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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CBL 教学模式联合护理实习教学路径在心肺复苏教学
中的应用

唐丽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 重症监护室  重庆 永川 402160） 

【摘  要】目的：探讨心肺复苏(CPR)教学中 CBL 教学模式联合护理实习教学路径的应用效果。方法：以 2019 年 1 月~2 月期间在急诊科
实习的 24 名护生为研究对象，根据抓阄方法分为两个学习小组。A 组 12 名以传统教学模式，B 组 12 名以 CBL 联合护理实习教学路径教
学模式。对比两组护生学习 1 月后 CPR 综合技能得分。结果：B 组护生在医护协作、组织管理、团队配合等 CPR 技能上得分高于 A 组，p
＜0.05。结论：心肺复苏教学难点多，运用 CBL 联合护理实习教学路径实施教学，有助于提高护生 CPR 综合能力，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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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肺复苏(CPR)是急诊科常见的急救措施，急诊实习的护生必
须熟练掌握 CPR 操作，但医学知识是不断更新的，再加上 CPR 技
术操作性强，对护生的实践操作能力要求较高，如何快速提高护生
的综合能力，帮助其掌握 CPR 操作并顺利运用到急救护理中，成
为带教老师们关注的焦点[1]。2010 年美国 CPR 指南[2]指出，以 CPR
护理实习教学路径联合 CBL 教学模式应用于急诊 ICU 临床护理教
学可获得理想的效果。本次研究以本科 2019 年 1 月~2 月 24 名护生
为例，探讨应用该教学方法的实施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 2019 年 1 月~2 月期间在急诊科实习的 24 名护生为研究对
象，根据抓阄方法分为两个学习小组。A 组 12 名中男女各有 4、8
名，年龄在 19~22 岁，平均(20.45±1.03)岁，均为本科生；B 组 12
名中男女各有 3、9 名，年龄在 19~21 岁，平均(20.14±1.08)岁，均
为本科生。两组护生在性别、年龄及文凭上无差异(p＞0.05)，可作
比较。 
1.2 方法 

A 组护生接受传统教学模式，即以授课为基础的学习，由老师
根据教学大纲划分学习任务，确定主题，由教师示范，学生学习，
后轮流进行实践操作。B 组护生以 CBL 教学模式联合护理实习教学
路径教学，具体如下： 

根据 CPR 急救指南和教学大纲要求，由带教老师收集 CPR 经
典抢救案例，编辑成三个档次的案例集，在实际 CPR 学习过程中，
由易到难选择经典案例贯穿于护理实习教学路径中。教学和学习都
需要按照路径表逐条完成，带教过程中随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和
干预。第一周，确定学习主题，由带教老师向护生发放路径表，介
绍学习目的，讲解 CPR 最新理论知识，导入初级案例；安排护生
单独演练，介绍 CPR 相关训练器的使用方法，由学生自行设计 CPR
单人操作演练，教师组织讨论指导，导入中级案例。第 2 周，实行
团队演练，由学生按照习性设计的 CPR 团队模拟案例演练，教师
组织小组讨论、分析案例并总结演练结果；组织情景案例演习，由
教师设计高级案例模拟场景，学生分角色扮演进行演习，教师组织
小组讨论引发学生思考。第 3 周，在教师指导下参与临床抢救工作，
指导学生正确书写抢救护理文书记录，师生讨论参与实践抢救工作
后的感受。第 4 周，考核单人操作技能和团队综合技能，由教师总
结 CPR 理论和技能学习情况，并做出评价。 
1.3 观察指标 

两组均接受为期一个月的 CPR 教学，1 月后对两组护生 CPR
综合技能进行考核，分为医护协作、组织管理、护理程序、护理文
书、团队配合及人际沟通等方面进行评价，每项分值在 0~10 分，
由教师进行评价。 
1.4 统计学 

采用 SPSS20.0 软件统计对研究结果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
x±s 表示，采用 t 检验，当 P＜0.05 时表示差异显著。 

2 结果 
B 组护生在医护协作、组织管理、团队配合等 CPR 技能上得分

高于 A 组，p＜0.05，详见表 1。 
表 1 两组学生 CPR 综合技能考核结果(分,x±s) 

考核项目 A 组 B 组 t P 

医护协作 8.79±0.52 9.21±0.45 4.3101 0.0014 
组织管理 8.23±0.61 8.94±0.65 3.9762 0.0105 
护理程序 9.12±0.54 9.15±0.57 0.4472 0.5133 
护理文书 9.43±0.27 9.45±0.30 0.8170 0.1409 
团队配合 8.25±0.62 9.04±0.70 4.0587 0.0025 
人际沟通 8.89±0.47 8.92±0.50 0.3679 0.6928 

3 讨论 
CBL 教学法以真实案例为基础，先提出问题让学生主动学习来

解决问题，结合真实的案例分析，组织学生讨论来解决问题，大大
提高了学生资助学习的动力和效率，促使其将书本知识运用来解决
现实问题，从而提高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与
传统教学方法比较，CBL 教学法有明确的目的性、客观真实性和较
强的综合性，注重突出学生为主体，大大减少了教学情境与实际工
作的差距。护理实习教学路径表则将 CPR 教学内容细化到每一个
学时，让师生能够按照路径表在规定的时间循序渐进的完成 CPR
教学内容和目标，避免学习内容混乱，造成漏学或盲目学习。 

本次研究结果得出，B 组护生在医护协作、组织管理、团队配
合等 CPR 技能上得分高于 A 组。这也说明，CBL 联合护理实习教
学路径教学模式的运用有助于提升学生医护协作能力、组织管理能
力和团队配合力。路径表的应用 CPR 的培训变得更加标准化、具
体化，有助于教师规范 CPR 教学内容和教学有序性；CBL 的应用
可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积极性，拓展其临床思维，两者联合既能促
进教学的有效性，又能提高学生 CPR 综合能力。 

综上所述，心肺复苏教学难点多，运用 CBL 联合护理实习教学
路径实施教学，有助于提高护生 CPR 综合能力，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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