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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导入式情景教学在内科护理教学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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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案例导入式情景教学在内科护理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随机在 2019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接收

的内科护理学生中选择 140名纳入实验，随机抽签法分组，对照组、观察组各 70名学生，对照组沿用传统教学模式，观察组

使用案例导入式情景教学，对比两组成绩考核结果、综合能力评定结果以及对教学方式的评价结果。结果：观察组理论知识、

实践操作技能以及总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学习兴趣、自主学习能力、临床思维能力、理论联合实践能力、文献

检索以及信息资源利用能力均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教学新颖度、课堂气氛、师生交流、学生主体性、课堂氛围调控

能力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内科护理教学中使用案例导入式情景教学可提升成绩，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学生

对教学模式认可度高，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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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护理理念的转变和护理要求的提升，现代护理教学

的目标发生转变，需培养具有积极专业态度、高层次认知技

能、良好沟通合作能力以及组织能力的高素质护理人才。内

科作为护理专业的核心课程，是各科学习的基础，因此内科

护理教学质量的好坏对于学生课程考核和毕业后工作能力

非常关键[1]。传统教学模式以教师讲解为主，学生在整个过

程中被动接受知识，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足，而且内科

中较多的知识点学生通过教师的单向输出，记忆和理解难度

较大[1]。与传统灌输式教学对比，情景教学更加具有形象性

和直观性，可激发学生的学习体验，使学生拥有更加积极的

学习态度。而案例导入与情景教学结合则可以带领学生进入

到特定的案例情景中，从患者的角度感知护理措施的意义，

产生共情能力[3]。本文对案例导入式情景教学在内科护理教

学中的应用效果进行分析，研究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在 2019年 1月—2020年 12月接收的内科护理学生

中选择 140名纳入实验，随机抽签法分组，对照组、观察组

各 70名学生。纳入指标：1）均为护理学专业在校生；2）

学期中均需要进行内科护理学习；3）签署实验同意书。排

除指标：1）中途退出实验；2）未参加成绩考核；3）缺勤

超过规定次数。对照组中男生 23 名，女生人 47 名，年龄均

在 18-22 岁范围内，平均年龄为（20.12±1.43）岁。观察组

对照组中男生 21名，女生人 49 名，年龄均在 18-21岁范围

内，平均年龄为（20.67±1.57）岁。对两组学生指标对比，

未出现显著差异，P＞0.05。

1.2方法

对照组沿用以往教学模式，以《内科护理学》作为教材，

教师按照教学大纲要求制定教学计划，按照课时安排教学进

度，考核前指导学生复习，讲解归纳考试重点。

观察组案例导入式情景教学使用案例导入式情景教学，

教学过程分为情景、发现、建构 3 个流程，通过经典病例进

行情景展示，提出问题，对案例进行集中讨论与讲授，最后

开展讨论总结工作。具体流程如下：1）在教学开始之前将

学生分成 6-8 人小组，结合教学目标设计相关疾病就诊的病

例情景，提出疾病和护理方面的问题，包括疾病判断的依据、

怎样进行护理评估和危险因素干预、怎样判断患者角色适应

不良、怎样进行心理疏导。案例以及问题在课堂开始 1 周之

前发放到每个小组，小组成员共同预习课程内容，对病情进

行讨论，确定护理方案。2）教师在课堂对病例中重点知识

进行讲解，介绍病例情景，围绕情景对疾病的病因、病机、

临床症状、体征、诊断治疗进行分析，对于小组制定的护理

方案进行评价，指出其中的问题，启发引导学生构建护理诊

断，完成护理方案。3）在教师引导教学结束之后给予相应

时间进行课堂集中讨论，围绕病例情景中的疑问部分进行梳

理，由小组代表发言，教师对学生的问题进行集中解决。4）

教师结合学生讨论发言及时发现学生掌握中的不足，对于存

在争议的问题进行详细讲解，对护理模拟情况进行点评，指

出其中有缺点和需要改进的措施，对本次案例涉及到的护理

知识进行归纳总结，确定护理的重点、难点，将知识系统化。

1.3观察指标

首先，对比两组成绩考核结果，在课时结束之后对学生

进行考核，试卷设计总分 100分，理论知识占比为 60%，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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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操作技能占比 40%。

其次，对比两组综合能力评定结果，分为学习兴趣、自

主学习能力、临床思维能力、理论联合实践能力、文献检索

以及信息资源利用能力 5 个方面，单项评分均为 10 分，分

值越高综合能力越理想。

最后，对比两组教学方式的评价结果，包括教学新颖度、

课堂气氛、师生交流、学生主体性、课堂氛围调控能力 5 个

方面，单项分值 10分，分值越高教学方式评价越理想。

1.4 统计学处理

各观察指标数据均为定性资料，用（n,%）表示计数资

料，
2x 检验，使用（ x s± ）表示计量资料，t 检验，经 SPSS20.0

统计学软包统计分析后，若对比结果差异显著且 P＜0.05，

则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两组成绩考核结果对比

观察组理论知识、实践操作技能以及总分均高于对照

组，P＜0.05，详见表 1。

表 1 两组成绩考核结果对比（ x s± ，分）

组别 理论知识 实践操作技能 总分

对照组（n=70） 46.21±3.45 31.23±2.24 77.46±5.87

观察组（n=70） 53.67±3.87 36.21±2.35 89.83±6.11

t 12.039 12.834 12.215

P 0.000 0.000 0.000

2.2 两组综合能力评定结果对比

观察组学习兴趣、自主学习能力、临床思维能力、理论

联合实践能力、文献检索以及信息资源利用能力均高于对照

组，P＜0.05，详见表 2。

表 2 两组综合能力评定结果对比（ x s± ，分）

组别 学习兴趣
自主学习

能力

临床思维

能力

理论联合

实践能力

文献检索

以及信息

资源利用

能力

对照组

（n=70）

4.56±

1.21

5.11±

1.45

5.31±

1.11

4.67±

2.11

4.11±

2.56

观察组

（n=70）

7.12±

1.34

7.88±

1.56

7.34±

1.33

6.88±

2.89

6.56±

2.49

t 11.863 10.881 9.804 5.167 5.740

P 0.000 0.000 0.008 0.000 0.000

2.3两组教学方式的评价结果对比

观察组教学新颖度、课堂气氛、师生交流、学生主体性、

课堂氛围调控能力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详见表 3。

表 3 两组教学方式的评价结果对比（ x s± ，分）

组别
教学新颖

度
课堂气氛 师生交流

学生主体

性

课堂氛围

调控能力

对照组

（n=70）

3.76±

2.45

4.11±

1.67

5.31±

1.87

2.34±

2.13

3.12±

1.44

观察组

（n=70）

6.12±

2.35

6.78±

1.83

6.83±

1.65

5.89±

2.67

6.34±

2.87

t 5.816 9.017 5.099 8.696 8.390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3讨论

内科护理教学的传统教学方法以教师作为主体，教学内

容以理论知识为主，课堂中对涉及到疾病的发病原因、不同

类型内科疾病常见临床症状、最终诊断方法进行分析[4]，教

学内容按照课本顺序进行，虽然可以对理论体系进行系统梳

理，但是随着疾病种类的丰富性提升，传统教学方法弊端也

逐步显露，教学缺乏针对性，学生需要大量记忆知识点，被

动接受知识，学习积极性不足，学习难度也较大，最终影响

教学结果[5]。

案例导入式情景教学在制定教学方案时选择资历较高

的教学，对知识中的重点和难度进行梳理，选择合适教学的

经典案例资料，引导学生感悟临床上护理过程的要点，对教

学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进行提升，保证学习效率，对学生理论

知识、实践操作技能的提升具有积极作用[6]，因此理论知识、

实践操作技能的成绩考核评分提升；案例导入式情景教学以

学生作为教学的主体，教师在课堂开始之前将案例、问题发

放给学生，学生开展课堂讨论，通过文献检索、查找资料的

方式找出问题的答案[7]。在课堂开始后教师对重点知识进行

梳理和讲解，指出学生护理方案中的问题，使学生产生一种

临床实习的感觉，提升实践技能[8]，因此综合能力评分较高；

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处于引导地位，学生成为主体，师生之

间的沟通交流加深，案例的选择一般为经典以及最新的资

料，课堂的新颖度较高，而且课堂氛围较好，师生之间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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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有效的沟通交流[9]，教学方式的评价分数得到显著提升。

综上分析，内科护理教学中使用案例导入式情景教学可

提升成绩，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学生对教学模式认可度高，

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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