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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外科护理教学中问题导向式教学法的应用效果
傅志萍

义乌市中心医院 浙江 义乌 322000

【摘  要】目的：观察与探讨问题导向式教学法在血管外科护理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方法：抽取 2020 年 6 月－ 2021 年 6 月在我

院实习护理专业学生 94 名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颜色球抽取法分为常规组 47 名（应用传统教学法）和实验组 47 名（应用问题导向

式教学法），对两组学生学习知识掌握程度及对问题导向式教学法满意度进行对比与分析。结果：实验组学生学习知识掌握程度明显

优于常规组；实验组学生填空题 (22.53±1.94）分、选择题考核评分（58.47±3.98）分及综合评分（78.51±5.32）分均明显高于常规组，

组间差异明显（P ＜ 0.05）。实验组学生对问题导向式教学法满意度（97.87%) 明显高于常规组（78.72%），组间差异明显（P ＜ 0.05）。

结论：心血管外科护理教学中问题导向式教学法应用效果显著，可有效提升学生知识掌握度及血管外科护理教学质量，使学生乐意接

受问题导向式教学法，应在临床教学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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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护理学主要是对临床各类外科疾病患者（如创伤、感

染、畸形患者）开展相关护理；而外科护理教学则指基于教学老

师指导与帮助下使来院实习或新入职护理人员掌握外科疾病患者

疾病预防知识及护理操作技能等内容，以此提升患者临床疗效、

降低患者疾病疼痛，促进患者疾病的尽早康复。但在以往外科护

理教学中，多以“灌输式”教学方式为主，且以教师为绝对主导，

学生主体地位被限制。大量事实证明，此种教学方法教学效果较

差，严重限制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既无法促进学生思维的发

展与延伸，也无法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自主思考能力及问题分析、

解决能力的培养。问题导向式教学法，一种顺应时代发展而诞生

的新型教学模式；该种教学模式以问题为教学主线，引导学生自

主学习和主动思考，可有效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与参与主动性，

充分体现学生主观能动性。有研究表明 [1]，问题导向式教学在临

床血管外科护理教学中有着良好应用效果。所以，本研究将对问

题导向式教学法在血管外科护理教学中的应用效果进行观察与探

讨。现作如下阐述：

1  基线资料和方法

1.1 基线资料

选取 2020 年 6 月－ 2021 年 6 月在我院实习护理专业学生

94 名为研究对象，共 94 名；按照随机颜色球抽取法分为常规组

47 名（应用传统教学法）和实验组 47 名（应用问题导向式教学

法）。常规组男性 24 例，女性 23 例，年龄 23~34 岁，平均年龄

（28.51±2.32）岁。实验组男性 25 例，女性 22 例，年龄 24~35 岁，

平均年龄（29.62±2.43）岁。两组间对比无资料差异（P ＞ 0.05）。

1.2 方法

1.2.1 常规组学生接受传统“灌输式”教学法 具体如下：

以课授教学模式为主，首先由教学老师编写教案，随后组织学生

依照教材开展教学，其间部分教学内容应用多媒体技术展示，课

后由教师进行归纳与总结，学生记录。

1.2.2 实验组学生接受问题导向式教学法 具体如下：

1.2.2.1 根据血管外科护理教学特点选择适宜教学病例与问

题，且选择教学病例时应遵循以下原则：（1）选择临床心血管

外科常见、多发病型。（2）选择具有一定启发性质的病症，可

多选择一些与疾病相关的实验室检查资料或影像资料。（3）在

进行教学问题设计时，应遵循循序渐进、由浅到深原则，注意学

生过往学习知识的应用，引导学生根据已掌握知识进行思考与探

讨，初步完成问题。（4）心血管外科护理教学中应以相关外科

疾病的病症、体征表现以及病理改变为重点教学内容。综合上述

内容，在临床血管外科护理中，教师可选择冠心病、脑卒中、主

动脉夹层以及室间隔缺损等病例，同时多以上述疾病的病症、体

征表现以及病理改变作为问题设计的入手点。

1.2.2.2 借助多媒体白板将事先所选取典型病例、教学问题

呈现出来，或者也可一一发放给学生，要求学生结合病例资料及

相关问题进行预习，进行相关资料的查找；实际教学中，以所罗

列问题为主线，将学生按照一定分组原则进行分组，要求学生以

小组模式开展分组讨论，最后由教师就学生讨论结果进行总结。

教学中可适当应用多媒体技术，以此促进学生知识的更深入理解，

使其能够应用自身所学知识解决问题。这一学习过程中不仅可以

很好地使学生掌握临床血管外科中相关典型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等

内容，还可以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自主思考能力及其临床逻辑思

维的培养与发展。

1.3 指标观察

1.3.1 采用综合考试模式评价两组教学效果，以填空题和

选择题两种形式对临床血管外科相关疾病发病机制、病症表现、

诊断方法以及治疗方法等内容进行考察；其中填空题考核评分为

0~30 分，选择题考核评分为 0~70 分，评分越高，表明学生知识

掌握程度越牢固 [2]。

1.3.2 采用自制问卷调查形式对两组学生对问题导向式教学

法满意度进行评估，以十分满意、较为满意、不满意为评估标准，

统计总满意度。

1.4 统计学分析

本次实验数据录入 SPSS 18.0 系统软件中处理。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学生学习知识掌握程度

经综合考试与对比，实验组学生学习知识掌握程度明显优于

常规组；实验组学生填空题 (22.53±1.94）分、选择题考核评分

（58.47±3.98）分及综合评分（78.51±5.32）分均明显高于常规组，

组间差异明显（P ＜ 0.05），详见表 1。
表 1  对比两组学生学习知识掌握程度 [n，（x±s），分 ]

组别 例数 填空题评分 选择题评分 综合评分

常规组 47 17.21±1.52 48.45±3.16 67.49±4.20
实验组 47 22.53±1.94 58.47±3.98 78.51±5.32

t － 14.799 13.517 11.146
P － 0 0 0

2.2 对比两组学生对问题导向式教学法满意度

经比较，实验组学生对问题导向式教学法满意度（9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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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高于常规组（78.72%），组间差异明显（P ＜ 0.05），详见 下表 2。

表 2  对比两组学生对问题导向式教学法满意度 [n，（x±s），分 ]

组别 例数 十分满意 较为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常规组 47 21（44.68） 16（34.04） 10（21.28） 37（78.72）
实验组 47 29（61.70） 17（36.17） 1（2.13） 46（97.87)

x2 － － － － 8.340
P － － － － 0.004

3  讨论

近年来，随着我国医学事业的飞速发展，临床血管外科所涉

及疾病种类越来越多样化，治疗范围也逐渐扩大；但血管外科临

床护理教学却停滞不前，从而致使临床护理工作质量大大降低 [3]。

众所周知，血管外科护理学具有极强专业性、学习知识较多等特

点；而在以往教学中，临床普遍采用“灌输式”教学方法，该种

方法的应用使得学生处于被动地位，无法很好地掌握相关疾病预

防、治疗、解剖以及手术治疗等内容，因而导致血管外科护理教

学效果差 [4]。现代化背景下，若想提升其教学质量与教学效果，

则需要引入问题导向式教学法。

问题导向式教学法于 1969 年由美国神经病学教授 Howard 
Barrows首次提出与创立，随后在国际上广泛流传；但在我国国内，

问题导向式教学法的应用还处于发展阶段 [5]。该种教学模式着重

强调学生的自主学习与合作讨论，基于问题基础上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和参与积极性，通过创造合作探究、自主学习以及小组讨论

等机会来突出学生主观能动性，使学生在讨论、探究过程中实现

知识的理解与掌握，以及问题的解决；并同时得到逻辑思维的发

展和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相比较传统“灌输式”教学方法，问

题导向式教学法既能够很好地调动与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还能

够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同时促进学生临床思维的发展和多方面能力

的培养 [6]。

本次研究中问题导向式教学法很好地促进了学生对血管外科

相关疾病知识的认识和掌握，提升了学生学习水平和学习兴趣，

提高了学生对该种教学模式的认可度。问题导向式教学法的核心

在于发挥相关“问题”在血管外科护理教学中的引导作用，以此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参与积极性；而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学生所

有的学习活动都围绕“问题”开展，而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学生

学习知识的过程；所以，问题导向式教学的关键在于问题的设计。

本次研究在选择教学病例和设计问题的过程中，遵循了多项原则

（如选择临床心血管外科常见、多发病型；选择具有一定启发性

质的病症），且在此基础上还采纳了本院多位具有资深教学经验

教师建议，最后选定以冠心病、脑卒中、主动脉夹层以及室间隔

缺损等为教学病例，而教学问题的设计也贯彻围绕上述疾病进行。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学生学习知识掌握程度明显优于

常规组；实验组学生填空题 (22.53±1.94）分、选择题考核评分

（58.47±3.98）分及综合评分（78.51±5.32）分均明显高于常规

组（P ＜ 0.05）。实验组学生对问题导向式教学法满意度（97.87%)
明显高于常规组（P ＜ 0.05）。提示心血管外科护理教学中问题

导向式教学法应用效果显著，可有效提升学生知识掌握度及血管

外科护理教学质量，使学生乐意接受问题导向式教学法。

综上，心血管外科护理教学中问题导向式教学法应用效果显

著，可有效提升学生知识掌握度及血管外科护理教学质量，使学

生乐意接受问题导向式教学法；应在临床教学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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