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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教学结合真实性评价在急诊护理中的应用
刘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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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健康观念的更新、医疗卫生保健体制改革及知识爆炸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新的客观需

求促进了对人才培养方向的改变。现代医药卫生体系的变化对护理人才培养和护理高等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应采用科学且严谨

的方法对教学方法作出系统性的评估和总结。方法：选取 2020级 100名相关专业的同学作为实验对象并和相同条件下的同学进行

对比。结果：无论是从主观评价方面还是客观平时成绩方面都可以说明：在平时的课堂上使用案例教学，抛弃传统的课本灌输式

教学，在考核过程中使用真实性评价对学生的能力进行针对性考核，这种新的教学模式能够在急诊护理中相关人才培养中发挥巨

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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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medical model, the renewal of health concept, the reform of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system

and the advent of knowledge explosion and big data era, new objective needs promote the change of talent training direction. The change of

modern medical and health system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nursing talent training and Nursing Higher Education. Adopt

scientific and rigorous methods to make systematic evaluation and summary of teaching methods. Methods: 100 students of relevant majors

in 2020 were selected as the experimental objects and compared with the students under the same conditions. Results: The objective

evaluation of the use of cases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assessment of students' teaching ability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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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医疗得到不断的完善，传统的医疗

模式也开始结合现代理念进行相应的改革和转型。相关人才培

养不仅要在方法上做到创新，更要在实践过程中紧贴实际需求

[1]。国家新的发展规划中也明确指出专业人才的培养应该结合

社会对专业水准的需求，保障相关能力的提升以及制定长远且

合理的人才培养方案。我们实验了一种新的教学模式，在新的

教学模式中，教师不再是讲解和灌注者，而作为主持人，对整

个教学过程进行把控和引导；学生不仅仅是作为一个信息接收

者，同时更是思维开拓者，需要主动对案例中的信息进行思考，

也要和他人进行交流，完善自己的观点和知识体系[2]。

1 相关理论

1.1案例教学

案例教学顾名思义，就是以真实发生或者有现实参考意义

的案例作为教学的工具或者说教的素材来对学生进行相应的

知识传授和专业能力培养[3]。不同于传统的课本教授，采用真

实的案例能够以现实为出发点而非课本上的理想条件为出发

点，这样使得学生更能理解相关知识和技能在现实情况中的应

用，比如特定的真实情景、真实发生的状况。同时案例教学将

老师和学生摆放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不再是传统的上级对下级

进行知识倾授的模式[3]，这对于学生的知识接收是相当有益的。

作为素材的教学案例需要一些额外的教学方法和技能去将它

铺展开并灵活应用到课堂上。其实施步骤包括：课前准备（案

例选择与编制、规划教学过程、案例布置、课前案例学习活动）、

课堂案例教学和课后作业。从教学目的上看，采用案例教学的

方式，学生的专业能力和业务水平以及适应真实场景的需要成

为了教学的专注点[4]；从教学方式与教学过程上看，采用案例

教学更多的是对学生思维过程的培养，利用“真实场境”引导

学生讨论、探寻“为什么”，更侧重于激发学生思维和创新性

的见解。

1.2真实性评价

根据适用场景的不同，真实性有很多种不同的含义，概括

起来，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理解。第一种，根据字面意思以及大

家的直观理解，真实性强调的是评价内容与生活经验的贴近程

度。真实性强调的是对真实世界的一种关注和期望，在教育中

是指培养学生应该对现实世界问题进行思考，因为学生的知识

和专业技能的应用都应该建立在现实世界的基础上。对于真实

性的另一种理解是将其看作为一种有效性、可靠性、一致性。

台湾学者吴毓莹就将“真实性”定义为教师希望学生会什么，

就测试他什么，也就是课程目标在培养学生什么样的能力，就

挑战他什么样的能力。真实存在于教与评之间的接近，亦即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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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与评价的统一，不同于我们通常所认为的真实性存在于评价

与生活应用之间的接近。有学者将“真实性”界定得更为宽泛：

所谓真实性，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在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储备过

程中，一切以现实任务和场景为出发点，无论是信息还是标准，

或者是方式还是内容，一切都应该以能真实反映现实信息作为

主要目标[5]。按照这样的理解，任何有效评价都是真实性评价。

这里的“真实性评价”并非评价的一种方法，而是有效评价应

具备的特征[6]。事实上，“真实性”本来就有“可信的”“可

靠的”之意。在汉语语境中，应该根据情境脉络的不同做出不

同的理解。

2 教学方法和步骤

在我们对方法的实验中选取 2020级 100名相关专业的同

学作为实验对象。为了明确实验的作用，实验过程中对这 100

名同学采用控制变量的方法进行分组实验，在急救科护理学实

验教学中采用案例教学结合真实性评价作为我们的研究方法，

实验完成之后将相关的实验结果与 2021级的同学实验所得到

的结果进行比较，并统计参与实验的学生对新的教学方法的体

验以及对相关结果的主观性评价。最后的结果表明，采用不同

教学方法的两组学生在一学期后所取得的成绩无明显差异，所

以并不能从数据中获得对实验方法有效的结果支撑。但是在平

时成绩对比中，2021级的学生的平时成绩明显是要优于使用传

统教学方法的 2020级的同学的，不仅如此，参与新的教学方

法实验的 2021级同学新的教学方法表现出一种积极的态度。

2.1课前准备

课前准备主要涉及三类参与人员和四个实验项目，三类实

验参与人员包括教学老师、学生、还有就是老师和学生作为一

个整体需要做得准备；四个实验项目包括学生在教学课堂中学

习的目标以及学习阶段的任务，具体的学习目标应当是学生技

能培养的具体形式，最终都是以提高专业水准和相关知识水平

为最终目标[2]，而相对应的学习任务就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对

相关场景的知识和技能的应用能力，具体包括在急救时应该采

取的措施以及相应的准备工作。评价标准由授课老师制定，需

要详细而具体地对学生应该掌握或者说具备的知识和技能做

出规定。当然这只是形式，延伸到具体的方面，就是指定评价

量规，将相关的标准以具体的量化指标和规则表达出来，最后

统一传达给学生。还有就是关于授课老师需要明确对于参与课

堂教学的学生的考核标准以及评价衡量的规则，明确之后需要

传达给学生熟知。首先由授课老师或者是相关实验教学人员集

中备课，对即将要运用到课堂教学中的案例进行准确分析，对

案例中的信息进行系统且全面的梳理，理清相关的思路并规划

好授课讲解的方式，并且根据之前传达给学生的考核标准与考

核标准相对应的考核重点。而学生也需要在课程开始前将相关

的流程以及相关学习计划进行熟悉准备，并将自己的学习信息

通过网络平台报于老师知晓。最后就是教学中的一些其他准

备，包括各种信息记录以及相关课堂筹备。

2.2课堂实施

无论何时需确定的是老师与学生之间是对等，老师和学生

之间知识和技能的传输介质是具体案例，同时两者之间的信息

传递形式是通过对等的交流与讨论。教师的课堂展开是围绕着

现实案例，通过对案例中的信息梳理以及知识点的引出，来引

导学生自主进行相关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对相关知识进行获

取[6]，完成老师在案例中设置的知识考核任务，老师在这个过

程中发挥的是引导和辅助的作用，老师在学生思考交流过后对

其进行点评和总结，对学生的观点和接收到的知识点进行分

析，使得相关知识在学生的认知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整

个过程都需要按照事先准备的过程进行，老师对学生的引导和

考核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最大程度帮助学生

接收知识。

2.3教学评价

在一个实验周期结束时，需要对两个实验班的学生的成绩

做一个对比，毕竟证明有效性的最好方法就是做出对比。具体

的考核成绩包括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纸质考试的成绩（对比时

我们已经控制了相关变量），两个实验班级的学生在过往成绩

等重要条件上基本保持相同，避免了其他因素对实验结果的干

扰。最后的结果显示，两个实验班级的同学在先验条件相同的

情况下，所获得的纸质考试理论成绩基本一致，所产生的差距

无明显意义，理论考试的考察内容主要是课本上的一些固定的

理论知识，不需要学生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自身思考，在面对固

定的理论知识时，可以确定新老教学方式对学生的理论考试成

绩影响基本没有差别。

但是在平时成绩考核方面，新的教学方法相比于传统的教

学方法，能够带来更好的效果，并且对比十分明显。平时成绩

的主要考察内容是在学生的思考能力、实践能力等专业技能，

能够真实反应急救科护理实验课的教学成果。结果和预期基本

一致，新的教学方法在培养学生自主创新、开阔思维等方面效

果显著。

2.4必要性分析

在课前准备中学生运用所学理论，通过阅读案例、查阅文

献、自学相关知识、小组分工协作，提出解决“真实性任务”

的初步方案，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沟通与协作能力。

课堂教学中，通过直观生动的案例，教师引导学生进入到特定

的临床情境，抓住案例中的蛛丝马迹，进行信息整合，探寻“怎

么了”“为什么”“怎么办”，在非实践情况下对实际临床问

题进行讨论分析，激发思维创见，提出多元化的解决方案，借

助多媒体、PPT、情境模拟等方式，简明扼要地展示和分享小

组意见，进行小组交锋和辩护，客观分析和接受各种见解，并

就课堂表现进行书面的学生评价，课后完成小组反思自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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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这有利于理论与实践结合，锻炼了学生的临床思维与创新、

分析解决问题、团队协作及沟通交流、评价总结等能力。

3 实验结果

通过上文的实验结果可知，新的教学方法在培养学生技能

以及思维方面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在培养学生理论知识中无明

显优势。分析可能的原因为：案例教学结合真实性评价法应用

于实验课教学环节，教学干预时间相对较短，它着重对学生复

杂的综合能力的培养，教学效果难以通过单纯一次期末理论考

试成绩来评估；而期末理论考试采用标准化纸笔测试形式，考

评内容主要局限为理论课课堂学习内容，难以对学生高级综合

能力进行评价，且纸笔测试成绩受学生应试技巧等影响大。为

此下一步可考虑增加新教学法的干预时间[7]，延长教学评估时

限和采用多种教学考评方式，进一步探索新教学法对期末理论

考试成绩的影响。

在实验课环节紧紧围绕急救科临床护理工作任务，通过情

境化教学设计将专科理论知识、实践技能与职业素养融于一体

的实验课教学模式锻炼了学生的综合能力，促进了学生急救科

护理专科操作技能的提高，取得了满意的教学效果。编撰和开

发“源于临床而又高于临床”，以整体护理为主线，既综合各

科知识又凸显专科护理特色和前沿发展，既符合学生认知水平

又要注重知识、技能和素质综合培养的教学案例，特别是探索

制定清晰明确的评价标准和量规，是复杂的教学艺术化过程，

需要教师勇于创新、反复探索。毕竟真正适用于教学的案例并

不易找到，对临床案例的加工编辑也不亚于一项教学理论研

究。结合真实性评价法的案例教学课堂中特别要处理好以下问

题：时间把控，严格把控整体进程，适时机动协调；师生关系，

坚持教师主导，学生主体，教学秘书协调服务；老师需要在案

例教学的课堂上对学生的学习进行引导和评价，以便及时让学

生的思考朝着正确的方向。这对提高教师课堂教学技巧是很好

的锻炼机会，有利于积累丰富的课堂教学经验。

4 结论

案例教学着重于学生能力的培养，真实性评价法着重考查

学生综合能力，并创造途径让学生展现其能力[8]，二者通过在

实验课课堂创设拟真临床情境巧妙地结合起来。在案例教学结

合真实性评价法的实施过程中和课前案例选编和教学规划设

计中突出能力教学目标，并特别增加了评价标准、评价量规的

设计，这样一来整个案例教学过程中老师和学生各自的目标更

加清晰明朗，能够各自专注完成自己的任务，同时两个角色互

相成就，相辅相成，极大地促进了教学和评价的结合。在案例

教学过程中将评价体系贯穿其中，能够让老师和学生实时掌握

整个课堂的方向和自己所处的位置，突出强调各自的位置，让

整个课堂始终处于高效的教学环境中。教研室也将真实性评价

纳入到课程形成性评价中（实验课的重要考评方式），作为学

生平时成绩的重要组成。课堂形成性评价不再拘泥于教师在紧

张的课堂教学中抽出闲隙来进行主观判断而可能造成的形式

主义，而是依据客观的评价标准，通过课堂观察并由师生共同

完成，极大地促进了学生的学习热情，确保平时评价得更加公

正，有利于课堂形成性评价的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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