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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讨论教学法在护理专业急危重症护理学教学中的应用 
唐直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重庆  400000） 
 

摘要：目的：分析在护理专业急危重症护理学教学中应用问题讨论教学法的价值。方法：2020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期间从我院选取肿瘤护理专业学

生 2 个班，共计 100 名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随机数字表法将研究对象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50 名，对照组行传统教学法，观察组行问题讨论教学

法，比较两组学生考核成绩和学生对教学模式的满意度。结果：对照组学生对教学模式的满意度和观察组学生对教学模式的满意度分别为 78.00%、

98.00%，观察组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P＜0.05）。理论测试成绩和专业考核成绩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均显著较高，有统计学

意义（P＜0.05）。结论：在护理专业急危重症护理学教学中应用问题讨论教学法的临床效果突出显著，提升了的学生的考核成绩，同时提升了学生

对教学模式的满意度，建议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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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普通学生，急危重症学生的情况较为特殊，不仅病情发展速

度较快，而且病情较为严重，因而对危及重症护理人员的素质提出了较

高的要求，需要较高的专业素质[1]。由此可见，积极在护理专业急危重

症护理学教学中实施优质的教学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2]。本研究于

2020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期间从我院选取肿瘤护理专业学生 2 个班，

共计 100 名作为研究对象，深入讨论了问题讨论教学法的临床应用价

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20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期间从我院选取肿瘤护理专业学生 2 个

班，共计 100 名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随机数字表法将研究对象分为对照

组和观察组，各 50 名，对照组行传统教学法，观察组行问题讨论教学

法。对照组男性学生 27 名、女性学生 23 名，年龄 20 岁到 23 岁之间、

平均年龄（22.82±1.25）岁；观察组男性学生 28 名、女性学生 22 名，

年龄 21 岁到 24 岁之间、平均年龄（22.32±1.34）岁。入选学生年龄、

性别等一般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 

1.2 方法 

对照组行传统教学法，即“一对一”带教模式，由具备丰富经验的

老师带教，带教老师按照教学大纲讲解急危重症护理学相关理论知识，

集体示范教学，此后让学生参与临床实践。 

观察组行问题讨论教学法，具体方法如下：实施以单纯的以问题为

基础的教学法，老师上课前不需要提前进行相关理论知识的讲解，仅需

提前告知学生课上需要学习的课程，同时提出学生需要回答的问题，让

学生在获知问题的情况下自主记下来学习、解答，在通过查阅相关资料

后在课堂上仅需解答问题的阐述，由带教老师现场点评学生的汇报结

果，肯定学生阐述的正确观点，并针对存在的不足予以纠正和补充说明，

且仅需相关知识的讲解[3]。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学生考核成绩（理论测试成绩和专业考核成绩）和学生对

教学模式的满意度。学生对教学模式的满意度可分为不满意、满意以及

非常满意，护理满意度采用总分 100 分制，由本院相关科室自行研制的

满意度评价量表实施评定，可分为三个评级，即不满意、满意以及非常

满意，其中非常满意评分最高，90 分以上，满意中等，评分介于 65~90

分之间，不满意最低，评分低于 65 分。护理满意度=非常满意率+满意

率[4]。 

1.4 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数据采用 SPSS 23.0 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和处理，计量资料

（ sx ± ）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 x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两组见习生理论测试成绩和专业考核成绩比较 

理论测试成绩和专业考核成绩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均显著较高，

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细数据见表 1 所示。 

表 2：对照比较理论测试成绩和专业考核成绩组间差异 （ sx ± ，

分） 

组别 名数 理论测试成绩 专业考核成绩 

对照组 50 67.65±2.37 72.14±3.16 

观察组 50 83.56±3.94 89.37±3.04 

t  24.468 27.785 

p  0.000 0.000 

2.1 学生对教学模式的满意度组间比较 

对照组学生对教学模式的满意度和观察组学生对教学模式的满意

度分别为 78.00%、98.00%，观察组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显著有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两组学生对教学模式的满意度组间比较（n，%） 

组别 名数 不满意 满意 非常满

意 

满意度 

对照组 50 11（22.00） 20

（40.00

） 

19

（38.00

） 

39（78.00） 

观察组 50 1（2.00） 19

（38.00

） 

30

（60.00

） 

49（98.00） 

x2     9.469 

P     0.002 

3 讨论 

本文研究结果提示，理论测试成绩和专业考核成绩与对照组比较，

观察组均显著较高；对照组学生对教学模式的满意度和观察组学生对教

学模式的满意度分别为78.00%、98.00%，观察组高于对照组，分析原因：

过去护理专业急危重症护理学教学中，多采用传统教学法，以带教老师

课堂上耐心详细讲解相关医学知识为主，这使得见习生始终处于被动学

习的状态，不仅降低了学生的主动性，而且降低了患者的学习效率，远

难以得到理想学习效果。而问题讨论教学法则主要指带教老师提出和教

学内容相关的问题，促使学生能够主动获取知识，提升了学生理解问题

的能力和思考能力[5]。 

综上所述，在护理专业急危重症护理学教学中应用问题讨论教学法

的临床效果突出显著，提升了的学生的考核成绩，同时提升了学生对教

学模式的满意度，建议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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