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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研究护理专业学生对 PBL 认知、态度及与自我导向学习的相关性。方法：选取 2018 年 9 月-2019 年 7 月来我院实习的护

理专业学生 54 名，使用调查量表评估所有学生对 PBL 的认知情况及态度情况，同时评估所有学生的自我导向学习（SRSSDL）得分，观察护

理专业学生对 PBL 认知、态度及与自我导向学习间的关系。结果：所有 54 名护理专业学生当中，对 PBL 不同的认知程度、认态度的 SRSSDL
得分存现显著差异（P＜0.05）；具体表现为：学生的认知程度越好，态度越好时，其 SRSSDL 得分就更高(P＜0.05)。结论：护理专业学生对

PBL 的认知及态度会对其自我导向学习情况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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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护理教育者通过不断的利用及借鉴国际先进教学方

法，实施了各种有益性的探索及尝试，比如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

(problem-based learning，PBL)，是目前护理教育者较多应用的一种

教学模式及方法[1]。但是伴随医学教育的不断改革及推进，在我国

护理教学过程中PBL教学法的实施情况如何，护理专业学生对PBL

教学法的认知情况、态度情况，护理专业学生经PBL教学法后的自

我导向学习情况，都值得进一步研究及调查。所以本次研究选取

2018年9月-2019年7月来我院实习的护理专业学生54名，分析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8年9月-2019年7月来我院实习的护理专业学生54名，

其中，男性3名，女性51名，年龄范围：20岁~25岁，平均年龄（22.3

±1.9）岁，本科生：28名，专科生：26名。本研究获取伦理委员会

审核及许可。 

1.2 方法 

使用调查量表来评估所有学生对PBL的认知及态度情况，主要

内容包括：对PBL的了解情况；是否愿意参加PBL教学；跨学科的

知识需求等。该调查量表包括护理专业学生的PBL参与情况、对PBL

的认知及态度。量表由研究者查阅诸多国内外相关文献，并与深入

访谈法及专家咨询法相结合而自行设计而得。并请4名护理教育专

家对调查量表进行评价及修改，通过两轮评价及修改后制定，经验

证其效度为0.891。 

使用自我导向学习评估量表(SRSSDL)来评估护理专业学生的

自我导向学习情况[2]。SRSSDL量表主要包括5个维度，分别为：学

习意识、学习行为、学习策略、学习评价、人际关系技能，每个分

维度包括12项条目，使用5级计分法，分别计分1分～5分；得分越

高，提示学生的自我导向学习等级更高。经检验其信度为0.954，效

度为0.971。 

1.3 观察指标 

观察比较所有护理专业学生不同PBL认知、态度间的SRSSDL

得分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22.0 进行分析，所有数据当中，（%）类计数数据，

行 X2 检验检测；（`x±s）类计量数据，行 T 检验检测；P＜0.05

时，提示差异显著。 

2 结果 
2.1 所有54名护理专业学生当中，对PBL不同的认知程度、认

态度的SRSSDL得分存现显著差异（P＜0.05）；具体表现为：学生

的认知程度越好，态度越好时，其SRSSDL得分就更高(P＜0.05)，具

体见表1。 

表 1  所有护理专业学生不同 PBL 认知、态度间的 SRSSDL 得分情况（分，`x±s） 

项目 分类 例数 SRSSDL 得分 F/T P 

完全不了解 3 184.1±7.1 

较为不了解 21 195.7±8.5 

一般了解 19 208.9±10.7 

较为了解 8 220.7±13.6 

PBL 了解程度 

非常了解 3 241.9±18.5 

16.925 

＜0.05 

是 29 231.7±16.9 
PBL 参与情况 

否 25 214.7±12.8 

15.021 ＜0.05 

完全不必要 5 181.2±8.2 

比较不必要 3 195.7±9.7 

无所谓 19 204.1±10.5 

比较必要 22 214.7±12.1 

PBL 教学必要性 

非常必要 5 229.8±13.5 

19.845 ＜0.05 

是 39 221.7±18.4 
是否愿意参加 PBL 

否 15 206.1±13.5 
18.745 ＜0.05 

3 讨论 
PBL教学法的优点为能够确立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更加重视师生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展开多样灵活的学习活动，能够

使得学生可以学会思考、独立学习、主动学习，增加学生开拓思路

的机会。研究指出，将PBL教学法引入到护理学教学课程当中，使

得学生的学习欲望大大被刺激，促使学生的学习兴趣不断发展，将

传统的“要我学”变成“我要学”，使得教学效果大大提高[3]。目前，

此种教学方法在我国的医学教育过程中具有较少的实践经验，都处

于起步状态，所以，在教学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并存在某些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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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影响教学效果的提高。 

本次研究结果提示，学生对PBL的认知程度越好，态度越好时，
其SRSSDL得分就更高(P＜0.05)。结果充分说明，对PBL教学法教学
形式及理念拥有足够认可的护理专业学生，其不仅具备一定的PBL
基本能力，同时需求强烈的护理专业学生能够更好地进行自我导向
学习。分析其原因为，PBL教学法的重点内容就是强调将学生作为
学习主体，更加注重将多学科的知识相互融合，培养学生终生学习
习惯、自我学习、主动学习的教学方法。假如学生对这种方法持有
积极态度，可以说明学生在自我导向学习方面也十分感兴趣，有较
强的信息进行自身自学[4]。 

除此之外，通过PBL教学法还能促使学生充分的结合临床知识
及基础知识，将社会人文学科与护理专业学科相融，提高学生在寻
找答案过程当中的获取信息资源技能，再加之PBL教学法的丰富资

源，也是开展学生自我导向学习的有利条件，为学生自学活动供给
有力的保障及支撑。 

综上所述，护理专业学生对PBL的认知及态度会对其自我导向
学习情况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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