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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科护理临床带教分层次教学模式应用分析
吴培砚 赵婷婷

遵义市汇川区大连路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贵州 遵义 563000

【摘 要】：目的：探讨在医院骨科护理临床带教分层次教学模式应用效果。方法：筛选出 2021年在我院骨科实习的 100

名学生的学习资料进行分析研究，每组 50名学生。对照组的 50名学生实行常规教学法，使用分层次教学法对观察组学生进

行骨科护理临床带教。在为期一个月的临床带教结束后，比较两组的基础理论知识考试成绩、临床应变能力、临床实际操作

能力和出现各类错误的发生率，再统一对两组师生互相评价的满意度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观察组的基础理论知识考试成绩、

临床应变能力和临床实际操作能力都优于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观察组学生和带教老师之间互相

评价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学生与带教老师之间互相评价的满意度，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学生出

现各类错误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在骨科护理临床教学中使用分层次教学

模式可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提高了学生骨科护理临床的基础理论知识水平、临床应变能力以及在实际中的操作技能，

该教学模式师生满意度都较高，在临床教学中效果良好，值得广泛推广使用。

【关键词】：骨科护理临床教学；分层次教学模式；应用效果；基础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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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hierarchical teaching model in clinical teaching of orthopaedic nursing in

hospital. Methods: The study data of 100 students who will practice in orthopaedics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in 2021 were selected

and analyzed, with 50 students in each group. The 50 stud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aught with the conventional teaching method,

and the stud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aught with the hierarchical teaching method in clinical orthopedic nursing. After one

month of clinical teaching,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in terms of basic theoretical knowledge examination results, clinical strain

ability, clinical practical operation ability and the incidence of various errors, and then the satisfaction of mutual evalua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the two groups was investigated by questionnaire. Results: The test scores of basic theoretical knowledge,

clinical strain ability and clinical practical operation ability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with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ll P<0.05). The satisfaction of mutual evaluation between students and teacher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between students and teachers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incidence of various error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use of hierarchical teaching mode in clinical teaching of

orthopaedic nursing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efficiency, improve students' basic theoretical knowledge level, clinical

strain ability and practical operation skills in clinical teaching of orthopaedic nursing. This teaching mode has a high degree of

satisf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has a good effect in clinical teaching, which is worth populari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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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带教在护理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将理论教学转

化到临床实践中的重要一环，临床带教的好坏常影响护生知

识的掌握和运用，甚至影响护生能否成功走向护理岗位[1]。

因此，提高骨科护理临床的教学质量就显得尤其重要，所以

找去一个新的教学方法就是很好的解决方案。分层教学法是

在学生知识基础、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存在明显差异的情

况下，教师有针对性地实施分层教学，从而达到不同层次教

学目标的一种教学方法[2]。学生能够在教师恰当的分层策略

和相互作用中得到最好的发展和提高。分层次教学法又称分

组教学、能力分组，它是将学生按照智力测验分数和学业成

绩分成不同水平的班组，教师根据不同班组的实际水平进行

教学[3]。临床带教在护理教学过程中起着非常的作用，如何

运用有效的教学方法，提高护生基础理论水平及护理实践技

能，是临床护理教学急需解决的课题[4]。在之前的骨科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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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教学中大多都使用常规教学法，而常规教学法的教学效

果非常一般，故需要一个应用效果更好的模式来提高学生的

基础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技能，有研究证明了分层次教学模

式能够提高学生的各方面水平，本文将 2021年在我院实习

的 100名学生的学习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具体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 2021在我院骨科实习的 100 名学生，将所有学生

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50名学生。观察组有男性 6名，

女性 44名，年龄在 20～24岁之间，平均年龄为（21.43±1.24）

岁，对照组有男性 5名，女性 45名，年龄在 20～24岁之间，

平均年龄为（21.32±1.13）岁。两组学生在年龄、带教老师、

学习时长以及等一般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方法

我们使用常规教学法对对照组学生进行骨科基础理论

知识和临床实践操作的教学，使用分层次教学法对观察组学

生进行骨科基础理论知识和临床实践操作的教学。分层次教

学法具体是：

（1）带教老师首先准备好教学过程，对教学时间进行

具体的划分与安排，其次是老师需要对学生的能力进行测试

与研究，前期能最大限度地掌握每个学生的能力情况，从多

个角度对学生进行观察并记录，最后能够对他们给予较为准

确的分层。根据学生的基础分为三层，第一层为基础层，主

要以基础较为薄弱的学生构成，第二层为中间层，由有些基

础的学生组成，第三层为拔高层，由基础知识较为雄厚的学

生组成，反应能力较好[4]。上课时按照每组的水平进行知识

的讲解，争取每个学生的能够消化自己能力范围内的知识。

（2）课后，带教老师根据分层布置不同难度的课题，

让每层的学生自动为一组，利用课余时间通过互联网、图片

馆书籍及文献等渠道收集资料，对于查阅的资料进行整理、

分析，能够计划出自己课题大概的思路和框架，根据框架结

构进行补充，让每个学生都能参与到本组的讨论课题中，都

能具有参与感，能在团队中发挥出来自己的作用，提升学生

自身的基础知识范围[5]。

（3）资料与大致方向都整理和确认完毕后，让学生进

行讨论与交流，每层的学生自己安排分工，明确组内每个人

应该负责的部分，将讨论结果制作成相关的ppt课件或文章的

方式进行汇报，最后对课件进行整理与总结。

（4）整理好多媒体课件PPT，带教老师就可以带领每个

层次的学生讨论交流，并且每个小组都会派出一名或者两名

小组成员，把小组意见以多媒体课件PPT的形式呈现给所有

学生，再让全部学生提出相关的优点与问题，汇报的小组根

据提出的问题进行回答，从而即锻炼学生自学与自主解决问

题能力，也培养学生在处理临床突发事件时应变能力与互相

合作能力[6]。

（5）带教老师与学生讨论沟通时给予恰当指导，引导

学生思考、分析、讨论与解决问题，共同解决问题并总结完

善课题汇报情况。老师最后评价每个层次学生的汇报情况，

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指正和分析，全面系统的讲解相关基础理

论与知识。老师能够分层重点指导，有针对性地帮助学生加

深对基础知识的理解，再进性综合知识能力训练，是各层学

生变得更加得主动与灵活[7]。

1.3观察指标

在为期一个月的临床带教结束后，首先带教老师根据实

习大纲的要求进行统一命题与考试，比较观察组和对照组的

基础理论知识考试成绩，满分均为一百分，分数越高表示成

绩越好；其次带教老师统一设置情景，采取双盲选的方式，

考核学生的临床应变能力和临床实际操作能力。再者是观察

并记录对照组和观察组学生出现各类错误的发生率，最后再

统一设置问卷调查发放给两组师生，让两组师生进行互相评

价的，计算出满意度。问卷调查表总共 100份，均全部回收

且都有效，回收率 100%。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3.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

采用[n（%）]表示，组间比较行t检验；P＜0.05表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两组学生基础理论知识考试成绩比较

对照组学生的骨科基础理论知识平均成绩为 88.32±

0.57，观察组学生的骨科基础理论知识平均成绩为 95.42.±

0.89，分析数据得出观察组学生的骨科基础理论知识平均成

绩显著高于对照组学生的骨科基础理论知识平均成绩，两者

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两组学生临床应变能力比较

对照组学生临床应变能力的平均值为 87.23±0.34，观察

组学生临床应变能力的平均值为 94.33±0.41，观察组学生的

临床应变能力高于对照组学生的临床应变能力，两者比较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3临床实际操作能力

对照组学生的临床实际操作能力的平均值为 89.64±

0.57，观察组学生的临床实际操作能力的平均值为 96.45±

0.66，观察组学生的临床实际操作能力优于对照组学生的临

床实际操作能力，两者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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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两组师生互相评价满意度的比较

对照组老师对学生的满意度为 76%（38/50），学生对老

师的满意度为 80%（40/50），观察组老师对学生的满意度为

92%（46/50），学生对老师的满意度为 96%（48/50），比

较发现观察组的师生互评满意度都明显高于对照组，比较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5两组学生实际操作中出现各类问题的概率

对照组总人数 50名，出现病历书写不正确问题有 12名，

概率为 24%（12/50）；出现病史采集不完整问题有 11名，

概率为 22%（11/50）；出现缺乏无菌观念问题有 10名，概

率为 20%（10/50）；出现清创彻底问题有 11名，概率为 22%

（11/50）。观察组总人数 50名，出现病历书写不正确问题

有 3名，概率为 6%（3/50）；出现病史采集不完整问题有 4

名，概率为 8%（8/50）；出现缺乏无菌观念问题有 2名，概

率为 4%（4/50）；出现清创彻底问题有 3名，概率为 6%（3/50）。

分析数据发现观察组学生的各类错误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

学生的各类错误发生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

0.05）。

3 讨论

骨科临床基础理论课程在骨科专业中属于必修的课程，

其教学目标就是为了给骨科专业学生奠定扎实的理论知识

基础及实践操作能力，进而对他们后续学习及日后临床工作

能够有所帮助[8]。骨科临床带教重在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

动性、灵活应用多种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教学质量。临床

带教有助于学生临床思维的养成，使学生能够真正地融入自

己的角色中，以病患的实际状况作为分析和思考问题的切入

点，并且针对所提问题开展资料查阅和讨论交流，继而促进

学生临床思维养成，同时夯实学生的基础理论知识，提升学

生的操作技能[6]。

分层教学法的理论基础自古就有“因材施教”，“量体

裁衣”等等，国外亦不乏代表学者，如著名心理学家和教育

家布卢姆的“掌握学习理论”。布卢姆倡导要给予学生充分

的学习时间，要让学生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经过自己艰苦

的努力，应能全部掌握所学知识[9]。不同学生要以不同方式

进行教学，而不同学生对于不同教学内容能够保持不一样的

关注，要达到这一目的，就要采用分层次教学。苏联著名教

育家巴班斯基关于“教学最优化理论”的阐述，教学过程要

遵循“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训练为主线，能力为目标”

的教学宗旨，让所有学生都能学习，都会学习，保证分层教

学目标的落实。教学过程最优化就是要选择一个能够让师生

以最少必要的时间与精力取得最佳教学效果与教学方案，并

付诸实践[10]。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提出的“人的

全面和谐发展”思想，关键就是实现人的全面和谐不可分割。

分层次教学法让全体学生在知识、技能、能力上都得到普遍

的提高，首先分层教学让每一层学生都能感受到成功的滋

味，这一愉悦的心情，大大地增进了师生间的感情，进而提

高了师生间的合作交流效率。其次教师在备课时事先估计了

在各层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并做了充分的准备，使得实际施

教更有的放矢、目标明确、针对性强，增大了课堂教学的容

量。通过这一教学法，有利于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和效率。

通过有效地组织各层学生教学，灵活地安排不同水平的策

略，极大地锻炼教师的组织调控与随机应变能力。分层教学

本身所引起的思考和学生向分层教学提出的挑战所有利于

教师各方面能力的全面提升。

本研究以分层次教学模式进行骨科护理临床带教，结果

显示观察组学生的基础理论知识考试成绩、临床应变能力、

临床实际操作能力和师生互评满意度均显著优于对照组，出

现各类错误的发生率也低于对照组（P＜0.05）。

总之，在骨科临床基础理论教学中使用分层次教学模式

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与效率和各方面的综合能

力，其适用于骨科护理学生的临床带教，可有效提高骨科临

床护理带教质量，培育骨科护理的学生能够自我学习的能

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与独立工作能力，此教学法值得在

临床护理中推广，其应用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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