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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护理教学中情景教学法的应用 
赵婷  王海燕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第一人民医院分院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830011） 

摘要：目的：探讨儿科护理教学中运用情景教学法的作用及价值。方法：将我院 90 例学生依据随机抽签形式分成实验组及参照

组，每组 45 例，实验组接受情景教学，以教师为主导，儿科护理为内容，指导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根据不同的情景进行实训；参照组

接受传统教学，即示教与学生练习相结合。分析对比不同教学方式下的教学效果及教学满意度。结果：实验组学生的各项考核成绩

分数高于参照组；自我评估参数结果优于参照组；总满意度高于参照组（P＜0.05）。结论：在儿科护理教学中运用情景教学模式具

有应用价值，可提升学生的认知水平、理解能力及应变反应，锻炼学生的沟通及合作能力，能够为其将来走向实际工作岗位提供保

障，为临床儿科护理科室推送人才，值得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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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教学是现阶段教学领域新推出的一种教学模式，该模式弥

补了既往教学方式的不足，严格遵照从学生出发，以学生为教学主

体的教学理念，通过化抽象为具体，枯燥为灵活等手段，引导学生

提前体验真实职业，并产生一定共鸣[1]。该方式旨在激发学生的学

习热情，是对社会及生活的进一步加工和提炼，具有十分明显的暗

示和督促意义[2]。目前，不少职业院校的护理人员由于深受传统填

鸭式教学模式的影响，其在独立思考及实践动手等能力方面存在明

显不足，该情况加大了学生未来临床工作开展的难度，也无法有效

保证儿科护理的效率及质量[3]。为进一步提升专科学生在儿童护理

上的专业水平及综合工作能力，本文将我院 90 例学生作为本次研

究对象，分成两组，运用不同的教学模式来深入探析情景教学模式

在儿科护理教学中的积极作用及有效价值，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我院 90 例学生依据随机抽签形式分成实验组及参照组，每

组 45 例。实验组男 11 例，女 34 例，年龄 16-22 岁（19.76±1.27）

岁。参照组男 13 例，女 32 例，年龄 15-23 岁（18.85±1.02）岁。

两组学生均为我院护理专业统招大专生，均为第 2 学年第 1 学期进

行儿童护理学的相关理论及操作技术，其中实验组采用情景教学

法，参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法。两组各项基本资料对比无显著差距（P

＞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参照组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具体内容包括介绍操作的作用及

意义，示范操作过程，并提示注意事项；组织学生自由练习；最后

由教师集中反馈练习中出现的问题，并进行系统总结。 

实验组学生接受情景教学，以下是具体内容： 

1.2.1 师资团队组建。（1）为保证情景教学质量，此次儿科护

理教学师资队伍可配备 2 名专任教师，1 名临床教师、1 名实训指

导教师，其中专任教师需为“双师型”，同时具备高含金量教师资

格证以及执业医师资格证，临床教师及实训导师需通过我院专设的

儿科护理相关考核及试讲，并取得相应合格证书。团队中有研究生

1 名，本科学历者 3 名；高级职称 1 名，中级职称 2 名，初级职称

1 名。全体教师情景教学前，均先参加统一培训，讨论实训情景内

容、形式，角色分配方式以及相关问题创设标准等，不仅要保证每

位学生均能参与其中，该实训项目及情景预设也要符合儿科护理教

学大纲的要求，进而从根本上保证学生学有成效，触类旁通。 

1.2.3 情景教学：儿科护理情景教学主要分为理论教学和实践

教学两种。（1）理论教学：首先与学生介绍疾病的基础理论知识，

期间密切关注学生的听课状态及班级的运行情况，适当情况下，还

可添加一些学生喜闻乐见的小故事或生活日常小趣事来活跃班级

氛围。当讲到护理诊断及护理措施时，可综合借鉴学生的个性差异

及学习情况，将其分成等量小组，并以启发式或推进式的教学方式

与学生进行互动，鼓励小组合作总结小组讨论情况，小组长依次上

台发言，最后再由教师集各组之言，进行总结、分析和补充。以小

儿腹泻为例，首先教师可系统的为学生介绍腹泻的定义、病因、分

类、临床表现及相关禁忌等基础理论知识，而后再引导学生小组合

作分析腹泻的护理诊断及护理措施，期间可有效运用多媒体技术、

书籍等媒介，结束后可遵循自愿或他荐等方式选择代表发言。教师

总结时，可依据书本内容深入剖析，进一步对知识进行扩展。（2）

实践教学：授课教材采用《儿科护理学》。以“暖箱的使用”为例，

将其分成 4 个步骤。①自由分组：小组分组可由学生自行分配，分

成 9 组，每组 5 人，提前预设多种情景方式，以随机抓阄方式展开

实训。②课前准备：实训情景构思可提前 1-2 周分派给各组学生，

留存尽可能多的时间与学生做准备，确保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及普遍

参与性。鼓励学生自主查找相关资料及文献，实训情景要充分反映

研究主题，情景资料需于课程开展前 1d 拟成 PPT 上交教师。③小

组示范：实训选择专门的护理实验室，开展前，先指导学生依据实

训情景准备妥当所需物品，譬如仪器、材料、产儿模型、衣服、尿

布温箱以及肛温剂等，接着再根据原先制定的剧本，再现情景，比

如询问患儿家长病史、患儿家长陈述疾病情状、医师为患儿制定治

疗方案、准备和调节暖箱、观察疗效等。最后，由小组组长总结本

次实训优良，教师再在每组总结基础上深入分析并反馈。③组间互

评：基于学生间个性差异及思维方式的不同，实训情景虽提升了学

生的护理知识及操作技术，同时也能不同程度的暴露学习短板及认

知缺陷。在小组情景模拟后对小组开展组间互评，一来可以锻炼和

培养学生的判断能力，二来还能为小组学生指出优点及纰漏，促进

全体学生共同发展，协同进步。 

1.3 观察指标 

1.3.1 学期结束后，组织由实训导师监考的专项考核，包括理

论成绩、实践成绩、病例分析、合作能力、护理方案设置、知识进

步空间 6 部分，其中理论成绩及实践成绩均为 100 分，其余项目每

项 20 分，分数越高代表学生单项成绩越好。 

1.3.2 自我评估调查表。调查表由本班教师联合院内教学研究

者自行设计，内容包括教学实施、学习促进、能力提升、职业认知

等 4 个维度，共计 24 个条目，总分 100 分，每项 25 分，得分越高

表明学生对教学措施越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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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院内自制满意度调查表为评估基准，由本研究患者进行

满意度评分，评价维度分成满意、一般和不满意三个方面，其中>80

分为满意；60-79 分为一般；<60 分为不满意。满意（率）=满意（率）

+一般（率）。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1.0 分析，计量资料以（ sx ± ）表示，经 t 检验，

计数资料经 x2 检验，以（%）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为 P＜0.05。 

2 结果 

2.1 两组考核成绩对比 

结 果显示， 实验组 学生的各 项考 核成绩分 数高于参 照组

(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考核成绩对比[ sx ± ，n=45（分)] 

组别 理论成绩 实践成绩 病例分析 合作能力 
护理方案

设置 

知识进

步空间 

实验组 
93.56±

5.74 

90.47±

4.25 

16.24±

2.36 

14.38±

1.46 

12.66±

2.12 

17.18±

2.23 

参照组 
82.43±

5.72 

81.51±

4.38 

13.81±

1.61 

11.19±

1.52 

5.34±

1.33 

11.20±

1.19 

t 9.214 9.848 5.705 10.153 19.621 15.870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2 两组自我评估调查结果比较 

实验组各项自我评估参数结果优于参照组，差距显著，有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自我评估调查结果比较（ sx ± ，n=45(%)） 

组别 教学措施 学习促进 能力提升 职业认知 

实验组 15.28±2.54 15.33±2.25 17.37±2.36 16.82±2.53 

参照组 10.36±1.74 9.46±1.38 11.21±1.24 10.39±1.44 

t 10.719 14.918 15.500 14.817 

P 0.000 0.000 0.000 0.000 

2.3 两组教学满意度比较 

实验组学生的教学满意度高于参照组，其中实验组 45 例

（100.00%），参照组 35 例（77.78%），相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3。 

表 3 两组教学理满意度比较[n(%)] 

组别 例数（n）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总满意度

（%） 

实验组 45 64.44(29/45) 35.56(16/45) 0.00（0/45）100.00(45/45) 

参照组 45 40.00(18/45) 37.78(17/45) 22.22(10/45) 77.78（35/45）

x2 - - - - 9.112 

P - - - - 0.001 

3 讨论 

基于儿童年龄及社会阅历等因素的影响，儿科护理学对护理人

员的理论知识及操作水平有着较高的要求，专科实习护理人员由于

初次应对临床工实践工作，易出现紧张、焦虑等不良情绪，会在一

定程度上降低临床护理质量[4]。因此，相关护理教学机构需在学生

进入实习之前，进行临床护理相关实训，锻炼和培养学生的应激反

应能力及知识专业性，进而为其更好的踏入临床事业创造条件[5]。 

情景教学是目前医学专科学院积极推广并广泛施行的一种教

学模式，该模式以揭示学生心理活动规律为基础，通过角色扮演、

情景模拟等方式让学生产生身临其境之感，引导学生从整体出发循

序渐进的理解所涉专业中的每项知识内容，进而针对性提升护理专

业知识及综合工作能力[6]。研究表明[7-8]，儿科护理专科学生经情景

模式教学后，学生的整体学习能力及认知水平均得到了显著改善，

期末考核成绩结果显示学生的理论知识及实践操作技术扎实，简单

题型出错率普遍偏低，易错部分经讲解后也能有效避免。而赵青艳、

贾莅彦等[9-10]学者也在其临床报道中提到，情景教学在儿科护理教学

中运用状况良好，大多数学生能将原先的被动学习状态逐渐转变成

主动学习。同时，上课氛围也由既往枯燥、单一转变成了积极活跃，

学生的学习兴趣不断增强，学习质量及效率也眼见的有所提升。本

次研究结果显示，经情景实训后，学生的理论知识、病例分析、合

作能力、护理方案设置等能力均有了较大程度的改善，且显著高于

参照组；理论成绩及实践成绩的分值优于参照组，该结果与部分研

究结果一致，表明情景教学模式相较传统教学模式效果显著，能够

提升学生的护理专业知识及综合工作能力，同时还能有效锻炼学生

的思转换能力。其次，在自我评估问卷调查中，我院还发现实验组

学生在教学实施、学习促进、能力提升、职业认知等评估上对情景

教学的认可度很高，且结果明显优于参照组。此外本研究结果还显

示，45 例学生对情景教学模式的满意度为 100%，参照组只有

77.78%，又可进一步证明情景教学相较传统教学模式延展性及适用

性更强，更易于学生接受。 

综上所述，在儿科护理教学中运用情景教学模式具有应用价

值，可提升学生的认知水平、理解能力及应变反应，锻炼学生的沟

通及合作能力，能够为其将来走向实际工作岗位提供保障，为临床

儿科护理科室推送人才，值得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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