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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导图在高职护理专业外科护理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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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对高职护理专业外科护理教学中采取思维导图的应用效果进行分析。方法:为了促进高职护理专业外科护理教学水平的提升，

研究就思维导图的具体应用效果展开深入的探讨，将某高校两个教学班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组，并在分组后分别实施不同的护理教

学措施，将两组护生护理教学后得到的不同护理教学结果进行比对。结果：经对比发现，两组护生的理论考试成绩、教学前后学习积极主

动性、批判性思维得分以及对教学效果的评价和教学满意度各项数据均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较大，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高职护理外科护理教学中采取思维导图的教学模式可以有效的改善当前外科护理教学质量，提升护生的护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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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外科护理学是近年来临床中一门具有较高应用性的学

科，也是高职护理教学中具有较高重要性的学科之一，且在临床中

应用更加广泛，因此外科护理学在护理教学中的教学质量也受到了

更广泛的关注。外科护理学在护理教学中具有非常高的应用价值，

主要是由于外科护理学在教学期间可以将学生的实践技能和自主

学习能力进行显著提升，从而改善学生的护理水平和护理理论知

识。但是在实际的教学中，往往采取的教学方法具有一定的单一性

和乏味性，外科护理教学中分别包含了疾病的病因、病理、生理、

护理评价和健康指导等内容，大部分的内容都是文字和理论，且知

识点具有零碎和繁琐的特点，这也大大的增加了学生的学习难度，

导致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容易感觉到枯燥和乏味，同时对知识点理解

难度也比较大[1]。这就需要护理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为学生采取更

合适的教学方式来加深学生的理解和记忆。思维导图是教学过程中

常用的一种辅助教学工具，可以将知识点进行整合和简化，发散学

生的思维能力，从而提升教学效率。本文就思维导图在高职护理中

外科护理学教学中的应用进行分析，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为 2022 年 2~6 月某高职院校的 50 名共 2 个教学班的

护理学生，采用电脑随机分配法的方式，将两个教学班分为观察组

和对照组，并分别实施不同教方法。将两组护理学生的一般资料进

行对比，同时通过表 1 显示两组护生的一般资料对比情况。 

1.2 方法 

1.2.1 利用思维导图进行课前的备课 

外科护理学的知识点比较复杂，这就导致在教学期间容易给学

生造成较大的学习难度，学生难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充分抓住教学重

点要点，并可以对其充分掌握，并且在初次学习时，也难以在自己

的脑海中将其形成知识点网络，理解起来比较困难，这就导致学生

学习效率和学习质量容易受到影响。因此就要求教师在教学期间采

取思维导图的方式进行教学，利用思维导图充分的发散学生的思

维，通过高度组织性的图片或彩色的图形来展现更加复杂的知识

点，使知识点更加立体和直观[2]。在教学前，教师需要先进行备课，

在课前建立一个思维导图，并将教学的核心内容设立在图形中央，

然后以此为中心，将知识点进行扩散，每一个分支都要建立一个专

属关键词，让学生对知识点有大概的理解，并发散思维进行联想，

通过图形记忆的方式将知识点进行记忆和连接，使其在脑海中形成

网络，从而逐渐形成自己的知识架构。在授课前，可以将学生进行

分组，并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为学生选择一名小组长，在教学期间，

教师需要根据所教学的内容，利用自己课前准备的思维导图知识点

进行串联，教师也可以将其提前发放给学生让学生进行预习。同时，

教师在教学前还需要根据所教学的内容，给学生准备案例，比如“该

患者可能的临床诊断是什么？”“临床依据有哪些？”“根据患者的

实际情况，为患者实施整体护理措施。”[3]。 

1.2.2 利用思维导图进行课堂操作技能的教学 

在教学期间，学生经过预习后一般都对思维导图内容有了一定

的了解，从而在课堂中的学习也具有了一定的针对性，教师可以提

前告知学生在预习的过程中有问题可以及时记录，并在课堂中向教

师进行提问，从而提升课堂的生动性和互动性。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可以引导学生绘制适合自己的思维导图，每一位学生的理解和记忆

能力都不同，因此只有找到更适合其记忆点和思维方式的思维导图

才可以提升教学的有效性，在学生绘制自己的思维导图时，教师也

可以在一旁给予学生一些指导和建议，以便学生对教学知识有更深

层次的掌握。教师在教学期间，不仅需要通过思维导图给学生讲解

相关知识点，同时还需要为学生示范思维导图的构建和关键词的提

取方式，让学生在教学的过程中标记出更容易出错和遗漏的重点。

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充分结合思维导图和 PPT，将二者

根据讲解内容进行随时切换，在讲解重点或者深入讲解某个知识点

时，就可以将思维导图切换为 PPT 的形式。在课程即将结束前，教

师可以给学生布置作业，作业的内容是课前已经准备好的案例，将

其作为作业布置给学生后，让学生根据本次所学习到的内容，将答

案通过思维导图进行呈现[4]。在学生所上交的作业中，教师可以找

到比较优质的作品向全班学生进行展示，并鼓励其在这一基础上不

断的优化和丰富，将思维导图和学生的平时成绩挂钩。 

1.2.3 利用思维导图进行课后的有效巩固 

在课程结束后，教师需要根据课程中所学习到的内容让学生进

行回顾和复习，通过复习后才可以检验思维导图是否在教学期间发

挥效果。在教学期间，教师可以给学生建立一个简易的思维导图，

将重点部位空出来让学生进行填空，有效的激发学生的记忆点，顺

其自然的进行文字补充[5]。同时，在教学期间也可以根据思维导图

进行口语讲解，在一个知识点教学完成后的一段时间内，为了避免

学生忘记其中的重点，教师可以在不定期的对之前所学习到的知识

点进行归纳和总结。 

1.3 观察指标 

以两组护生的理论考试成绩、教学前后学习积极主动性、批判

性思维得分以及对教学效果的评价和教学满意度作为对比依据。 

1.4 统计学处理 

统计学软件 SPSS 22.0 是本次进行数据处理的软件，在进行分

析处理后，分别采取±标准差和 n（%）来表达计量和计数，并采

用 t 和 X2 进行数据的检验。经过对比后，如组间数据差异较大则通

过（P＜0.05）进行表示。 

2 结果 

2.1 表 1 为两组护生一般资料对比情况。 

表 1 两组护生一般资料对比情况（`x±s，n,%） 

性别（例） 
组别 例数 

年龄跨度

（岁） 

平均年龄

（岁） 男 女 

观察组 25 20~24 
22.51±

1.62 
5（20.00） 20（80.00） 

对照组 25 20~24 22.44± 6（24.00） 19（7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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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X2/t 值  0.6256 0.7045 

P 值  ＞0.05 ＞0.05 

2.2 表 2 为两组护生理论考试成绩对比情况，观察组护生的期

末总成绩、干预章节、非干预章节各项成绩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

两组之间的理论成绩评分差异较大，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2 两组护生理论考试成绩对比情况（`x±s） 

组别 例数 期末总成绩 干预章节 非干预章节 

观察组 25 78.59±9.78 42.88±5.69 35.71±5.41 

对照组 25 75.12±10.55 40.13±5.61 34.02±4.81 

t 值  2.8256 3.1714 0.8787 

P 值  ＜0.05 ＜0.05 ＞0.05 

2.3 表 3 为两组护生教学年后学习积极主动型和批判性思维得

分对比情况，对照组学生在教学前后的学习积极主动性和批判性思

维没有较大的变化，不具统计学意义（P＞0.05），而观察组学生在

教学前后的学习积极主动性和批判性思维差异较大，符合统计学意

义评判标准（P＜0.05）。 

表 3 两组护生教学前后学习积极主动性和批判性思维得分对

比情况（`x±s） 

组别 时间 人数 
学习积极主

动性 
批判性思维 

教学前 25 70.12±5.69 251.63±8.75 

教学后 25 71.42±7.44 252.13±8.15 

t 值  1.5266 0.5284 
对照组 

P 值  ＞0.05 ＞0.05 

教学前 25 70.16±6.88 251.66±7.82 

教学后 25 78.15±6.94 281.54±7.92 

t 值  6.8299 21.5016 
观察组 

P 值  ＜0.05 ＜0.05 

2.4 表 4 为两组护生对教学效果的评价情况，观察组和对照组

护生对学习兴趣、知识建构能力、思维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团队

合作能力等对教学效果的评价数据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观察组护生

各项对教学效果的评价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表 4 两组护生对教学效果的评价（`x±s） 

组别 例数 学习兴趣 
知识建构

能力 
思维能力 

自主学习

能力 

团队合作

能力 

观察组 25 
7.91±

0.72 

11.62±

1.45 

11.81±

0.93 

15.66±

1.87 

7.84±

0.61 

对照组 25 
6.22±

0.46 

9.51±

1.72 

8.56±

1.94 

13.48±

1.42 

5.66±

0.43 

t 值  7.8256 8.9364 12.7145 7.8254 9.8321 

P 值  ＜0.05 ＜0.05 ＜0.05 ＜0.05 ＜0.05 

2.5 表 5 为两组护生对护理教学的满意度对比情况，观察组护

生的护理教学满意度为 96.00%，对照组护生对护理教学的满意度

为 80.00%，观察组护生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表 5 两组护生对护理教学的满意度对比情况（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 25 20（80.00）4（16.00） 1（4.00） 24（96.00） 

对照组 25 12（48.00）8（32.00） 5（20.00） 20（80.00） 

X2 值     12.0625 

P 值     ＜0.05 

3 讨论 

外科护理学在临床中是非常重要的学科之一，在临床有着广泛

的应用，外科护理学的教学质量也决定了外科护理学的护理水平，

在教学期间，教师需要加强对学生分析能力和临床问题解决能力的

重点培养，而外科护理学的教学内容具有复杂且零碎的特点，学生

在理解的过程中可能具有一定的难度，因此这就需要在教学期间为

学生采取更有效的教学方式来降低学生的学习难度，并提升其学习

效率[6]。本文就思维导图的教学模式进行了分析，思维导图是一种

有效的辅助教学工具，思维导图的使用可以有效的提升学生对知识

点的理解能力，从而加强学生的护理学习质量[7]。在本次研究中，

比较了两组不同教学方式下护生的学习效果，经对比发现，观察组

护生的期末总成绩、干预章节、非干预章节各项成绩评分明显高于

对照组，两组之间的理论成绩评分差异较大，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同时对照组学生在教学前后的学习积极主动性和批判性思

维没有较大的变化，不具统计学意义（P＞0.05），而观察组学生在

教学前后的学习积极主动性和批判性思维差异较大，符合统计学意

义评判标准（P＜0.05）；比较观察组和对照组护生对学习兴趣、知

识建构能力、思维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等对教学效

果的评价数据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观察组护生各项对教学效果的评

价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最后比较两组护生对护理教学

工作的满意度发现，观察组护生对护理教学满意度为 96.00%，对

照组护生对护理教学的满意度为 80.00%，观察组护生的满意度明

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综上所述，在高职院校外科护理学教学期间，采取思维导图的

教学模式可以有效的提升教学质量，改善外科护理学专业的护理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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