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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路径教学方法在小儿呼吸内科临床带教中的影响探究 
李百娜 

(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第一人民医院  内蒙古通辽  028000） 

摘要：目的：此次主要分析临床路径教学方法在小儿呼吸内科临床带教中的影响。方法：以抽签法的方式，选取我院小儿呼吸内科进行带

教的实习生作为研究样本，样本数量为 50 名。之后将其分成两个组别，一组实习生采取传统教学方式并设为对照组，另一组实习生应用临

床路径教学法并设为研究组，每组各 25 例实习生；之后对所有实习生的教学效果、考核成绩及工作能力进行统计评估。结果：研究组的教

学效果、考核成绩及工作能力均高于对照组，组间数据存在显著差异（P＜0.05）。结论：在对小儿呼吸内科实习生进行教学时，采用临床

路径教学法进行带教，可以提高实习生的考试成绩及工作能力，使教学效果更加理想，所以，在进行带教时，临床路径教学法的开展非常

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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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带教是培养实习医生专业能力的必须经历的过

程，通常情况在小儿呼吸内科带教教学期间，均采取传

统的教学模式，但经长时间实践发现其效果不理想，其

主要是侧重实习生疾病诊疗知识的输入，不关注个体性

的差异，忽略实习生操作技能的培养，教学质量及效率

均较差[1-2]。因此，需要寻找有效的带教方式，来提升实

习生的实习质量，为进一步培养呼吸内科人才奠定了基

础。现将研究内容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的样本来源区间为 2022 年 12 月－2023 年 12

月，以抽签法的方式选取小儿呼吸内科实习的医生作为

样本研究，样本量取 50 名，分两组（研究组与对照组），

对这些实习生的基本资料实施统计评估，所有实习生的

年龄范围在 22 到 26 岁，平均值为 24 岁左右，男女性别

比例为 22:28；一般资料对比数据无差异（P＞0.05），可

以纳入对比分析。所有实习生在参与研究前均没有接受

医院的任何培训；所有实习生的学习能力、专业成绩以

及智力水平均无显著差别，同时服从科室的安排，全程

可以参与教学的活动。排除实习生中途脱离教学活动或

者参与其他医院培训的实习生。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方法：带教老师依照小儿呼吸

内科教学大纲进行带教，对实习生讲解理论知识，并对

技能进行示范，教导实习生自主进行练习，之后进行考

核。 

研究组采取临床路径教学法：具体教学方式如下：

（1）创建临床路径计划：带教老师基于小儿呼吸内科常

见的疾病、教学的大纲及院内小儿呼吸内科试剂情况来

对临床路径表进行完善，需要重点体现小儿内科疾病理

论知识、查体知识、问诊知识、及诊疗知识等，之后完

善出科考核的标准。（2）选取带教老师，要求小儿呼吸

内科临床经验丰富、知识储备充足、表达能力较强及科

研成果高的医师作为带教教师；带教教师针对临床路径

教学法的特点、落实方法、注意事项等进行分析，确保

其可以进行研究。（3）大纲设计。带教教师根据小儿呼

吸内科临床带教大纲及实习生实际情况重新优化大纲，

通过大纲本地化保证教学内容符合本院实际情况及实习

生学习需求。并将典型案例引入课堂教学中。（4）临床

路径带教的具体内容。将临床带教过程划分不同阶段，

前期、中期及后期。前期，带教教师带领实习生熟悉小

儿呼吸内科病区环境。与此同时，前期需要培养实习生

的临床思维，结合问题导向教学引导实习生主动思考、

探究小儿呼吸内科诊疗工作中的常见问题。中期引入典

型案例，每节课设置不同的主题，结合多媒体等方式教

会实习生掌握常见病诊断和治疗技术。将各项操作录制

成视频，便于实习生课后复习、加深影响。后期在征得

患儿及其家属的同意后，带教教师带领实习生到病房内

观察学习，允许其进行简单的操作帮助实习生明确自身

需要加强之处，及时给予专业的解答。（5）考核评价：

在完成带教学习之后，考核实习医生的出科成绩，主要

分为理论知识及临床实践考核等方面，以此评估实习医

生在实习期间的学习情况，并了解不足的地方，进行回

顾性学习，并由教师提出问题，由学生解答，最后由带

教老师进行评分。（6）教学监督：在进行展开临床路径

教学期间，由科室主任监督整个带教学习过程，并在实

习医生进入科室后发放路径表，督促带教老师按照路径

完成带教工作。 

1.3 评价标准 

4 组间工作能力评估 

主要包括应对能力、沟通能力、协作能力及解决问

题能力。 

（2）组间教学效果评估 

主要包括自学能力、操作技能、临床思维及医学素

养。 

（3）组间考核成绩评估 

主要包括理论知识、临床实践及综合成绩。 

1.4 统计学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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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数据分析环节之后，借助 SPSS 23.0 处理本文

资料数据，计量资料类型，检验方法及结果表现形式为

（ x ±s）、t。对结果意义进行判断，主要以 P 为主，组

间差异为 P＜0.05。 

1 结果 

2.1 组间工作能力差异分析 

调查显示：研究组的工作能力（应对能力评分、沟

通能力评分、协作能力评分、解决问题能力评分）显著

高于对照组，数据对比差异性较大（P＜0.05），详情如

表 1 所示。 

表 1 组间工作能力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应对能力 沟通能力 协作能力 
解决问题能

力 

研究

组 
25 

90.24±

2.76 

92.27±

2.33 

93.43±

2.44 
91.56±2.42 

对照

组 
25 

78.98±

2.88 

73.22±

2.52 

77.45±

2.53 
72.78±2.46 

t 值 - 14.113 27.752 22.731 27.211 

P 值 - P＜0.05 P＜0.05 P＜0.05 P＜0.05 

2.2 组间教学效果差异分析 

调查显示：研究组的教学效果（自学能力评分、操

作技能评分、临床思维评分、医学素养评分）显著高于

对照组，数据对比差异性较大（P＜0.05），详情如表 2

所示。 

表 2 两组教学效果对比（ sx ± ） 

组别 
例

数 
自学能力 操作技能 临床思维 医学素养 

研究

组 
25 

88.32±

1.32 

88.66±

1.41 

89.97±

1.27 

90.55±

1.16 

对照

组 
25 

73.36±

1.22 

74.34±

1.24 

73.68±

1.36 

74.46±

1.25 

t 值 - 41.614 38.132 43.771 47.176 

P 值 - P＜0.05 P＜0.05 P＜0.05 P＜0.05 

2.3 组间考核成绩差异分析 

调查显示：研究组的考核成绩（理论知识评分、临

床实践评分及综合成绩）显著高于对照组，数据对比差

异性较大（P＜0.05），详情如表 3 所示。 

表 3 两组考核成绩对比（ sx ± ） 

组别 例数 理论知识 临床实践 综合成绩 

研究组 25 91.42±1.36 93.33±1.14 90.25±1.48 

对照组 25 85.49±1.26 85.23±1.15 85.35±1.52 

t 值 - 15.992 25.010 11.548 

P 值 - P＜0.05 P＜0.05 P＜0.05 

3、讨论 

小儿呼吸内科是诊治小儿呼吸系统疾病的重要诊

室，因疾病种类繁杂、患儿流动量较多，大大增加了临

床医师的工作压力，要求临床医师需要有过硬的专业素

质。临床医师在正式为患儿进行临床诊治服务前，均需

要进行一段时间的实习过渡期，以此将从学校学习的知

识结合临床工作，培养临床工作能力，以便为患儿提供

更加优质的服务[3]。以往对实习生进行带教时，均采取传

统带教模式，其主要通过带教老师口头讲述理论知识，

示范诊治操作，让学生被动学习，虽有效果，但不明显，

已经不能满足临床带教的需求，需要寻找更加有效的带

教手段，临床路径教学方法是一种科学的带教方式， 通

过选取经验丰富的带教老师，经过院内专业培训，保障

教学质量[4]。该带教方式通过设计科学的带教方式，制定

带教的流程，择选出优质且典型的案例，为带教做准备。

实习生在入院 1 周内，由带教老师带领其熟悉院内环境，

培养责任意识。入院后第 2 周开始，经理论教学后便加

入临床，之后观察带教老师的操作后，熟悉实践操作，

并对实习生所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5]。本次研究结果表

明，本文将传统教学方法与临床路径教学方法形成对照，

对照结果中，研究组实习生的应对能力、沟通能力、协

作能力、解决问题能力、自学能力、操作技能、临床思

维、医学素养、理论知识、临床实践及综合成绩均高于

对照组。 

综上所述，采用临床路径教学方法的小儿呼吸内科

实习生，可充分提高操作技能、应对能力和综合成绩等，

教学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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