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显高于对照组，充分体现了以护生为主体的教学查房优势。改

良式教学查房结合产科护理，如母乳喂养、新生儿护理、高危妊

娠护理、产后出血的护理等，以“夯实基础护理、提供满意服务”

为主题，落实本院三全护理，进一步提高了孕产妇及家属对产

科护理工作的满意率，同时强化了护生的产科基本知识、基本

技能、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以患者健康问题为基础、

以护理程序为框架、以护生为主体的查房，提高了理论与临床

实践相结合的能力，加强了护患之间交流沟通，密切了护患关

系，提升了护生的综合素质［７］。并且从备课、组织教学查房过

程中提高带教教师的理论水平、语言表达能力及护生、护患沟

通能力，全面提升产科护理质量，为培养高素质的产科护理团

队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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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拨教学法在体检中心教学查房中的应用

许国琼（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体检中心　４０００１０）

　　【摘要】　目的　分析点拨教学法在体检中心教学查房中的应用，以提高教学水平。方法　选取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

在体检中心实习的７０名学生，并对这７０名学生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各３５名。对照组运用传统的教学查房模式，

实验组运用点拨教学法进行教学查房，并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在体检中心实习结束出科理论考试成绩、技

术操作考试成绩、健康宣教考核成绩等方面进行对比，对实习生对带教教师和带教质量的满意度调查进行比较，实

验组学生的成绩和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结论　体检中心教学查房采用点

拨式教学方法，达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提高了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学生的综合学习能力，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

【关键词】　点拨教学法；　学生；　教学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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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拨教学法是指教师根据学生日常学习工作中出现的各

种问题，针对性地对学生在知识、心理、思维方面存在的各种障

碍采取巧妙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启发学生进行自主探索，自

己寻找出解决问题的渠道，从而提高自身的思维和工作能

力［１］。为了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探讨点拨式教学法的效果，

本文对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在体检中心实习的学生进行点拨式教学

改革，将它运用于教学查房中，效果显著，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年在本院体检中心实习的学生

共７０名，其中男生１名，女生６９名，年龄１７～２０岁，平均１８．６

岁。对照组和实验组各３５名，所有学生在性别、年龄、文化程

度、实习时间等一般资料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按照教学大纲要求制订２次查房的相关内容。对

照组采取常规的教学方法，也就是由临床实习带教教师选择具

有代表性的病例作为查房病例，让所有实习生聚在一起，让学

生先了解病例，再进行集中讨论、评价患者的具体情况［２］。实

验组采用点拨教学法进行教学查房，具体方法如下。

１．２．１　制订具体的教学方案　根据教学大纲要求制订出详细

切实可行的教学方案，评估本轮实习生的学习接受能力，进一

步拟定出具体的实习目标。再将目标和病例结合起来，对学生

进行深入的学习探讨。提前３～５ｄ通知实习生查房的内容和

病例，让学生自己观察病例，集体讨论、探索问题，围绕此疾病

存在的相关问题以及存在的心理障碍、思维障碍及知识障碍等

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学习［３］。

１．２．２　收集资料　将实习生分成３～４人一组，让他们自己通

过教材、网络、参考资料等了解此病例的疾病知识，并拓展到其

他新进展的知识，深化知识结构，熟练掌握此病例的相关知识，

做好充分的准备。与患者加强沟通交流，建立良好的医患关

系，收集详细资料，更多了解患者的信息，结合患者的一般情况

和病情，提出具体的问题，制订出具体可行的解决措施，做到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最终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措施。

１．２．３　集体讨论　将实习生全部集中起来，带教教师提出此

病例的所有问题，让实习生集体讨论，采取“头脑风暴法”，找出

问题的正确答案。在讨论过程中，教师针对每位实习生的问题

进行一一分析，指出问题的关键所在，使用画龙点睛和障碍排

除法，找到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法，指导实习生进行正确思考和

学习，并且给予合理的建议，最大限度地为患者解决问题。

１．２．４　全面总结　针对本次查房的内容、优点和所有实习生

存在的共性问题，最后由教师进行全面总结和分析，让实习生

在临床实习过程中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更好地掌握知识，达到

学以致用的效果。以实例进行示范讲解，使学生在理论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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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更好地掌握操作技能，提高分析和判断能力。

１．２．５　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ＰＢＬ）教学法在临床实习教学中

的应用　国内外研究已经显示，ＰＢＬ教学法可较好地提高教

学质量和学生的综合素质，目前已成为国际上较流行的一种教

学方法［４］。在临床实习带教过程中，开展ＰＢＬ教学法，就是在

临床实际工作中提出一些问题，让学生自己查阅资料、思考整

理后作答，最后由教师综合点评，给予正确答案，并且适时地表

扬和肯定学生一些大胆的思路，以促进学生继续不断进取和努

力。再由教师将问题结合到临床实际病例中扩散开来进行讲

解。体检中心在点拨式教学查房中也贯穿了ＰＢＬ教学法，这

样，既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在临床实习中的积极性 ，也能开阔学

生的思路，培养学生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１．３　效果评价方法

１．３．１　调查表形式　每次查房后对参与查房的实习生派发调

查表来反馈对查房的满意度，以反馈带教质量；实习结束前对

实习生发放对带教教师的满意度调查表。

１．３．２　实习生在体检中心实习结束前进行出科考试　考试包

括理论考试、操作技能考试和健康宣教考核，两组的考试题型、

内容完全一致，操作考试的评分标准采用医院统一的评分

标准。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两组

实习生成绩用狓±狊表示，比较两组差异用狋检验，计数资料采

用χ
２ 检验。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实验组与对照组实习生考评成绩比较　见表１。理论考

试、操作考试及健康宣教成绩实验组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表１　实验组与对照组实习生考评成绩比较（分，狓±狊）

组别 狀 理论成绩 操作成绩 健康宣教成绩

实验组 ３５ ８９．５７±３．８９ ９１．４８±３．４７ ８９．６８±３．２３

对照组 ３５ ８７．４９±２．７５ ８４．３５±３．４５ ８５．３７±２．８４

２．２　实验组与对照组实习生对带教教师和带教质量的满意度

比较　见表２。实习生对带教教师和带教质量的满意度实验

组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表２　两组实习生对带教教师和带教质量

　　　　满意度比较［狀（％）］

组别 狀 实习生对带教教师满意 实习生对带教质量满意

实验组 ３５ ３３（９４．２９） ３４（９７．１４）

对照组 ３５ ３２（９１．４３） ３１（８８．５７）

３　讨　　论

临床教学要求临床教师要不断地学习探索新的教学方法，

并创新性地应用于临床教学中，以便更好地完成临床教学目

标［５］。体检中心将点拨教学法运用于教学查房过程中，让学生

提前广泛查阅资料，找出问题的答案，最后大家一起围绕问题

展开讨论。不但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启发学生的评判性思

维、增强其学习兴趣，而且也锻炼了学生的逻辑思维和自学能

力［６７］，让学生在临床实习过程中理论结合实际，更好地掌握临

床知识与操作技能，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了很大

提高，在学生的临床工作方面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

３．１　点拨式教学查房能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大大提高

了学习效率，达到学以致用的教学效果。

３．１．１　增强了实习生对学习的积极性、自觉性、主动性。做到

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使学生更好地将知识运用于临床实践

中去，点拨教学法具有充分的民主性与活跃性。体检中心在开

展点拨教学法的过程中，形成了积极学习讨论的氛围，很大程

度上拓展了学生的心理思维与信息交流空间，更好地使学生与

临床带教教师形成积极互动的教学模式，共同学习，共同研究，

共同进步。激发了学生积极主动参加教学活动的兴趣，大大提

高了教学效果。

３．１．２　提高了学生的沟通交流能力。通过点拨式教学查房，

使学生与患者形成良好的医患关系，便于更好地交流，利于全

面收集临床资料，并针对资料进行合理评估，拟出相应的医疗

护理措施。这样不仅提高了学生的沟通交流能力，增加了对患

者的人文关怀，同时有效培养了学生的独立工作能力。

３．１．３　增进学生的评判性思维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提高了

学生的综合素质。通过以上的研究对比，在专科理论考试、技

术操作考核、健康宣教等方面的成绩，以及学生对带教质量、带

教教师的满意度方面，实验组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由此证明在体检中心的教学查房

中开展点拨教学法，有利于提高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和运用能

力。带教教师针对教材内容的重点部分扩散开来并展开具体

阐述，有目的、有针对性地指导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内容活动

中去，并适时针对学生的各种问题进行针对性地指导，以提高

学生的评判性思维能力、实践能力及创新能力，达到学以致用

的学习效果，从而提高教学查房的质量［８９］。

３．２　双向测评法改变了以往只评学生不评教师的做法，采用

双盲法，让学生更能真实地评价带教教师，这种运用临床实践

教学的评价手段，能及时有效地反馈和更好地调整临床带教教

师的教学活动安排，同时也能促进实习生进一步提高学习主动

性和积极性［１０］。通过反馈内容，针对带教教师及实习学生在

临床实践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在每个月的带教教师例会上，以

及每周实习生交流大会中进行反馈，起到促进教学，达到持续

改进的作用。

３．３　点拨教学法提高了临床实习带教教师的教学水平。点拨

教学法要求带教教师不但具有敏锐的思维能力，还要有良好的

辩证能力和创新能力，这样才能在教学查房中全面发现各种问

题，能够采取及时有效的解决方法。在教学查房中针对查房的

目的，制订出合理而又具体的教学方案，并很好地运用于教学

查房中，使学生最大限度地掌握查房的技巧，并运用于临床实

际查房工作中，掌握学习的重点内容，进一步帮助学生解决各

方面的障碍问题。当学生提出疑问时，教师及时为学生提出合

理性的意见和建议，指导学生进行独立思考或集体讨论，成为

学生学习与工作方面的指导者。这样就促进教师必须加强自

身学习，才能更好地运用于教学工作中去。

通过教学查房增强了教师对学生的了解，又提高了教师自

身的教学水平和综合能力，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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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实习生焦虑情况调查分析

刘　鑫，何　彬△，何小蓉，谢　旭（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科教处　４０００１４）

　　【摘要】　　医学生临床实习阶段一直是医学教育过程中重要的环节，但随着学业、工作和社会的压力改变，对

医学生的心理可能产生一定影响，使其产生焦虑情绪。本文主要针对来院实习的医学生进行学业、就业和社会焦虑

情况进行分析，并提出改善建议，以期为临床实习管理部门提供一定参考。

【关键词】　医学生；　实习；　焦虑；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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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医学教育一直存在诸多弊端，主要表现在“重知识”、

“轻能力”和“重身体”、“轻心理”等方面。临床实习是医学教育

全过程中至关重要的阶段，是由医学生转变为临床医生的关键

蜕变过程，若在此阶段出现心理问题，必然会影响今后执业态

度与医疗服务质量。本研究就２０１３年在本院参加临床实习的

医学实习生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其具体心理状况，并希望以此

为参考，探讨医学实习生焦虑问题的一些对策。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３年来本院参加临床实习的医学实

习生（未含护理学）共２２３人，其中男生７５人，女生１４８人，年

龄２０～２５岁。发放问卷２２３份，收回有效问卷２２３份，有效率

１００％。

１．２　问卷设计

１．２．１　一般情况调查　包括性别、生源地、父母职业、所学专

业类别以及学历共５个方面。

１．２．２　焦虑问卷调查　参照Ｏ′ｒｏｕｒｋｅ等
［１］和翟立武等［２］的

焦虑调查问卷内容，结合现有实际进行设计。调查内容涵盖学

业焦虑、就业焦虑和社交焦虑３个大方面共３０个问题，每个方

面各１０个问题，每题均有５个选项：（１）非常不符合；（２）比较

不符合；（３）难以确定；（４）比较符合；（５）非常符合。将（４）和

（５）２个选项设定为“符合”，以评价各问题的“符合率”。

２　结　　果

２．１　一般调查情况结果　男生７５人（３３．６３％），女生１４８人

（６６．３７％）；农村１３２例（５９．１９％），城镇９１例（４０．８１％）；农民

８３例（３７．２２％），普通个体或工商业者４６例（２０．６３％），机关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２１例（９．４２％），其他７３例（３２．７４％）；临床

医学１５０例（６７．２６％），医学检验１６例（７．１７％），医学影像１０

例（４．４８％），药学１４例（６．２８％），康复医学２３例（１０．３１％），

其他１０例（４．４８％）；研究生８例（３．５９％），大学本科１３８例

（６１．８８％），大学专科７７例（３４．５３％）。

２．２　学业焦虑情况　见表１。

２．３　就业焦虑情况　见表２。

表１　学业焦虑调查结果（人）

题目 非常不符合 比较不符合 难以确定 比较符合 非常符合 符合率（％）

如果将要做一次测试，在做之前会出现紧张 ０ １１ ３０ １４８ ３４ ８１．６１

当重大考试就要来临时，总在想别人比我自己聪明得多 ２７ ５２ ３６ １０５ ３ ４８．４３

参加重大考试时，手心或身上会出很多汗 １ ９ ６ ５５ １５２ ９２．８３

当一次突然袭击式的考试来到时，感到害怕 ０ ２ １７ １２２ ８２ ９１．４８

考试期间常想到会失败 ２１ ３３ ５８ ８２ ２９ ４９．７８

即使在第１次考试中取得好成绩，但并不能增加在第２次考试中的信心 ６５ ４１ ７０ ３２ １５ ２１．０８

对某一门考试，越努力复习越感到困惑 ２ ３ １０ １１３ ９５ ９３．２７

每次期末考试之前，有一种紧张不安的感觉 ０ ０ ０ ７９ １４４ １００．００

考试完毕后，觉得可以比实际做得更好 ０ ０ ０ ２５ １９８ １００．００

考试期间经常很紧张，以致本来知道的东西也忘了 ２ ２ ５ １３４ ８０ ９５．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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