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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管理与健康教育

叙事性教学法在妇科护理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探析
朱　吕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重庆　400010）

【摘　要】目的：探究叙事性教学法在妇科护理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方法：本文选取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在我院妇科
实习的 60 例护生作为研究对象展开探究，将以上护生根据随机数字表法进行分组，分为对照组以及观察组，对照组护生采用传
统的教学方法开展应用，观察组护生则对叙事性教学法开展应用，记录两组护生的理论成绩、操作成绩以及教学质量评价情况。
结果：观察组护生的理论成绩、操作成绩明显高于对照组，且教学质量评价情况也优于对照组，以上指标均满足 P<0.05，具有统
计学意义。结论：叙事性教学法在妇科教学护理中开展应用的效果显著，不仅能够提升护生的理论成绩、操作成绩，还能够提升
其对教学的评价，增加职业的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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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性教学法是近年来的一种新兴教学方法，该教学方法

以叙事研究为基础，通过自身对与患者沟通交流的叙述，来进

一步提升对患者的理解，产生同理心，从而提升自身在工作中

的人文关怀，并且在这一过程中还能够提升护生对患者病情的

观察，有助于提升其临床思维能力，更好的达到教学的效果。

本文结合两种不同的教学方法展开探究，探究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文选取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在我院妇科实习的 60

例护生作为研究对象展开探究，将以上护生随机进行分组，分

为两组，对照组护生中男性 2 例，女性 28 例，年龄在 18 岁至

24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1.02±0.89）岁，其中中专 4 例，

大专 13 例，本科 13 例。观察组护生中男性 1例，女性 29 例，

年龄在 18 岁至 24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1.48±0.92）岁，

其中中专 4 例，大专 15 例，本科 11 例。两组护生均为全日制

护理专业学生，且均已完成理论课程的学习，护生的基本情况

无显著差异，护生了解自身所在的分组情况以及将要应用的教

学方法，对以上内容无异议，满足以上条件后即可开展探究。

1.2 方法

对照组护生采用常规的教学方法开展应用，由带教老师根

据大纲完成理论以及实践的教学。观察组护生则对叙事性教学

方法开展应用，教学内容安排如下：第一，由带教老师对护生

进行选拔，并采取叙事性教学方法开展应用，选取过后首先带

领护生熟悉环境，介绍相关规章制度。每位护生随机选取 3 名

需要护理的患者进行观察。第二，带教老师以 PPT 形式对护理

中的重点进行呈现，帮助护生找到疾病的病因，并了解护理的

相关措施。并且让其观看相关纪录片并写观后感，以加强护生

的理解。第三，选取妇科典型病理让护生参与其中，告知治疗

期间护理需求等，加强真实病例对护生造成的身心影响。第四，

带教老师应为护生分配一名重点患者，鼓励护生独立与其交流，

让护生进一步了解疾病原因，临床表现以及相关的护理措施。

1.3 观察指标

教学过后对护生进行理论知识以及操作技能的评判，并让

护生开展教学质量评价，教学质量评价分为四个维度，分别为

提升学习兴趣、提升临床思维能力、提升护理人文素质以及提

升职业认同感。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7. 0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计量资

料以均数±标准差（ sx ± ）表示，两组间均数比较采用 t 检验；

计数资料以频数或百分率（%）表示，率的比较采用 χ2 检验，

以 P ＜ 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首先对比两组护生的理论知识以及操作技能的评分情

况，观察组护生的理论知识评分为 98.34±1.52 分，操作

技能评分为 97.32±3.32 分，对照组护生的理论知识评分为

91.24±2.03 分，操作技能评分为 90.38±2.21 分，观察组护

生的理论知识以及操作技能评分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以上指

标满足 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一 两组护生的理论知识以及操作技能的评分情况对比

组别 例数 理论知识 操作技能
观察组 30 98.34±1.52 97.32±3.32
对照组 30 91.24±2.03 90.38±2.21
P 值 <0.05 <0.05

再对比两组护生的教学质量评价情况，观察组护生中有 28

例认为可以提升学习兴趣，所占比例为 93.33%，有 29 例认为

可以提升临床为能力，所占比例为 96.67%，有 27 例认为可以

提升护理人文素质，所占比例为 90%，有 27 例认为可以提升职

业认同感，所占比例为 90%。对照组护生中 23 例认为可以提升

学习兴趣，所占比例为 76.67%，有 24 例认为可以提升临床为

能力，所占比例为 80%，有 23 例认为可以提升护理人文素质，

所占比例为 76.67%，有 23 例认为可以提升职业认同感，所占

比例为 76.67%。观察组护生的教学质量评价情况明显优于对照

组，满足 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二 两组护生的教学质量评价情况对比

组别 例数 提升学习兴
趣

提升临床思维
能力

提升护理人
文素质

提升职业认
同感

观察组 30 28（93.33%）29（96.67%） 27（90%） 27（90%）
对照组 30 23（76.67%） 24（80%） 23（76.67%）23（76.67%）
P值 <0.05 <0.05 <0.05 <0.05

3 结论

叙事性教学方法是近年来新兴的一种教学方法，该教学方

法能够让护生在实习过程中加强与患者的沟通，通过叙事性方

法来更好的找出病因，来更好的对患者开展有效护理，通过

探究得出结论为观察组护生的理论知识、操作技能以及教学

质量评价情况均明显优于对照组，以上指标均满足 P<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可见该教学方法不仅有助于提升护生的综

合学习效果，还能够加强其自身的学习兴趣，增强职业认同感，

提升临床思维能力，因此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应加强对该方

法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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