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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管理与健康教育

临床护理教学研究性学习模式的构建
曹　绚　周月荣通讯作者　徐　慧　蒙海姣

（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三医院妇产科　广西　南宁　530021）

【摘　要】目的：探讨构建临床护理教育研究型学习模式，提高学生主动探究精神和处理能力。方法：对过去一年（2019 年 -2020
年）在我校实习的 82 名学生进行观察，按照随机数表法的分组原则，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其中对照组 41 例，观察组 41
例。对照组接受传统护理方法，观察组接受学生为主体，教师控制教育过程，完成临床教育的组织管理，学生在课堂上了解相关
护理知识。新的教育评估比较分析测试。群体教育效果。我们将两组实习的综合评估结果与两组实习的患者满意度进行比较。结
果：对照组护生专业技能总分为（89.72±3.49）分，观察组为（79.50±3.61）分。对比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病例分析 对
照组为（86.87±5.69）分，观察组为（75.49±5.73）分，组间比较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对照组对实习生的照顾满意率为
75.61%，观察组对实习生的照顾满意率为 95.12%。组间比较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研究型学习模式在临床护理教育
中的应用，对于提高实习生的专业综合技能和病例分析能力具有很好的效果，在未来的临床实践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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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性学习的主要内容是知识库，思考是主要目的，主要

特征是再发现。研究性学习方法的应用具有较高的学习主动性、

强烈的探索欲望，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知识，养成良好的

学习习惯，提高学习效果。[1] 本研究以 2019 年至 2020 年我院

收治的 82 名学生为对象，考虑研究型学习模式对临床护理教

育的影响。具体结果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一般信息

对 2019 年至 2020 年在我院实习的 82 名学生进行观察，按

照随机数字表分组原则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其中，对照

41 人，男 2 人，女 39 人，年龄 22-25 岁，技术初中生 5 人，

专科生 11 人，本科生 25 人以上。 41 个观察组中，男 3 人，

女 38 人，年龄 21 ～ 25 岁，高中 4 人，大专 14 人，本科及以

上23人。比较两组患者的基本资料，差异不显着，可以进行比较。

1.2 方法

两组典型地根据实习目的开展临床教育活动，观察组在此

基础上接受研究和教育模式，具体如下：

(1) 成立专题讨论组。专题讨论组的成立可以更好地帮助

学生学习知识，使得知识点更加扎实，并且每个专题讨论组由

五名学生组成，并选择一人担任组长，主要负责管理小组成员

和专题讨论计划。

(2) 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创造问题情境。基于研究的学习模

式基于学生的研究、主动性和开放性。讲师以临床护理教育目

标和教育大纲为基础，结合学科专业知识，创造问题情境，指

导学生确定讨论主题。

(3) 研究计划的制定。学生想要更好的获取知识，学生需

要教师的指点，教师给予帮助，并制定研究计划。具体内容包括：

题目、方法、出现的问题等。制作完成后，导师将展示学生制

定的项目研究计划，并提出合理的建议 [2]。

(4) 研究的实施和经验。学生按课题分组，通过个人完成、

小组协作、集体讨论等方式开展研究学习活动。在搜索相关信

息时，结合专业咨询、临床观察、调查等，对相关数据进行收集、

分析、统计，最终得出结论。导师在进行项目研究的过程中扮

演着独特的领导角色。

(5) 展示和讨论研究成果。学生准备并总结自己的研究报

告。各组汇报调查内容，总结结果，并派代表回答教师提问。

2 结果

2.1 两组实习综合评价结果

对照组实习生综合评价得分中，综合专业技能得分为

（89.72±3.49） 分， 观 察 组 为（79.50±3.61） 分。 对 比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对照组病例分析得分为（86.87）

±5.69） 分， 观 察 组 为（75.49±5.73） 分， 组 间 比 较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2 比较患者对两组实习生护理满意度情况

患者对对照组实习生护理满意度为 75.61%，对观察组实习

生护理满意度为 95.12%，组间比较 P ＜ 0.05，差异存在统计

学意义，具体见表 2。

3 讨论

临床护理教育集团应用了研究学习模式，以取得理想的结

果。首先，护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提高 [3-4]。开

展研究型学习临床教育应贯穿于整个实习过程，而不仅仅是开

设研究型学习课程。对于学生来说，实习是一个社会实践的过

程，需要带着解决的问题去落实，护理人员需要直接参与，直

到问题解决。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知识储备得到极大的激活，

表 1 两组实习护生综合考核成绩对比（ x ±s，分）
组别 例数 专业综合技能 个案分析

对照组 41 89.72±3.49 86.87±5.69

观察组 41 79.50±3.61 75.49±5.73

t 值 - 5.58 3.82

P 值 - ＜ 0.05 ＜ 0.05

表 2 比较患者对两组实习生护理满意度情况（n，%）
组别 例数 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对照组 41 19（46.34） 12（29.27） 10（24.39） 31（75.61）

观察组 41 30（73.17） 9（21.95） 2（4.88） 39（95.12）

Ｘ 2 值 - 6.14 0.58 6.25 6.25

P 值 - ＜ 0.05 ＞ 0.05 ＜ 0.05 ＜ 0.05

（下转第 16 页）



World Medical Frontier  世界医学前沿 (2)2020.6

16

临 床 研 究

是十分重要的一种细胞外基质成分，其正常合成时能够对细胞

增殖产生促进作用，在创面愈合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15]。本

次研究结果提示，研究组治疗后的创面 TGF-β1 水平、胶原蛋

白 I 水平、胶原蛋白 III 水平均比对照组显著性的更高（P 均

＜ 0.05）。结果提示，VSD 技术可显著提高 TGF-β1 水平、胶

原蛋白 I水平、胶原蛋白 III 水平。

综上所述，给予 DF 溃疡患者使用 VSD 技术治疗，可显著缩

短创面的愈合时间，提高创面愈合率、TGF-β1 水平、胶原蛋

白Ⅰ水平及胶原蛋白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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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决患者的实际问题和探索活动的过程中，学生的应用能力

逐渐提高。第二，培养员工的责任感和工作作风。研究型学习

模式的应用。学生可以在解决问题的同时独立完成学习任务。

教师不会直接向学生给出问题的答案。学生通过将案例与护理

研究和观察相结合得出结论。最后，提高了护生的学习能力 [5]。

研究型学习法是一种开放式的项目研究和教学模式，在整个实

习过程中贯彻以研究为导向的思想和理念。

以上是基于临床护理教育研究的学习模式构建的详细讨论。

这种教育模式从教师和学生的角度来看都具有很强的实用性。

教师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学生解决问题能力的不断提高被认

为是可行的。有效的临床护理方法[6-7]。近年来，医学逐渐普及，

在此背景下，我们科学应用研究型护理方法，获得高度的意识。

将患者视为家庭成员，以减少护士与患者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基于研究的学习模型有许多优点，值得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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