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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产士属于技术应用型人才，在相关院校培养此类

人才过程中，需要结合现代化助产岗位要求，1 根据高级

助产士标准进行培养，以全面提升助产专业学生的岗位

能力 [1]。经过专业培训的助产导乐士一对一陪伴孕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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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产妇分娩全程持续的身心支持和帮助。引导文教学

法是学生在教师设置的引导文基础上，独立开展学习及

工作的一种教学方法，属于一种行为导向教学法 [2]。本

文特分析了引导文教学法在院校助产导乐士培养中的应

用效果，现报道如下。

1　受试对象与方法

1.1 受试者资料

选取 2020 年 3 月～ 2021 年 12 月笔者所在院校 2 届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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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个班共 482 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年龄 19-23 岁，平均

（22.7±0.9）岁。其中 3 个班 242 名学生作为观察组，另

3 个班 240 名学生作为对照组。两组学生基本资料一致，

P ＞ 0.05。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法进行课堂讲解，教师为教学

主线，结合理论教学、实验教学、现代化教学设备等方

式。观察组采取引导文教学法（完整流程见图 1），具体

措施为：1. 获取信息。该阶段应通过制定教学目标，促

使学生独立分析并完成任务，学会查找资料并进行甄别

和筛选。采取头脑风暴法组织学生讨论助产导乐士应具

备的职业道德素养、知识储备以及技能，并发放相关引

导文资料参考；学生在接到相关任务后，分组、分工合

作，在引导文基础上完成相关任务。对于组内成员任务

不明、参与意识不强等情况，需要教师帮助协调。2. 制

定计划、作出决策。该阶段要求学生能够独立思考、表

达并合作完成任务，鼓励学生参与其中，在活动中深化

理解助产导乐士的工作和意义。由教师承担咨询者身份，

并参与各小组工作计划中，分析其可行性，最终确定方

案。学生根据引导文指示分析完成任务的具体流程及工

具，拟定有效方案、制定计划并作出决策；小组成员通

过讨论合理分工，遇疑难问题向老师请教。3. 实施计划。

该阶段要求学生能独立制定工作计划，加深对助产导乐

技能及相关知识的理解，强化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

教师扮演指导者身份，督导计划方案的实施进展，必要

时予以指导。学生通过模拟场景等方法对方案进行演练，

由助产导乐士对“产妇”进行护理，组长统筹管理，并

做好记录。演练结束后，学生应先反思操作中的差错操

作，教师点评并指导纠正。4. 检查及评价。该阶段要求

进一步激发出学生学习主动性，由各小组成员对学习成

果进行客观评价，引导学生发现学习过程中的问题所在，

尝试独立解决问题，实现理论知识和技能实践一体化。

由教师对学生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对总结本次教学

活动。由学生对本活动进行自评，客观评价其他小组，

并总结和反思。

图1　完整流程

1.2 观察指标

在本次教学活动结束后，采用自拟问卷由学生以无

记名形式对教学效果进行评价，包括师生互动、课堂气

氛、课堂注意力、知识理解能力、知识拓展能力、学习

目标，所有问卷均有效回收，回收率 100%。每项得分

0-5 分，得分越高则教学效果越好。采用护理软技能评

测量表对学生的能力进行评价 [3]，主要内容包括团队合

作能力、人文关怀、沟通能力、独立思考能力、解决问

题的能力、评判性思维，每项得分 0-5 分，其得分与学

生的护理软技能呈正比。记录两组理论考核、技能考核

的成绩，并对两组进行比较。

1.3 统计学分析

本文中数据均使用 SPSS 26.0 软件进行处理，P ＜ 0.05

时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计数资料用“n（%）”表示、

卡方（χ2）检验；计量资料进行正态分布性分析后，用

“x±s”表示、配对样本 t 检验。

2　结果

2.1 学生的教学效果评价

观察组学生在师生互动、课堂气氛、课堂注意力、

知识理解能力、知识拓展能力、学习目标的评价均高于

对照组，P ＜ 0.05。见表 1.

2.2 两组学生护理软技能的比较

观察组学生的护理软技能（团队合作能力、人文关

怀、沟通能力、独立思考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评判

性思维）得分高于对照组，P ＜ 0.05。见表 2.

表1　对两组学生对教学效果评价比较（x±s）

组别 例数 师生互动 课堂气氛 课堂注意力 知识理解能力 知识拓展能力 学习目标

观察组 242 4.9±0.3 4.9±0.4 4.8±0.5 4.7±0.5 4.4±0.5 4.8±0.5

对照组 240 4.5±0.6 4.4±0.5 4.3±0.6 4.1±0.8 3.7±0.6 4.5±0.6

t 值 - 9.2683 12.1278 9.942 9.8823 13.9188 5.9652

P 值 -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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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学生理论成绩、技能成绩的比较

观察组学生的理论成绩、技能成绩得分均高于对照

组，P ＜ 0.05。见表 3.

表3　对两组学生理论成绩、技能成绩的比较（x±s）

组别 例数 理论成绩 技能成绩

观察组 242 77.5±9.2 80.7±6.3

对照组 240 68.3±8.5 72.1±7.9

t 值 - 11.4005 13.2188

P 值 - 0.000 0.000

3　讨论

助产导乐陪伴分娩作为近年来国际产科界提倡的一

种分娩护理模式，其目的在于保护、促进和支持自然分

娩 [4]。助产导乐士承担着照顾者、安慰者、护理者、接

生者的多重身份，不仅要做好产程观察、各种相关治疗

及护理，还需要予以产妇生活的照顾、心理的支持、分

娩减痛指导，确保产妇顺利完成分娩，提高分娩质量和

产妇满意度 [5-6]。这就对助产导乐士的功能能力、知识储

备、道德素养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传统的助产导乐士教学模式仍以课堂教师讲解为主，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灵活性 [7]。李丽

等学者认为 [8]，引导文教学法能够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

以及自主学习能力，较大程度提升教学质量。从本文结

果来看，观察组学生对教学效果的评价均高于对照组，P

＜ 0.05；观察组学生的护理软技能得分高于对照组，P

＜ 0.05。观察组学生的理论成绩、技能成绩得分均高于

对照组，P ＜ 0.05。说明引导文教学法切实提升了教学质

量，整体学习成绩明显提升。引导文教学法着重于教师

引导学生发现和解决问题，促使学生独立完成任务，促

进全面发展 [9]。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不断发现、解决

并不断进行探索，可持续性循环强化学生学习能力，通

过成果总结增强学生独立能力，有利于学生在今后职业

生涯中分析和解决问题。

综上所述，引导文教学法能够有效提升助产导乐士

技能，护理软技能提升，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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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对两组学生护理软技能的比较（x±s）

组别 例数 团队合作能力 人文关怀 沟通能力 独立思考能力 解决问题的能力 评判性思维

观察组 242 4.8±0.4 4.5±0.6 4.8±0.4 4.7±0.6 4.5±0.4 4.6±0.5

对照组 240 4.5±0.5 4.1±0.7 4.0±0.5 3.9±0.8 4.2±0.6 4.3±0.7

t 值 - 7.277 6.737 19.405 12.427 6.464 5.418

P 值 -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