满意度 97.87%（46/47），比常规组 85.37%

（35/41）。表明，PBL 与 CBL 联合教学对提高护生的

考核成绩与改善教学满意度等都具有显著作用。本研究，

至于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这两项考核成绩：试验组数据

都优于对照组（P ＜ 0.05）；至于教学满意度这个指标：

试验组数据比对照组高（P ＜ 0.05），这和林丹纯等人

的研究结果相似。至于综合能力这个指标：试验组评估

结果比对照组好（P ＜ 0.05）；至于教学质量这个指标：

试验组数据比对照组高（P ＜ 0.05）。PBL 与 CBL 联合

教学后，护生的考核成绩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且其综合

能力也明显改善，教学满意度显著提高 [12]。故，医院可

将 PBL 与 CBL 联合教学法当作是神经外科护生的一种

首选辅助护理教学方式。

综上，神经外科护理带教联用 PBL 与 CBL 教学法，

护生的考核成绩更加优异，综合能力改善更加明显，教

学满意度提升更为迅速，教学质量也更高，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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