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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作业式概念图在高职儿科护理教学中的应用方法及效果 
林晨昕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315800) 
 

摘要： 目的 分析高职儿科护理教学中应用课后作业式概念图的效果。方法 70 名高职儿科护理专业学生为本次研究样本，均于 2020 年 2 月-2022

年 1 月就读。采取随机数字表法分组，对照组采取常规教学，观察组借助课后作业式概念图教学。对比教学效果。结果 观察组教学后学生成绩高于

对照组（P<0.05）；观察组学生各项批判性思维能力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学生对教学评价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学生自学能力

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高职儿科护理教学中采用课后作业式概念图教学，利于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升其思维能力水平，提升其理

论知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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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人们对诊疗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护理需求也越来越多元

化。医学高职类学校在临床教学中，要想培养出高素质人才，就需

要打好教学基础，并不断的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1]。高职儿科护理

专业面临着疾病病种多，患儿依从性差、护理操作难度大等问题，

对护理的需求更高。儿科护理专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缺乏自主学

习意识，不能够在课后进行有效的知识吸收[2]。为此本次研究查阅

相关文献，对课后作业指导方式进行改进。通过充分利用课后作业

式概念图，引导学生理解课堂教学知识，抓住重点，进行课后复习，

不断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巩固学习基础。现将研究过程报道如

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70 名高职儿科护理专业学生为本次研究样本，均于 2020 年 2

月-2022 年 1 月就读。采取随机数字表法分组，各 35 例。观察组，

男 2 例，女 33 例，年龄 18-24 岁，平均（20.6±1.2）岁。对照组，

男 3 例，女 32 例，年龄 19-24 岁，平均（20.9±1.4）岁。纳入标

准：均自愿入组；研究期间无请假、缺席情况；研究获学生同意；

排除标准：正在参与其他研究者。分组资料，具有同质性（P>0.05）。 

1.2 方法 

对照组采取常规教学，按照教学大纲的内容，制定教学计划。

课上教学完成后，由教师布置课后习题，将选择题、简答题、概念

题、病例题等进行合理搭配。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设置课后复习

的目标。 

观察组采取课后作业式概念图教学。（1）确定授课计划及目

标，总课时 44 学时，以新生儿生长发育、各种疾病评估、护理等

为主要内容。筛选由多年教龄的教师完成教学。（2）实施。①进

行概念图学习培训。利用课后 50min 的时间帮助学生了解概念图作

业操作方式。首先指导学生了解概念图的组成部分，即核心词语-

节点-连线-连线词语等。其基本原理是根据教学目标及方向设置统

一主题，划分结构。进行进一步的概念图讲解，例如结合维生素 D

缺乏引发的佝偻病为典型病例，作为一级关键词，将该疾病诱发机

制、发病率较高的年龄段、疾病表现、治疗方案、护理方法等作为

第二层次，并将第二层次内容进行细化。②向学生提供一些可供参

考的教材、文献及相关网站，指导学生进行学习。教师将一些已经

制作成功的概念图传给学生。进行培训，指导学生试着绘制概念图，

将概念图上传到网络平台，指导学生进行借鉴。③教师对高职儿科

护理专业教学课程进行研究，制定课程标准，编制教学内容单，给

学生提供课后学习任务的相关内容及连接短语。将有关的课堂教学

资料、视频、图片上传到公共学习平台，供学生在课后查阅。学生

根据教师布置的课后学习任务，完成课堂内容复习。并利用教师提

供的资料，绘制课后作业概念图。④分组合作。将学生分为 5 人一

组，推选一名组长。小组成员结合教师安排的课后作业主题及任务，

进行组内讨论、总结。查询教材、相关文献资料，确定初步概念图

的绘制想法。根据教师布置的新生儿生长发育期间的护理、新生儿

各种多发疾病的护理等作为作业主题，以此为切入点，绘制课后作

业概念图。概念图绘制完毕后，由小组成员共同讨论，进行改进。

并上传到课后作业网络平台，供教师批阅。⑤教师批阅完成后，给

出修改意见，随机抽取一名学生的课后作业概念图进行讲解，供学

生讨论和学习。由小组组长对概念图的绘制过程进行讲解，做好补

充解释工作，教师进行引导及指正，保证学生能够绘制对其学习有

帮助的概念图，提升其独立思考能力及学习能力。⑥过程评价。教

师将批阅后的课后作业概念图返给学生，由小组成员组织进行组内

讨论和修改，并最终定稿。教师引导一名学生对其绘制课后作业式

概念图制作的思路、过程及绘制过程中的想法等进行介绍。以小组

为单位，对课后作业式概念图进行打分。 

1.3 观察指标 

（1）考试成绩，教学前后组织统一考核，试卷总评分 100 分。

评分与理论知识掌握程度成正比；（2）批判性思维评估，进行教

学后学生寻找真相、批判思维、分析能力、系统化能力、探索意识、

认知水平等能力评估，每项评分均设置为 100 分，评分与能力成正

比；（3）学生评价，邀请学生完成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包括激发

学习兴趣、查漏补缺、强化思维能力、提升独立思考能力、提升团

队协作能力。每项评分 10 分，评分与指标成正比；（4）学生自学

能力，以护理自主学习准备度量表（SDLRS）评估，针对自我管理、

主动探索学习、自我控制几项进行评估，采取 1-5 分计分法，评分

与指标成正比[3]。 

1.4 统计学分析 

以 SPSS 22.0 软件对比数据。（ sx ± ）为计量方式，检验值为 t。

P<0.05，对比有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2.1 考试成绩对比 

组间教学前学生考试成绩差异不显著（P>0.05）；观察组教学

后学生考试成绩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 1 考试成绩对比（ sx ± ，分） 

组别 例数 教学前成绩 教学后成绩 

观察组 35 77.1±3.2 88.8±3.7 

对照组 35 76.5±2.7 80.0±3.4 

t  0.848 10.361 

P   0.400 0.000 

2.2 批判性思维对比 

观察组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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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批判性思维对比（ sx ± ，分） 

组别 例数 寻找真相 批判思维 分析能力 系统化能力 探索意识 认知水平 

观察组 35 41.8±4.2 44.1±2.3 42.1±2.4 41.1±2.2 40.8±2.6 44.0±2.2 

对照组 35 34.0±3.8 37.1±2.5 36.6±2.2 35.7±2.0 33.3±3.0 37.4±2.6 

t  8.147 12.191 9.994 10.745 11.177 11.464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3 学生评价对比 

观察组学生对激发学习兴趣、查漏补缺、强化思维能力、提升独立思考能力、提升团队协作能力的评价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3。 

表 3 学生评价对比（ sx ± ，分） 

组别 例数 激发学习兴趣 查漏补缺 强化思维能力 提升独立思考能力 提升团队协作能力 

观察组 35 9.1±0.3 9.0±0.5 9.0±0.4 9.0±0.2 8.9±0.5 

对照组 35 8.5±0.6 8.5±0.7 8.4±0.7 8.5±0.5 8.4±0.3 

t  5.292 3.439 4.403 5.493 5.073 

P   0.000 0.001 0.000 0.000 0.000 

2.4 学生自学能力对比 

观察组教学后学生各方面的自学能力评分均高于对照组

（P<0.05）。见表 4。 

表 4 学生自学能力对比（ sx ± ，分） 

组别 例数 自我管理 主动探索学习 自我控制 总评分 

观察组 35 49.8±6.0 44.3±6.5 50.8±7.2 144.4±13.6 

对照组 35 45.2±5.6 40.0±5.4 43.1±6.5 130.2±14.1 

t  3.316 3.010 4.696 4.288 

P   0.002 0.004 0.000 0.000 

3 讨论 

高职儿科护理教学面临的任务中，培养的是一批将来需要面对

儿科复杂疾病的护理人才，培养难度较大[4]。在进行儿科护理教学

时，更要注重护理的专业性、全面性及系统化，以保证学生在学习

中获益。 

本次研究将课后作业式概念图应用在高职儿科护理教学中。通

过研究结果能够看到，与常规教学相比，采取概念图教学更能够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使其积极参与到课后复习当中。学生充满学习的

激情，能够自觉投入到对概念图的研究当中。避免由单纯完成课后

作业转变为开始利用概念图进行思考，努力完成教师布置的任务。

尤其是采取小组教学的方式，使学生能够互相激励，最终完成高质

量的课后复习工作[5]。通过利用概念图学习，学生摒弃了以往的无

效学习，开始通过概念图的绘制，了解教学内容间的联系。 

通过利用教师上传的课堂教学课件，绘制概念图，以简洁、直

观的形式，对课堂教学内容有更深入的了解，更能够紧紧抓住知识

脉络，系统消化所学知识[6]。通过概念图还能够整合新旧知识，建

立更加细密的知识网络，保证学生整体上了解儿科护理知识。学生

在绘制课后作业概念图的同时，将零散的课堂知识整合后，加深了

护理知识的整体了解程度，也能够确保学习效率。通过课后作业式

概念图的绘制，也能够丰富教师对学生的评价途径，既往常规教学

主要是采取教师批改课后作业方式，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知识吸

收情况。通过概念图则可以通过小组讨论形式，了解学生的团队协

作能力。通过在线上批改概念图，能够及时将批改结果反馈给学生，

督促其进行修改。并再次对修改后的概念图进行整体评价[7]。还可

以通过引导学生对概念图制作的思路、过程及对其个人能力的提升

情况进行介绍，给予其他学生更多的经验和教学。通过概念图进行

动态评价，教师对学生知识吸收程度、自主学习能力有了更深入的

了解，也可及时调整教学计划，提升教学效率。 

综上，在高职儿科护理教学过程中，开展课后作业式概念图教

学，利于通过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及自主学习能力，可提升学生批判

性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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