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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循证式教学在儿科教学中的应用 
春花 

(西藏大学医学院  西藏拉萨市  850000) 

摘要：目的：研究儿科教学中应用临床循证式教学模式的有效性。方法：时间记作 2022 年 8 月-12 月，对在儿科学习的学生 76 名视作分

析对象，以综合序贯法进行两个小组划分，有接受基础护理指导的基础学习组、接受临床循证式指导的循证学习组，比较两组学生自我效

能感的提升情况和成绩考核情况。结果：经过护理教学指导，循证学习组理论知识考核成绩均数（32.58±2.33）分、实践能力考核成绩均

数（53.69±3.25）分，高于基础学习组学生（29.25±1.01）分、（48.36±1.20）分，p<0.05；循证学习组学生的动机更强，p<0.05；循证学

习组的自我效能感更强，p<0.05。结论：儿科教学指导中，若选取临床循证式教学模式，可以更好地提升学生考核成绩，提高学生自我效

能感，可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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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教学的实践中，儿科基础性护理指导模式不能完全顺应

护理工作创新的需求，循证式护理模式作为新时期的护理学创新趋

势，现阶段已经得到较多人员的认可和肯定。循证式护理，主要是

护理工作者对科学分析的结论为核心，关联自我实践经验，执行科

学的护理服务，提高患者满意度和依从性。循证护理涉及问题模块、

资料支持、观察研究和应用实践等多个层面，为了更好地对学生进

行儿科临床护理技能指导，选取 76 名学生开展分组指导模式，实

施差异化的护理指导方法，统计儿科教学的有效性，具体如下。 

1.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76 名学生被记作分析对象，均匀划分两组，有基础学习组、循

证学习组，前组有 10 名男学生、28 名女学生，年龄最小是 24 岁、

最大是 28 岁，均值（25.13±0.72）岁。后组有 8 名男学生、30 名

女学生，年龄最小是 25 岁、最大是 29 岁，均值（26.02±0.44）岁，

这些学生均愿意加入学习调查活动，排除中途退出学习活动的学生

和因故无法加入考核评估的学生。比较两组人员的信息资料，呈现

正态分布特征，p>0.05，临床可比价值强。 

1.2 方法 

基础学习组：对 38 名学生实施传统教学模式，也就是给学生

介绍书本知识，指导学生形成儿科护理思维，设计与此相关的作业

内容，增强学生护理技能【1】。循证学习组：带领学生加入小组合作，

分析临床问题，融入案例导向，全面以患者的病情为主导，组织学

生研究儿科流行病学，加深学生对医疗知识的掌握，学会处理儿科

护理的人际关系，感知“医者父母心”的情怀，增强护理指导质量，

包含几点。第一点是明确儿科实习指导的计划，护理工作者带领学

生走进儿科病房，给学生介绍基本环境和常用的设备，强调岗位责

任制，使得学生可以体会到自己今后作为工作者的义务和职能。安

排拥有丰富实践经验和教学指导能力的带教教师开展教学活动，促

进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2】。第二点是强调理论知识，挖掘儿科理论

知识内涵。给学生介绍儿科护理的疑难问题，引导学生对所学的知

识表达自己建议，自主提出问题，在教材中寻找答案，不能处理问

题时可以把问题进行分享，教师和其他学生共同排除疑惑。组织学

生加入护理查房活动，规范书写护理文书，加强学生敬业精神的培

养【3】。第三点是具体示范，以儿科流行病学的特征为基础点，教师

给学生示范多种操作，给学生创设真实化情境，使得学生自主实践。

教师做好点拨的工作和指导工作，引导学生改进不正确的操作行为
【4】。给学生强调“三查七对”的重要性，对理论知识以及具体实践

高效率结合。第四点是循证研究，教师和学生一同对儿科护理中可

能存在的问题进行处理，指引学生发散思维，从问题的视角下查阅

资料，明确处理问题的基本思路，完善儿科护理的知识体系【5】。教

师鼓励学生对积累的知识应用在实践中，总结和积累儿科护理的技

能。第五点设定考核体系，在科室内定期设定循证病例的分析会议，

学生把遇到问题和典型案例总结归纳，持续化改进护理的方式，教

师对学生的实践情况进行评估【6】。 

1.3 观察指标 

5 组织学生加入理论知识考核、实践能力考核，比较考核成绩；

在指导之前和指导之后对学生学习动机进行评估，有学习热情、能

力目标、声誉获取、内部动机与外部动机，各个项目总分均是 20

分，学习动机和分数之间有正比关系【7】；选取自我效能量表组织学

生进行分数评估，包含自主解决问题、灵活转变思维、提高实践自

信、处理突发事件、扩展思考空间，各个项目总分是 40 分，自我

效能感和分数之间有正比关系。 

1.4 统计学分析 

统计学方法：数据应用 SPSS 20.0 统计学软件分析；计数资料

以[n(%)]表示，采用 X2 检验；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 t 检验，

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记录学生考核结果 

6 经过护理教学指导，循证学习组理论知识考核成绩均数

（32.58±2.33）分、实践能力考核成绩均数（53.69±3.25）分，高

于基础学习组学生（29.25±1.01）分、（48.36±1.20）分，p<0.05，

具体如表 1. 

表 1 比较学生考核情况(x±s) 

小组 
理论知识（学

习之前） 

理论知识（学

习之后） 

实践能力（学

习之前） 

实践能力（学

习之后） 

循证学习组 23.50±1.34 32.58±2.33 40.12±3.72 53.69±3.25 

基础学习组 22.96±2.14 29.25±1.01 40.66±2.38 48.36±1.20 

t 2.305 4.336 2.582 5.301 

p P>0.05 P<0.05 P>0.05 P<0.05 

7 2.2 记录教师对学生学习动机的评估 

教师对循证学习组学生拥有的学习热情评估均值为（16.35±

0.24）分、能力目标评估均值为（15.39±1.36）分、声誉获取评估

均值为（14.63±2.50）分、内部动机评估均值为（15.23±0.72）分、

外部动机评估均值为（16.32±0.42）分，对基础学习组学生拥有的

学习热情评估均值为（10.02±0.39）分、能力目标评估均值为（11.24

±0.75）分、声誉获取评估均值为（10.46±1.21）分、内部动机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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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均值为（11.20±0.48）分、外部动机评估均值为（10.58±0.35）

分，比较之下循证学习组学生的动机更强，p<0.05，具体如表 2. 

8 表 2 比较教师对学生学习动机评估(x±s) 

小组 学习热情 能力目标 声誉获取 内部动机 外部动机 

循证学

习组 

16.35±

0.24 
15.39±1.36 14.63±2.50 15.23±0.72 16.32±0.42 

基础学

习组 

10.02±

0.39 
11.24±0.75 10.46±1.21 11.20±0.48 10.58±0.35 

t 3.625 5.204 3.669 6.205 4.257 

p p<0.05 p<0.05 p<0.05 p<0.05 p<0.05 

2.3 记录学生自我效能评估 

9 循证学习组学生对自主解决问题的效能评估均值为（32.42±

6.35）分、灵活转变思维的效能评估均值为（34.25±5.10）分、提

高实践自信的效能评估均值为（33.28±4.15）分、处理突发事件的

效能评估均值为（32.75±2.69）分、扩展思考空间的效能评估均值

为（34.28±3.33）分，比较之下循证学习组的自我效能感更强，

p<0.05，具体如表 3. 

表 3 比较学生自我效能评估(x±s) 

小组 
自主解决

问题 

灵活转变

思维 

提高实践

自信 

处理突发

事件 

扩展思考

空间 

循证学习

组 

32.42±

6.35 

34.25±

5.10 

33.28±

4.15 

32.75±

2.69 

34.28±

3.33 

基础学习

组 

26.32±

3.42 

25.17±

4.28 

23.76±

3.29 

22.47±

4.58 

24.59±

3.31 

t 4.635 5.285 6.328 7.524 5.221 

p p<0.05 p<0.05 p<0.05 p<0.05 p<0.05 

3.讨论 

3.1 循证式教学模式可以提高学生考核成绩 

10 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考核成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实习

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还可以对教学效率起到一定评估的作用。本

次儿科实习教学中，考核结果为：经过护理教学指导，循证学习组

理论知识考核成绩均数（32.58±2.33）分、实践能力考核成绩均数

（53.69±3.25）分，高于基础学习组学生（29.25±1.01）分、（48.36

±1.20）分，p<0.05。即临床循证式教学模式，较传统教学模式更

多提高学生考核成绩，循证式教学模式组织学生走进具体情境中思

考问题和处理问题，转变了学生被动化的学习状态，让学生拥有自

主学习意识，帮助学生巩固儿科护理的理论知识，加强学生护理技

能，由此促进实习考核朝向理想化的方向转变。 

11 3.2 循证式教学模式可以调动学生学习动机 

所谓的学习动机，即调动个体且维持已经进行的学习活动，让

学生的学习行为朝向既定目标前进，直接关联着学生的学习效果。

内部动机涵盖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对知识的学习欲望，外部动机涵盖

学生以得到表扬或者夸赞努力学习，内部动机越强，越可以提高学

习动机，在内外部动机同时得到提升的过程中，学生的总体学习动

机可以加强【8】。因为儿科的护理学习中，可能出现动手时间机会少，

学生表现出厌倦情绪，为此教师要高度重视怎样调动学生学系动

机。本次调查中，结果明确：教师对循证学习组学生拥有的学习热

情评估均值为（16.35±0.24）分、能力目标评估均值为（15.39±1.36）

分、声誉获取评估均值为（14.63±2.50）分、内部动机评估均值为

（15.23±0.72）分、外部动机评估均值为（16.32±0.42）分，对基

础学习组学生拥有的学习热情评估均值为（10.02±0.39）分、能力

目标评估均值为（11.24±0.75）分、声誉获取评估均值为（10.46

±1.21）分、内部动机评估均值为（11.20±0.48）分、外部动机评

估均值为（10.58±0.35）分，比较之下循证学习组学生的动机更强，

p<0.05。即临床循证式教学模式更多体现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

鼓励学生对学习的内容提出问题，引导学生细致观察和研究，给学

生创设良好的学习平台。对经验式指导转变为专业化指导，整体上

提高了教师对学生拥有学习动机的评估分数，拉近师生之间距离，

打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3.3 循证式教学模式可以提高学生自我效能感 

循证式教学模式的应用，教师巧妙地给学生引出问题，指导学

生目的性研究问题处理的思路和有效方法，在教学指导中，教师对

学生的积极表现给出肯定和赞扬，学生可以更多地拥有自主解决问

题的体验感，提高学生学习热情。并且教师利用典型案例带领学生

剖析问题，灵活处理儿科常见疾病，不仅促进学生转变思维，拥有

较多实践信心，还可以促进学生科学处理突发事件，极大程度上提

高了学生在儿科护理学习中的效能感，结果表明：循证学习组学生

对自主解决问题的效能评估均值为（32.42±6.35）分、灵活转变思

维的效能评估均值为（34.25±5.10）分、提高实践自信的效能评估

均值为（33.28±4.15）分、处理突发事件的效能评估均值为（32.75

±2.69）分、扩展思考空间的效能评估均值为（34.28±3.33）分，

比较之下循证学习组的自我效能感更强，p<0.05。进一步明确临床

循证式教学模式的作用和优势，有助于培养临床护理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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