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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管理与健康教育

PBL 结合情境教学法在妇科护理教学中的效果及满意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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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 PBL 结合情境教学法在妇科护理教学中的效果及满意度影响。方法：纳入本院妇科临床实习护生 37
名为研究对象开展对比性带教研究（2020 年 8月 ~2021 年 3月），依据实习时间差异分组后，予以对照组 17名护生 LBL带教（20
年 8 月 ~11 月）、观察组 20 名护生 PBL+情景教学法带教（20 年 12 月 ~21 年 3 月）。对比带教效果及满意度差异。结果：（1）
带教效果：护生入科时护理技能综合测评结果对比无统计学差异（P＞ 0.05），观察组护生出科时所得护理理论、专科护理技能、
病例分析及护理思维测评成绩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 0.05）；（2）满意度：观察组评价所得护理思维树立、专科技能培
养及理论深化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 0.05）。结论：PBL 结合情境教学法在妇科护理教学中的应用，可在有限带
教时间内实现对护生专科护理技能的有效培养，且教学质量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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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实习作为医学院护生重要教学阶段，可在教学期间经
在职人员开展带教后实现对护生专科理论知识的补足深化，并
可培养其专科护理技能、树立完善护理思维，教学价值显著，
但传统临床实习带教中教学方法局限性则使得带教效果或难以
满足护生临床实习需求，需对教学措施进行积极调整 [1]。因此，
为分析 PBL 结合情境教学法在妇科护理教学中的效果及满意度
影响，特开展本研究，详情如下：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纳入本院妇科临床实习护生 37 名为研究对象开展对比性带

教研究（2020年8月~2021年3月），依据实习时间差异分组后，
对照组 17 名（20 年 8 月 ~11 月）、观察组 20 名（20 年 12 月
~21 年 3 月）。

对照组、观察组护生均为女性，年龄 19~23 岁，平均年龄
（21.05±1.25）岁，均为在校护理专业学生。基线资料组间
对比结果无统计学差异，P＞ 0.05，研究结果可比。

1.2 方法
予以对照组 17 名护生 LBL 带教、观察组 PBL+ 情景教学法

带教。
LBL 教学法：由带教老师依据科室实习带教需求制定教学

大纲，在周期性理论教学开展同时，引导护生参与临床护理，
对专科护理技能予以培训、指导。

PBL+ 情景教学法：在带教老师完成科室临床护理教学大纲
后，依据教学范围选择典型病例资料，其后设置教学引导问题，
由护生自行组队进行小组学习（4~5 人 / 组）。护生在完成病历
资料为主导的问题导向学习后，利用自身护理理论积累制定护理
方案，其后于理论教学期间由各组对制定护理方案进行情境演示
下护理实操，其后由带教教师对各组护理方案及护理实操情况进
行点评及专业指导，其后引导护生于临床实践中实施护理 [2-3]。

1.3 观察指标
对比带教效果及满意度差异。
1.4 统计学方法
研究所得数据资料组间差异性分析由 SPSS24.0 统计学软件

对比分析，如统计结果差异显著且P＜ 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带教效果对比
护生入科时护理技能综合测评结果对比无统计学差异（P

＞ 0.05），观察组护生出科时所得护理理论、专科护理技能、
病例分析及护理思维测评成绩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
＜ 0.05）。见表 1。

2.2 满意度对比
观察组评价所得护理思维树立、专科技能培养及理论深化

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 0.05）。见表 2。
3 讨论
研究结果：（1）带教效果：护生入科时护理技能综合测评

结果对比无统计学差异（P ＞ 0.05），观察组护生出科时所得
护理理论、专科护理技能、病例分析及护理思维测评成绩均高
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 ＜ 0.05）；（2）满意度：观察组评
价所得护理思维树立、专科技能培养及理论深化满意度均高于
对照组，差异显著（P＜ 0.05）。

PBL 结合情境教学法在妇科护理教学中的应用，可在选定
教学病例设置相关导学问题后，由护生以小组协作模式制定护
理方案及情境模拟后，在过程中逐步树立护生健全护理思维，
且在情景模拟教学实施中，还可由护生在进行护理操作模拟后
由带教老师及时对各项护理技能操作规范性进行详细指导，提
升护生护理实操掌握情况，以提升临床带教综合效果 [4]。

综上所述，PBL结合情境教学法在妇科护理教学中的应用，
可在有限带教时间内实现对护生专科护理技能的有效培养，且
教学质量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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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带教效果对比（ x ±s）

组别 时间 护理理论（分） 专科护理技能（分） 病例分析（分） 护理思维（分）
对照组 入科 73.65±2.37 72.98±2.65 70.36±2.71 71.02±2.58

出科 83.65±4.25 84.02±4.11 80.22±3.54 81.03±4.26
观察组 入科 73.85±2.41 72.95±2.61 70.42±2.75 71.05±2.61

出科 91.26±4.58 90.58±4.32 86.15±3.98 86.08±4.05
t（出科） 6.1113 4.7064 4.7490 3.6912
P（出科） 0.0000 0.0000 0.0000 0.0008

表 2 满意度对比（n，%）

组别 n 护理思维树立 专科技能培养 理论深化
对照组 17 76.47（13/17） 70.59（12/17） 70.59（12/17）
观察组 20 100.00（20/20） 95.00（19/20） 100.00（20/20）

χ2 5.2763 4.0606 6.8015
P 0.0216 0.0447 0.00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