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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性学习在《内科护理学》教学中的尝试及效果

刘丽娟

民办四川天一学院　四川德阳　618200

摘　要：目的：评价研究性学习法，在《内科护理学》教学中的应用价值。方法：此次研究对象为 60 例正在学习《内科护理学》

的护理学生，按照教学方法的不同，将其分为对照组（30 例）和观察组（30 例），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模式，观察组采用

研究性学习法，研究时间为 2023.9~2024.1，对两组学生的考核成绩、专业能力、批判性思维、对教学工作的满意度进行评价。

结果：观察组学生的各项考核成绩均高于对照组（P ＜ 0.05）；观察组学生的专业能力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5）；以

TCTS 量表评价两组教学前后的批判性思维，教学前，两组 TCTS 评分无明显差别（P ＞ 0.05）；教学后，观察组的 TCTS

评分高于对照组（P ＜ 0.05）。观察组学生对教学工作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 ＜ 0.05）。结论：在《内科护理学》的教学

中，采用研究性学习法，有利于提升学生的考核成绩，锻炼其专业能力，培养其批判性思维，从而收获理想的学习成果，

值得研究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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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内科护理学》都是护理专业的核心课程，

优化该课程的教学品质，对于培养更多专业素质过硬，操作

技能娴熟的护理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1]。结合传统的教学模式

来看，重点集中在传播理论知识、演示操作技能等方面，没

有关注到培养学生主动学习能力、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能

力方面的教育。因此，当前需要探寻更加高效，且具有互动

性的教学方法 [2]。研究性学习将学生作为核心，旨在通过恰

当的教学方法，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和探索，积极挖掘问题，

通过实践解决问题，合理运用所掌握的理论知识，促进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对护理工作拥有更深层次的见解，从而实现

全面发展 [3]。此次研究主要对 2021.8~2022.8 的 60 例正在学

习《内科护理学》的护理学生展开实践，探讨研究性学习法

在《内科护理学》教学中的应用价值，现将实情作如下陈述。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此次研究对象为 60 例内科护理学生，按照教学方法的

不同，将其分为对照组（30 例）和观察组（30 例），对照

组采用传统教学模式，观察组采用研究性学习法，研究时间

为 2021.8~2022.8。对照组男 12 例，女 18 例；观察组男 11

例，女 19 例，年龄为 18~20 岁，平均年龄（19.05±0.02）岁；

根据两组研究人员的基线资料进行对比分析，差异不明显，

能够为实践作参照（P ＞ 0.05）。

1.2 方法

教学内容：在《内科护理学》中，选择循环系统与消

化系统，两部分的课程作为实践内容，一共 20 个学时。

对照组：采取传统教学模式，以口头讲述为主，配合

操作技能的演示，让学生背诵理论知识，对操作流程进行模

拟训练。

观察组：在传统教学模式的基础上，联用研究性学习法，

流程：①准备工作：首先要宣传这种学习方法，让更多学生

充分了解研究性学习法的原理和作用，使学生拥有学习热

情，主动参与学习过程。可以邀请一些经验丰富，资历深厚

的教师到校，为学生展开知识讲座，通过搜索文献、互联网

等渠道为学生科普更多相关知识。还要组建一支专业化的学

习小组，将学生们分为不同的小组，任命一位学生为组长，

便于有组织地开展后续的学习活动。②开展阶段：在实际教

学中，教师应当根据教学要求和教学内容，合理规划教学流

程，设计符合学生实际情况的教学方案，灵活运用各种教学

方法，有利于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研究性学习法的落实分

为以下流程：第一，指导自学：指的是由教师讲解精髓，引

导学生理顺思路，明确主体层次，将重难点单独进行剖析，

然后将一些简单且重复的内容留给学生自学，节省课堂时

间，也有利于夯实学生学习基础，比如评估病情和保健指导

等内容。第二，通过问题引导学生学习：在每次上课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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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都要精心设计教案，增加一些有难度、有挑战的教学内容，

以此来激发学生的兴趣和热情，引导他们主动思考，通过小

组讨论和实践等方式来解决问题，让学生们在学习中获得成

就感。第三，模拟授课：将一些存在交叉内容的课程，留给

学生们自学，然后进行自我消化，然后引导学生模拟授课方

式，像老师一样站上讲台讲解知识，这不仅能够锻炼学生的

自学能力，还可以培养他们的组织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有

利于增加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第四，案例探究：在授

课前，教师根据教学主题和内容，搜集文献资料，找到相关

案例，制成学习素材提前发到每位学生的手里，让他们仔细

阅读。并且对教材进行预习，对案例进行理解和分析，并且

要提出 1~2 个护理问题，引导他们通过思考、讨论和实践等

方式制定出针对性的护理方案，然后在课堂上与大家分享，

集思广益，完善护理方案。第五，理论与实践结合式：除了

理论方面的授课，为了能够提升学生的专业能力，还要给学

生适当安排实践机会，可以通过参与社区组织的健康教育活

动，来锻炼他们的实践技能。教师可以将社区教育主题提前

告知学生，让他们联系自己平时所学的知识，然后查阅相关

文献，搜集更多疾病相关信息，整理成资料，在社区内进行

宣传和讲解，免费为社区居民监测血压、血糖，指导他们健

康的生活习惯等等。活动结束后，要求每位学生撰写体会。

第六，课题研究：在教学结束后，学生可结合教师给出的课

题，或是自己感兴趣的课题，设计课堂研究，通过探索等方

式，制作完成的课题方案，然后撰写论文。

1.3 观察标准

1.3.1 对两组学生的考核成绩进行评估对比。

1.3.2 评估两组学生接受教学后的专业能力，主要包括

自主学习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综合运用知识能力、

语言表达能力、沟通协作能力、创新能力，各项满分 100，

分数越高表示能力越好。

1.3.3 以 TCTS[4] 量表对两组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进行评估，

包括 20 项评估内容，在各选项中圈出合适答案，非常同意

6 分、同意 5 分、有点同意 4 分、有点不同意 3 分、不同意

2 分、非常不同意 1 分，分数越高，表示批判性思维越好。

1.3.4 用学校自制的满意度调查表，评估两组学生对于

教学工作的满意情况，分为非常满意、满意及不满意等三项

标准。满分 100 分，＞ 90 分为非常满意，70~90 分为满意，＜ 70

分为不满意，计算护理满意度。满意度 =（非常满意 + 满意）

/ 总例数 ×100%。

1.4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24.0 软件中分析，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t

检验，并以（x±s）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并以率

（%）表示，当 P 小于 0.05 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考核成绩对比

观察组学生的各项考核成绩均高于对照组（P ＜ 0.05）；

见表 1：

表 1	两组学生的考核成绩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病例分析 技能操作 实验报告

观察组 30 36.02±3.48 32.74±2.66 18.98±1.53

对照组 30 30.69±3.13 28.73±2.19 16.53±1.34

t - 6.640 5.882 6.876

P - 0.000 0.000 0.000

2.2 专业能力对比

观察组学生的专业能力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5）；

见表 2：

表 2	两组学生的专业能力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自主学习能力 分析和解决问题能
力 综合运用知识能力 语言表达能力 沟通协作能力 创新能力

观察组 30 91.22±9.24 92.74±9.61 94.18±9.52 93.57±9.08 92.79±9.24 93.57±9.14

对照组 30 86.63±8.21 87.45±8.14 86.53±8.32 87.34±8.35 87.69±8.64 86.54±8.12

t - 2.034 2.301 3.314 2.766 2.208 3.149

P - 0.047 0.025 0.002 0.008 0.031 0.003

2.3 TCTS 评分对比

以 TCTS 量表评价两组教学前后的批判性思维，教学前，

两组 TCTS 评分无明显差别（P ＞ 0.05）；教学后，观察组

的 TCTS 评分高于对照组（P ＜ 0.05）；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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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两组学生教学前后的 TCTS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例数
TCTS

t P
教学前 教学后

观察组 30 76.32±10.44 103.47±12.36 4.868 0.000

对照组 30 76.47±10.21 85.18±10.57 2.569 0.013

t - 0.040 2.157 - -

P - 0.968 0.000 - -

2.4 满意度对比

观 察 组 学 生 对 教 学 工 作 的 满 意 度 高 于 对 照 组（P

＜ 0.05）。见表 4：

表 4	两组学生的满意度对比 [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观察组 30 13（43.33%） 15（50.00%）
2（6.67%） 28（93.33）

对照组 30 10（33.33%） 12（40.00%） 8（26.67%） 22（73.33）

x2 - - - - 4.320

P - - - - 0.038

3. 讨论

内科护理学是医学护理中非常重要的教学内容，同时

也是护理教育中的核心课程，随着医疗行业的发展和创新，

人们对于护理的需求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且护理技术也实现

了升级 [5]。当前的内科护理学需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传统单一的教学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学生需求 [6]。加上互联网

和信息技术的持续发展，为内科护理学的教学模式打造了全

新的平台，线上课程、慕课、虚拟实验室等教学工具逐渐得

到了广泛的应用，使教学过程变得更加灵活便捷，能够满

足更多学习群体的要求，且互联网上拥有丰富的教学资源，

可以促进知识的交流与共享 [7]。为了能够与当前教学现状相

协调，需要应用创新的教学方法 [8]。研究性学习法是一种从

学生实际情况出发，强调引导学生主动探索，培养其解决问

题能力为重点，它在内科护理教学当中逐渐展现出显著的优

势，不仅可以增加学生对复杂繁琐医学知识的了解和认知，

还能够锻炼他们的决策能力，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使其

在护理工作中对患者的情况作出更为精确地判断，制定出更

加优质合理的护理方案 [9]。此次实践得出了以下结论：采用

研究性学习法的观察组学生，其考核成绩和专业能力明显优

于采取传统教学法的对照组（P ＜ 0.05），由此证实了研究

性学习法的应用价值。结果显示：观察组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能力优于对照组，且观察组学生对教学工作的满意度高于对

照组（P ＜ 0.05），这与研究性学习法强调引导学生自主学

习和探索有关，这样的过程可以激发学生的深度思考能力，

使其积极探索和实践，从而获得更深入的理解 [10]。

综上所述，对于《内科护理学》的教学，采用研究性

学习法，能够收获更为理想的教学效果，对于培养专业化护

理人才，提升我国医疗服务品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可研

究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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