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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微课结合双规教学法在呼吸科临床护理带教中的应用。方法：在 2022 年 6 月—2023 年 6 月期间展开本次研究，选择将该期
间内在本院呼吸科病房实习的 90 例护理专业学生纳入研究范围，按照双色球法划分为参照组和实验组，每组各有 45 例学生。参照组采取传统
临床护理带教管理，实验组采取微课结合双规教学法护理带教管理，后续对比两组学生考核成绩、批判性思维能力、带教满意度三项指标。结
果：实验组学生考核成绩显著高于参照组（P＜0.05）；实验组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远高于参照组（P＜0.05）；实验组学生带教满意度显著高于
参照组（P＜0.05）。结论：在呼吸科临床护理带教中应用微课结合双规教学法，不仅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护理理论成绩和护理实操能力，培养
加强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而且还能学生给予的较高的带教满意度，表现出良好的临床应用效果，值得进一步推广。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of micro-course combined with double-regulation teaching method in clinical nursing teaching of 
respiratory department. Methods: the study was conducted from June 2022 to June 2022. A total of 90 nursing students were selected from the 
respiratory wards of our hospital during the 2023 perio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two-color ball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ith 45 stud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adopted the traditional clinical nursing teaching management,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dopted the micro-class combined with double-regulation teaching method, the evaluation results,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and 
teaching satisfac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est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 the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 and 
the satisfaction degre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micro-course combined with double-regulation teaching method in clinical nursing teaching of respiratory department can not only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tudents' nursing theory achievement and nursing practice ability, but also cultivate and strengthen the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but also 
students to give a higher degree of satisfaction with teaching, showing good clinical application effect, it is worth further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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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科因为收治患者年龄跨度较大，患者病情个性化和复杂化

特征明显等原因对其科室的治疗和护理能力均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1]。呼吸科临床护理已经成为维系患者生命、保障患者身体康复的

重要环节。护理不仅仅是简单照顾，更是一个科学系统和细致的服

务过程，涉及对患者生理、心理的全面照护，以及为患者提供一个

安全、舒适的恢复环境[2]。呼吸科护理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护理

人员的专业素养和操作技能，因此又对呼吸科临床护理带教提出较

高要求。良好带教能够确保护理实习学生在较短时间内掌握关键的

护理技能，理解患者的需求，从而为患者提供更高水平的医疗服务
[3]。因此，如何有效地对护理实习学生进行带教，成为呼吸科临床

护理的重点。传统护理带教模式多以一对一、面对面的方式进行，

虽然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知识技能传递，但随着医学的发

展和护理知识的日益增加，这种模式显然已无法满足现代护理教学

的需求，局限性在于难以对大量的信息进行系统整合，不利于学生

对知识的深入理解和长期记忆，也不便于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和探索
[4]。近年来，微课结合双规教学法在各个学科领域逐渐受到关注和

欢迎。为此，本文选择 90 例呼吸科实习学生为研究对象，旨在分

析微课结合双规教学法在呼吸科临床护理带教中的应用效果。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 2022 年 6 月—2023 年 6 月期间展开本次研究，选择将该期

间内在本院呼吸科病房实习的 90 例护理专业学生纳入研究范围，

按照双色球法划分为参照组和实验组，每组各有 45 例学生。本次

研究经过当地伦理委员会批准通过。参照组中男性学生 5 例，女性

学生 40 例；年龄 20～22 岁，平均年龄为（21.02±0.53）岁；身体

质量指数 17.9～29.3kg/m2，平均身体质量指数为（23.49±1.35）

kg/m2；实验组中男性学生 4 例，女性学生 41 例；年龄 19～22 岁，

平均年龄为（21.10±0.38）岁；身体质量指数 17.8～29.4kg/m2，平

均身体质量指数为（23.51±1.14）kg/m2。学生性别、年龄等基本资

料对比无统计学意义(P＞0.05）。 

1.1.1 纳入标准 

（1）均为护理专业学生；（2）实习入门考核成绩合格者[5]；（3）

了解本次研究内容后，自愿参加；（4）坚持至本次研究结束；（5）

不具有任何心理疾病；（6）在知情告知书上签字。 

1.1.2 排除标准 

（1）本科学习期间具有旷课、缺课记录超过总课时的 20%以

上[6]；（2）不具备较高的依从性；（3）患有重大疾病；（4）同期参

加两项研究者；（5）不能遵守实习时间规定者。 

1.2 方法 

参照组实施传统临床护理教学模式，主要内容如下：带教人员

首先带领学生进行一段时间的理论学习，包括呼吸科疾病的基础知

识、常见病症特点、治疗手段、相关护理理论、护理操作要点等。

理论学习结束后，将学生分配到具体的临床班组，在带教人员带领

下，观察呼吸科各项临床护理操作，并在确保掌握基本护理技能后，

开始进行相关实际护理操作，带教护士会根据实际情况全程给予学

生操作指导和反馈，确保学生能够熟练掌握各种护理技能。每次护

理操作结束后，带教人员与学生进行总结反馈，探讨该次操作的亮

点和不足，并为学生提供想相关改进建议。 

实验组采取微课结合双规教学法的临床护理带教管理，具体措

施如下： 

（1）微课制作与分享：带教人员在常规护理课程基础上，根

据以往呼吸科临床带教经验，总结其中优质的关键知识和技能点，

并对其进行编写，制作出过个系统化的微课视频，每个视频时间控

制在一个 5～10 分钟内，内容包括呼吸科护理技能、流程或问题解

决方法的演示，并辅以文字、图形和动画等多媒体资源。同时将制

作完成的微课上传至一个统一的学习平台，供所有实习学生随时查

看和学习。（3）讨论教学：带教人员将实习学生分成若干谈论小组，

并为每个小组分配一个微课题目，要求学生在固定时间内研究、探

讨，并完成对应微课题目的学习任务，每个小组都要根据微课内容，

提出问题和策划解决方案，然后进行展示。（3）互动评价：结合微

课的内容，组织实习学生之间进行互评，即当一个团队分享其微课

感想时，其他团队成员根据一个标准评分表进行评价，并提供改进

意见，以此促进团队间的合作与交流，加强每个学生对微课内容的

深入理解。（4）护理实践：带教人员在学生进行护理实践前首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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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说明临床护理中的各种规则和规范，随后带领实习学生将微课学

到的知识和在小组讨论中探讨的解决策略进行实际应用，同时根据

学生的实际操作进行指导和修正。（5）教学效果研讨：带教人员每

周举办一次研讨会，邀请实习学生分享在微课结合双规教学模式下

遇到的学习问题、成功策略或者微课创新内容，带教人员认证倾听

后对其进行指导和反馈，并鼓励学生更深入地探索临床护理知识。 

1.3 观察指标 

观察参照组和实验组两组学生考核成绩、批判性思维能力、带

教满意度三项指标。 

（1）考核成绩：理论成绩、病例分析、实际操作、病历书写，

每个项目满分范围均为 0～100 分。（2）批判性思维能力：求知欲、

开放思维、寻找真相、分析能力、自信心、系统化能力、认知成熟

度，在学生接受教学前后使用 CTDI—CV 量表进行评价，满分范围

为 70～420 分，分数高低与学生评判性思维能力构成正相关。（3）

带教满意度：护理教学态度、教学效率、教学效果、解决问题能力，

学生使用科室制作的教学满意度问卷进行评价，问卷满分范围为

0～400 分，单个项目满分均为 100 分，问卷分数高低与学生带教满

意度构成正比例关系。 

1.4 统计学分析 

通过 SPSS24.0 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料采用(`x±s)表

示，行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表示，行 x2 检验，当 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学生考核成绩比较 

参照组学生理论成绩和三项实操成绩得分均低于实验组，即实

验组学生考核成绩显著高于参照组（P＜0.05），详见表 1。 

表 1 两组学生考核成绩比较(`x±s，分) 

实操成绩 
组别 

例

数 
理论成绩 

病例分析 实际操作 病历书写 

参照组 45 76.93±2.34 80.31±2.27 91.05±0.63 85.03±1.44 

实验组 45 83.69±2.26 89.67±2.15 96.45±1.12 95.21±0.47 

  4.961 10.954 6.592 11.025 

  ＜0.05 ＜0.05 ＜0.05 ＜0.05 

2.2 两组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比较 

参照组和实验组学生在接受带教前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对比较

为接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接受带教后，两组学生的

批判性思维能力均得到一定程度提高，且实验组学生批判性思维能

力远高于参照组（P＜0.05），详见表 2。 

表 2 两组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比较(`x±s，分) 

批判性思维能力 
组别 例数 

带教前 带教后 

参照组 45 236.61±2.58 263.31±3.48 

实验组 45 235.91±2.41 322.15±6.95 

t  0.692 35.021 

P  ＞0.05 ＜0.05 

2.3 两组学生带教满意度比较 

参照组学生各项带教满意度得分均处于 70～85 分之间，实验

组学生各项带教满意度得分均处于 86～97 分之间，实验组学生带

教满意度显著高于参照组（P＜0.05），详见表 3。 

表 3 两组学生带教满意度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教学态度 教学效率 教学效果 
解决问题

能力 

参照组 45 
78.52±

5.31 

81.06±

2.15 

79.68±

5.74 

80.39±

4.48 

实验组 45 
91.35±

2.89 

92.64±

2.67 

95.28±

1.05 

93.64±

2.75 

t  11.057 10.258 9.651 10.669 

P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相关研究显示准确高效的临床护理不仅可以缓解患者痛苦，还

能促进患者缩短康复进程[7]。因此，培养具备较高专业能力的呼吸

科护理人员至关重要。对于呼吸科实习学生而言，高质量护理带教

是其融入临床、掌握核心护理技能的关键。优质护理带教不仅能确

保护理的连续性和安全性，还能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批判性思维

能力，使其在面对临床问题时具有更强的应对能力[8]。 

虽然传统的面对面的一对一教学代价模式，有其稳定性和经验

积累方面的优势，但在内容更新速度和教学形式上却相对固定，这

使其难以满足当前护理教学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9]。与

之相比，微课与双规教学法结合的教学模式逐渐崭露头角的优势在

于，微课以其简洁高效的特性，能够迅速为学生传达核心的护理知

识和技能[10]。而双规教学法更是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实操框架，

在该框架指导下，学生可以在有条不紊的规则和标准中进行操作，

实时反思，持续完善自身操作技能[11]。这种模式不仅使学生能够在

短时间内掌握关键技能，还鼓励其形成自主思考和持续改进的习

惯。本文对 90 例呼吸科实习学生采取不同的护理带教管理，即传

统临床护理带教和微课结合双规教学法带教，结果显示实验组学生

考核成绩高于参照组（P＜0.05），这验证了微课结合双规教学法的

高效性。其次，实验组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显著高于参照组（P＜

0.05），这是因为双规教学鼓励学生在实操中主动思考、总结、修正，

培养其独立思考和问题解决能力。最后，实验组学生带教满意度高

于参照组（P＜0.05），说明微课结合双规教学法使学生能够在轻松

愉快的氛围中学习，进而提高其学习兴趣和动力，并且是其深刻掌

握相关护理知识和技能。 

综上所述，在呼吸科临床护理带教中应用微课结合双规教学

法，不仅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护理理论成绩和护理实操能力，培养

加强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而且还能学生给予的较高的带教满意

度，表现出良好的临床应用效果，值得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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