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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儿科的护理教学质量，关乎到为医疗行业输送高质量的护理

人才，儿科的护理相较于成人的护理更加的复杂，所以在培养人
才的时候更需要优质化。优化和创新护理教学，在顺利完成教学

及见习任务的同时，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获得更好的教
学和见习效果。

1　儿科护理教学课堂的现状分析
根据目前的研究发现，我国医院的护理人员整体素质还有待

提升，护理人员在照顾孩子的过程中，一些因为自身专业技术不
过关的情况而给孩子带来可以避免的问题。例如，幼儿的血管比

较细，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保证儿科护生具有较强的穿刺能力，如
果护理人员的额专业技能不过关，就会让幼儿多承受一次针刺的

伤害。然而，大多数儿科护理职业教育课程并没有注重培养学生
的综合素养能力。除此之外，在幼儿遇到一些紧急情况时，也必

须要求儿科护理学生具备相应的应对能力，积极与医生进行配合，
进而有效地保障幼儿的健康。

2　对于儿科护理教学的创新尝试
2.1 借助信息技术优化备课工作

课前，教师要充分备课，明确教学目标和教学重难点，同时
结合网上其他教师的优质讲解方法，丰富自己的教学方法。教师

可以利用学习软件，比如学习通、雨课堂等，把 PPT、教案和学
习重难点发布在平台上，然后让学生用手机或者电脑自主观看，

让他们初步了解当次课的重点，让感兴趣的学生提前进入研究状
态，了解相关知识。比如，教师要教学小儿年龄分期相关知识时，

可以把制作的PPT发给学生看，并要求学生对不懂的地方提出问
题，同时将问题发布到学习软件上，教师看到学生的问题后要对

问题进行总结记录，并在课堂上予以针对性讲解。教师还可以通
过学习通给学生布置小任务，让学生自行搜索各年龄段的儿童都

有哪些典型特点。
2.2 以生为本设置情境和选择案例

在案例选择上，教师应综合考虑学生的学情，选取和学生比
较有共识的案例进行探讨。这样，学生才会有兴趣集中注意力，主

动参与案例分析与讨论，从中学到知识并掌握技能。教师也可选
择跟平时的教学理念相悖的例子，只是要设立具体题目进行限定，

以保证实训教学的效果。也可选择具有争议性的案例，争议性案
例能引起学生的热烈讨论，在遇到有分歧的问题时，学生会表现

得比较激动，有利于促进师生、生生交流。还可选择有挑战性的
案例，这类案例能让情境案例教学的功能与作用发挥到极致。教

师还可以将护理的内容分成模块进行讲授，在每个模块中设置教
学要求，并添加相应的案例教学辅助教学。进行不同板块的知识

讲解时教师对设定的情境和案例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学生在这个
过程中思维跟着教师讲课的节奏，引导学生进行深度的思考。

2.3 进行跟班学习模式
新入科护生跟班了解、学习新生儿科的整体护理流程，带教

过程中教师指导护生了解新生儿基础护理流程，学习患儿喂奶、
更换纸尿裤、沐浴等生活护理技能。教师现场示范口腔、脐部、臀

部护理等基础护理技能，并指导护生学会使用臀红烤灯照射、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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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信息技术在人们生活中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教育事业要走在

社会的前沿，也需要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来不断完善自己。如在高为进一步提升儿科护理实训课教学有效性，为儿科护理培养更多理实素质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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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认可度及满意度的策略。

【关键词】高职院校；儿科护理；创新教学

光箱等简单的治疗设备。学习后进行新生儿基础护理知识技能大
比拼，护生分组合作，先进行新生儿护理知识问答比赛，针对常

见新生儿疾病、母乳喂养、奶粉喂养、营养评估、新生儿大便频
率、性状等知识出题，以小组为单位，采用抢答形式，回答问题，

激发护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学习、识记新生儿基础护理知识；
随后进行新生儿基础护理技能实操比赛，各小组先进行组内比赛，

选出操作技能较好的组员，随后代表小组参赛，相比切磋技能，共
同提高护理技能。此外，组织教学查房，学习护理文书记录，跟

班学习并完成护理文书。
2.4 现代化教学手段与传统教学方法相结合模式

在板书和书本知识基础上，重点疾病植入病例图片、视频、实
验室检查、医技图像等，使学生对疾病有更直观的认识。在复习

辅助科室相关内容的同时，老师引导并拓展学生思维，进行诊断
和鉴别诊断等内容的讲授。组建微信群，部分疾病在授课同期无

相应病例可供教学查房或见习时，可将课件及相关的视频发布在
微信群中，弥补临床见习的缺憾。俗话说“三分治疗，七分护理”，

婴儿疾病管理中，高质量护理占据重要地位，相关护理知识不可
或缺。把新生儿病房的常用诊疗方式、体检以及日常护理，如拍

背、沐浴、中药熏洗、捏脊等操作制成视频，发布在微信群中，增

强学习的真实性和趣味性，丰富教学内容，减少学生对新生儿的
惧怕感。

2.5 角色扮演和情景教学
传统教学以课堂讲授为主。床边班教学在理论传授的同时，

增加了一部分临床带教见习课时，使得学生在面临现实问题时能
有意识地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应用。在床边教学的同时，老师

指导学生进行角色扮演、情景教学，把医学生置入临床实际环境
中，模拟临床诊疗过程，就此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讨论。另

外，还可以进行儿科外治的练习，如手法推拿、捏脊等，体验不
同手法下患儿的感受。儿童患者理解能力有限，尤其是婴儿，依

从性差，查体不配合，因此，儿科医生较成人科室医师需要有更
高的洞察能力。老师应同时强调医师角色认知、共情、医学人文

和医患沟通，适当引入医疗事故的讲解，医疗热点的探讨，培养
学生的职业素养，并且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共情能力，这样才能

更好的缓解家长和年长患儿的焦虑，贴近患儿心理，拉近医患感
情，使家长和患儿放下戒心，从一些言语或细微动作中发现某些

疾病的蛛丝马迹，揭示疾病本质，减少患儿苦痛。
3　结语

综上所述，儿科护理教学具有较强的实践性，需要学生具备
较好的应用理论进行实操演练的能力，因而教学难度较大。进行

多元化的教学模式强化学生对于专业理论知识的理解，还能增强
学生的学习兴趣与体验，使学生对护理专业知识的掌握不再停留

于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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