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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探讨微课与基于问题的学习(PBL)教学法相结合在放疗科临床护理带教中的应用效果。将80名

在放疗科实习的护理专业学生(以下简称“护生”)纳入研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40名。对照组采用传统

的讲授法进行带教;观察组采用微课与PBL教学法相结合进行带教。对两组带教效果进行比较,评价指标包括

理论成绩、操作成绩、知晓患者情况、护患沟通、电子护理病历应用、健康教育、教师满意度、沟通能力、综合表

现;对两组的护理满意度进行组间比较。观察组各项考核得分及患者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0.05)。将微课与PBL教学法相结合的模式应用于放疗科临床护理带教中可以提高护生综合能力,提

高患者对护生的满意度,提高带教质量,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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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肿瘤放疗属于特殊学科,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

科,知识点复杂难记,放疗科护理实践教学内容涉及

广泛,不仅有基础护理、重症护理,还有肿瘤放化疗专

科护理、管道护理、癌痛护理、营养风险筛查2002
(NRS2002)评估、病情观察、电子护理病历的应用

等[1-2]。传统护理带教模式用于放疗科护理带教有一

定的不足。微课教学方法是一种以网络视频为载体,
开展的完整简短的教学活动,它可以促进学生自学或

用于教学[3-4]。基于问题的学习(PBL)教学法是一种

围绕主要问题,学生自主查阅相关知识,收集资料,发
现问题、提出问题并讨论解决问题的教学模式,目的

是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兴趣[5]。2018年7月至2019年

3月在本科室采用PBL与微课教学法相结合的带教

模式后,提高了实习护理专业学生(以下简称“护生”)
的工作能力,提升了患者满意度,效果明显,现报道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将2018年7月至2019年3月于本

科室实习的护生12批次共80名纳入研究,护生均为

女生。将入科批次是单数的作为观察组:年龄19~22
岁,平均(21.3±1.4)岁;将入科批次是偶数的作为对

照组:年龄18~23岁,平均(21.2±1.5)岁。两组间

年龄、性别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

可比性。
1.2 方法

1.2.1 带教老师的选取和带教前的准备 选取10
名理论知识及技术操作过硬且责任心强,具有本科学

历的主管护师担任临床带教工作。入科第1天,由总

带教老师为护生介绍放疗一、二病区环境,介绍放疗

中心各种仪器的作用。授课前所有授课教师均完成

微课与PBL教学法培训。
1.2.2 对照组的带教 采用传统讲授的带教模式,
以教师为主导,按照护生入科实习教学大纲的要求,
对理论知识及实践操作进行讲授,在重点部分播放短

视频并进行讲解。
1.2.3 观察组的带教 采用微课与PBL教学相结合

的带教模式。(1)每3~5名为1个小组,每2周上课

1次,每次课程1学时。(2)根据护生实习教学大纲要

求,每2周进行1次护理查房。(3)微课准备:由授课

老师找出典型病历,让学生查阅患者病历,了解患者

病情、目前治疗方案、检查结果和存在的护理问题,制
作微课。(4)教师课前准备:授课教师授课前利用网

络平台(QQ、微信群、钉钉)建立群组,让学生加入群

组,把PBL教学信息或问题发至群组,并把典型案例

思考问题推送给学生;例如1例鼻咽癌放疗患者重度

放射线皮炎护理,该患者目前的护理诊断以及相关因

素、护理措施、护理目标、护理评价;引导护生自主学

习,做好课前准备。(5)学生课前准备:针对授课老师

发送的微视频信息,进行文献查阅,制订护理计划、护
理措施和护理目标,查阅当前护理新动态,制订效果

评价方案;可以随时随地在网络群组与小组成员讨论

问题,对于疑问的地方做好笔记,带教课上与老师进

行讨论。(6)课堂讨论:例如,以1例鼻咽癌放疗患者

重度放射线皮炎护理为例,让学生提出这个典型病例

目前存在的护理问题、引起放射性皮炎的相关因素、
放射性皮炎护理措施、护理目标、效果评价方案;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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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生提出问题进行点评分析,结合临床护理工作列

举讲解。(7)归纳总结:授课教师结合案例提出思考

问题,对学生的回答进行总结归纳,对学生不能解答

的问题进行深入讲解,根据学生接受能力,以学生能

接受的思维方式耐心讲解,授课结束提出课后思考

题,让学生进一步深入思考,锻炼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8)课后复习:将微课内容上传至科室实习网络群组,
学生可以根据需要随时随地进行学习,既节约时间又

无环境限制。(9)临床操作的培训:在授课中涉及操

作技术时,例如重度放射性皮炎的创面及换药、氦氖

激光外照射的正确使用等,授课老师应引导学生观看

视频,详细讲解操作步骤、操作目的,并可以通过现场

操作仪器来讲解其工作原理。
1.3 评价指标 护生实习时间均为1个月,实习第4
周末,由总带教老师进行操作及理论考核。实习护生

带教效果的评价指标包括理论成绩(10分)、操作成绩

(10分)、知晓患者情况(10分)、护患沟通(10分)、电
子护理病历应用(10分)、健康教育(10分)、沟通能力

(10分)、教师满意度(10分)、综合表现(20分),总分

100分。患者满意度调查:制作患者满意度调查二维

码,随机抽取对照组和观察组护理的患者各40例,在
患者出院当日,指导患者手机微信扫描住院患者满意

度调查二维码,然后进行问卷填写,满意度选项分为

满意、较满意和不满意,计算患者满意度=(满意例

数+较满意例数)/总例数×100%。
1.4 统计学处理 应用

 

SPSS23.0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组
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χ2 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  果

  护生出科时,观察组各项带教效果的评价指标得

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1。观察组护理的患者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
见表2。

表1  两组带教效果比较得分(x±s,分)

组别 n 理论成绩 操作成绩
知晓

患者情况
护患沟通

电子护理

病历应用
健康教育 教师满意度 沟通能力 综合表现

对照组 40 5.2±1.0 5.7±2.3 6.1±1.3 5.9±0.4 6.0±1.5 7.3±1.1 7.8±1.0 7.0±0.7 13.1±1.3

观察组 40 8.3±0.6 8.5±1.6 8.9±1.0 7.8±1.8 8.0±1.3 9.0±0.8 8.5±1.4 8.9±1.0 17.9±1.7

t 16.812 6.321 10.797 6.517 6.373 7.905 2.573 9.844 14.185

P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6 <0.001 <0.001

表2  两组护理的患者满意度比较

患者类型 n
对护理的满意情况(n)

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

对照组护理的患者 40 9 24 7 82.50

观察组护理的患者 40 12 27 1 97.5

χ2 5.000

P 0.025

3 讨  论

3.1 提高了实习护生的护理服务质量 传统的护理

带教使护生在临床学习过程中处于被动状态,学习过

程缺乏乐趣、枯燥乏味。微课是网络视频的主要载

体,微课的素材可以是根据典型病例制作的PPT图

片、动画、音频、动漫等;微课教学不受时间、空间、地
点限制,播放授课视频,可回放或暂停。微课教学能

巩固护生掌握的本科室临床理论知识,提高其操作技

术水平。实施微课与PBL教学法相结合的带教模式

以来,护生的理论成绩、操作成绩及综合表现都有一

定提高。PBL教学法以问题为导向,引导学生自主学

习,能培养放疗科护生独立思考、团队合作的能力,有

助于他们发现问题,提升解决问题能力。微课与PBL
教学相结合的带教模式可使护生在临床带教中提出

疑问,及时反思,发挥其潜力,培养其查阅文献资料的

习惯,提高其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提高其批判性思

维水平,有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及建立正

确的临床思维模式[6-7]。
3.2 提高住院患者对实习护生的满意度 放疗科患

者住院的时间比较长,加上治疗过程出现的各种副反

应,容易产生压抑、焦虑、烦恼等情绪。因此,患者需

要护理人员给予更精心的护理和关爱。采用微课与

PBL教学法相结合带教,学生通过微课学习和以问题

为导向的自主学习、查阅文献,能独立为肿瘤患者进

行科普知识宣讲,提升沟通能力,取得患者信任,增进

护患之间的交流,提升患者遵医行为,减少肿瘤患者

后遗症的发生[8-9]。微课与PBL教学法相结合的模式

提高了放疗科实习护生的带教效果,同时提升了患者

对护生的护理服务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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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对科研创新型医学人才的需求量逐渐增加,这就要求各医学院校

必须加强对学生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本文详细分析了导师制的教学方法及现存的问题,并对导师制在医学

检验技术专业本科生科研创新能力培养中的具体作用进行了阐述,希望对导师制的完善以及医学检验科研创

新能力的提升能够有所帮助。
关键词:导师制; 医学检验技术专业; 科研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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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即将到来,培养具有

跨学科综合能力、创新能力,能不断适应未来发展需

求,引领产业发展的复合型、创新型人才成为新技术

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最迫切的需求[1],对于检验技术

专业亦是如此。由医学院校传统教学方法培养出的

学生大多科研意识不强且过于保守,缺乏创新意识,
这显然满足不了当今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只有根

据时代要求,不断改进教学模式,才能培育出符合社

会要求的医学高素质人才。本科生导师制是目前我

国的新型教育模式。选派有经验的优秀教师来对学

生进行管理和指导,对学生思想进行指引,对学生科

研创新能力的提升有重要意义[2]。近年来,我国高等

学校的学业导师制也在不断进行调整和探索,在各高

等医学院校中得到了广泛应用[3-4]。
1 导师制实施的一般步骤

1.1 导师的选拔 导师是导师制的核心领导人,所
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好的导师是导师制顺

利开展的前提,因此导师选拔工作的进行就显得尤为

重要[5]。导师自身应具有渊博的知识,丰富的实践经

验,可以解答学生的各类疑惑。除此之外,还应该有

丰富的理论教学经验以及较强的科研意识,能为学生

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促使学生科研创新意识的形

成。导师的教学作风也必须优良,能对学员要做到一

视同仁。
1.2 科研课题的选择 导师在指导学生进行科研项

目研究时应根据专业特点及学生个人特点,为学生提

供几个可供研究的方向,让学生自主选择,将科研课

题的最终选择权交给学生。这样学生就可以根据自

己的兴趣来选择合适的科研课题,学习积极性被极大

地提高。此外,当课题选择完毕后,导师需引导学生

制订一系列的科研计划,包括科研课题立项、课题实

施及考核,并在科研结束后让每名学生撰写科研论文

感悟。通过科研课题培训与学习,学生可以掌握相关

专业的选题、研究方法、数据分析及论文撰写等科研

技能,提高对科研的兴趣,为将来在专业领域的发展

奠定基础。
1.3 成绩的评价 成绩一直是学生所关注的重点,
也是对其付出努力的肯定。作为以培养创新能力为

·5363·检验医学与临床2021年12月第18卷第24期 Lab
 

Med
 

Clin,December
 

2021,Vol.18,No.24

* 基金项目:重庆医科大附属第二医院“宽仁英才”项目。
△ 通信作者,E-mail:duanliang@cqmu.edu.cn。

  本文引用格式:张秀瑜,段亮.导师制在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本科生科研创新能力培养中的作用[J].检验医学与临床,2021,18(24):3635-

36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