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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进展性案例的情景模拟教学法对胸外科护生临床教学质

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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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威医学科学院　甘肃武威　733000

摘　要：目的：探析基于进展性案例的情景模拟教学法对胸外科实习护生临床教学质量的影响。方法：针对 2023 年 6 月到 

2024 年 12 月在甘肃省武威肿瘤医院胸外科实习的 40 名护生为实验样本，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对照组采用传统跟班

带教模式，实验组在此基础上融入基于进展性案例的情景模拟教学模式，带教 4 周后，对比 2 组护生的临床核心能力、理

论水平及操作技能及对教学满意度。结果：实验组护生临床核心能力、理论、操作成绩及教学满意度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P ＜ 0

．05) 。结论：基于进展性案例的情景模拟教学法应用于胸外科临床护生带教中 , 能使护生的理论、操作水平明显提升，学

习兴趣被充分激发，优化了传统教学模式，提升了教学质量及学习效果，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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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教育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石 [1]，

临床医学人才培养质量直接影响着我国整体医疗卫生水平
[2]。传统的教学方法往往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因此，基于

案例的情景模拟教学逐渐在临床技能教学中得到广泛应用

如何切实提升学生分析、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提高应用型

医学人才培养也是时下医学教育模式创新发展的难题。而传

统的教学方法往往难以模拟实际的临床场景 , 无法使护生得

到充分的实战锻炼和培养。进行性案例式教学是以逐步深入

的案例形式，以真实案例为原始素材，以教学需求为指导的

教学方法 [3]，情景模拟教学法是基于真实场景，让护生在模

拟情境中进行实践操作和决策 , 以提高其临床综合能力及临

床思维能力 [4]。本研究旨在通过进展性案例及情景模拟教学

模式两者深度融合，进一步创新临床基本技能培训模式，构

建新型技能知识体系，充分调动护生学习积极性，激发护生

学习兴趣，提升护生岗位胜任力及整体核心能力 [5]，并对此

开展相关实验研究设计对该教学模式进行验证 , 为改良临床

教学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针对 2023 年 6 月至 2024 年 12 月在甘肃省武威肿瘤医

院胸外科实习的 40 名护生为研究对象 , 随机分为对照组和

实验组，纳入标准 : 均为医院正式接收的护理毕业生 ; 统一

接受岗前培训；实习时长均≥四周 ; 知情且积极配合研究。

排除标准 : 中途转科、休假、终止实习、不配合研究者。对

照组中男 4 例 , 女 16 例，年龄 19 ～ 23 岁， 平均 (19．32 ± 2.36) 

岁。实验组中男 2 例 , 女 18 例，年龄 19 ～ 22 岁，平均 (19.01 

± 2．62) 岁。2 组实习护生均为大专毕业生，均来自同一学校 ,

且选取同一批带教老师。两组实习护生性别、年龄、学历等

资料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具有可比性。

1.2  研究方法

1.2.1 对照组采用传统的跟班带教模式 [6]

为期四周，具体如下：由具有护师以上职称、工作经

验和教学经验丰富的护理组长担任带教教师执行带教任务，

带教老师签订带教责任书、进行医院环境设施介绍、各项工

作制度、科室人员及开展业务的介绍，掌握各班次的工作流

程和职责，严格实行一对一带教，根据科室教学大纲制定统

一带教计划 [7]，每两周安排一次临床小讲课及护理教学查房，

每月参加科室及护理部组织的护理查房及业务学习，出科考

试接受理论知识、操作技能水平考核 [8]。核心内容为：（1）

无菌技术（2）临床常见操作并发症及处理 （3）护患沟通 （4）

护理核心制度（5）围术期患者的护理（6）科室疾病护理常

规（7）常用临床操作技能。护生平时跟班制学习，跟随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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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老师进行病房护理工作的学习，掌握病情观察要点，了解

紧急情况的处理办法 [9]。

1.2.2 实验组

在对照组教学基础上采用基于进展性案例的情景模拟

教学模式，为期 4 周。具体如下 :a 选择案例 带教老师通过

头脑风暴法，从实用性和真实性出发收集案例，护士长指导

最终选定典型案例：例如肺癌手术、食管癌手术等  b 制作

脚本  按照进展性案例按照角色编写脚本，穿插应急、风险

管理等多元素，以增强护生的应变能力、决策判断力及医护

患之间沟通协作能力。c 教学培训  带教老师通过 PPT、宣

教视频等形式展示案例，并引申相关突发事件处理，引导护

生查阅资料，情景模拟前护生根据带教老师示范及讲解，自

行轮流演练并随机扮演护士、患者、家属、医生。d 案例示

范  以胸腔镜手术为例，患者男 52 岁 已婚  肺恶性肿瘤  因

体检发现肺部占位 2 月 CT 示：右肺上叶异常强化影，考虑

肿瘤性病变，肺组织穿刺活检为：右肺上叶鳞状细胞癌，患

者曾于 1 月前行内镜下早期胃癌切除术，既往左侧腕关节手

术史，左侧下肢静脉血栓史，无食物药物过敏史及家族史，

育有 1 女，配偶及女儿均体健。情景模拟分为 4 个情景，具

体见表 1. e 演练总结：护生通过不同角色的轮流扮演，进而

掌握每项操作技术要点及沟通技巧。结束后首先由护生进行

自评，后由带教老师点评，教学组长进行小结，护士长点评

总结，针对薄弱点有针对性地按照操作规范进行反复训练。

表 1  进行性案例具体情景模拟

时间及情境 案例模拟场景

第 1 周
入院及术前准备

患者入院后一名护生接待患者 , 核对腕带信息，询问患者一般资料，测量生命体征 [10]，一名护生做好个案评估及入院宣教。

一名护生指导完善相关检查，指导手术用品准备及术前宣教（患者近期多次手术史，罹患肿瘤，女儿已出嫁，担心手术及预后，应注
意强化心理护理）。

第 2 周
手术前后交接

正确核对信息 , 确保患者已做好术前准备 , 一名护生与手术室护士进行核查后交接入手术室，一名护生病室备用心电监护、氧气等设备。

手术毕，麻醉清醒后安返病室，一名护生同麻醉师、手术室护士做好交接，为其做好保暖工作向家属及患者做好术后宣教指导（包括
生命体征、管路、活动、休息、疼痛管理等因患者既往血栓病史，应注意强化静脉血栓栓塞症相关知识宣教）。

第 3 周
病情变化

术后一天 , 为患者行雾化吸入时，呼叫患者无反应，立即查看患者无意识，触摸颈动脉搏动消失 , 判断为心搏骤停 , 快速呼叫人员抢救，
一名护生立即行胸外心脏按压，一名护生行简易呼吸气囊辅助呼吸，

另一名护生连接心电监护 , 并设置参数，绑上止血带 ; 行静脉穿刺 ( 患者有行左腕部手术史 , 因此需注意在其健侧右手上补液 ) 和协助医
师用药。 经抢救后 , 患者大动脉搏动恢复，意识清醒 , 待其生命体征平稳后继续下一步治疗。

第 4 周
意外情况处理

术后三天，患者起身活动时不小心牵拉胸管至管路脱出，一名护生快速封闭切口，呼叫医生，进行换药处理。（明确胸管的拔管指征）
协助完善检查，评估是否需重新置管。（应注意胸管拔脱的应急预案及处理流程及向患者家属的安慰告知）

同时观察患者有无皮下气肿，呼吸困难等症状的发生，（明确拔管后观察内容）另一名护生做好非计划拔管不良事件上报（需明确不
良事件的分级及上报流程）。

1.3 观察指标

（1）临床核心能力自评：主要包括巩固理论知识、强

化操作技能、提高决策能力、增强沟通协作等四个维度进行

考察，每个维度占二十五分 , 一百分为满分，得分越高表示

临床核心能力越佳。

（2）教学满意度：由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

意等五部分组成 ，每部分占二十分，总分为一百分，教

学满意度计算公式为：( 非常满意数量 + 满意数量 )/ 总数

×100%，得分越高表示护生对教学的满意度越高。

（3）测试成绩：2 组实习护生理论知识、操作技能、

情景模拟、总成绩等项目，得分越高，表示理论水平及操作

技能知识掌握越好。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4 统计学软件录入数据、统计分析。 对各项

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计量资料采用配对 t 检验，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临床核心能力

对两组护生的临床核心能力各维度得分进行统计比较，

实验组各项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 差 异 具有统 计 学 意 义

(P 值 均 < 0. 05), 见表 2。

2.2 护生满意度

对两组护生的教学效果满意度评分进行统计比较 , 实验

组各项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 异 具有 统 计 学 意 义 (P 

值均 < 0. 05), 见表 3

2.3 测试成绩

对两组护生各项测试成绩得分进行统计比较 , 实验组各

项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 异 具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P 值均 

< 0. 05), 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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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实验组与对照组临床核心能力自评对比 ( 分 )

组别 n 巩固理论知识 强化操作技能 提高决策能力 增强协作能力

实验组 20 8.32±0.40 8.41±0.12 8.18±0.33 7.40±1.31

对照组 20 6.18±0.62 5.10±0.24 7.24±0.12 5.23±0.43

t - 12.560 59.142 11.631 7.001

P - <0.001 <0.001 <0.001 <0.001

表 3  实验组与对照组教学满意度对比（%）

组别   n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实验组 20 18（90.） 1（5） 1（5） 0 20（95）

对照组 20 12（60） 2（1） 4（2） 2（1） 23（70）

χ2 - - - - 6.369

P - - - - 0.012

表 4  实验组与对照组理论、操作考核成绩对比 ( 分 )

组别 n 理论水平 操作技能 情景模拟 总成绩

实验组 20 83.65 90.47 92.50 98± 1．27

对照组 20 80.45 78.47 74.14 89± 1．26

t 10.456 6.642 12.856 12.788

P ＜ 0．001 ＜ 0．01 ＜ 0．001 ＜ 0．001

3 结论：

临床实习是护生将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重要

阶段 , 是课堂与工作岗位衔接的重要步骤，也是护生巩固专

业知识、培养临床技能、提高职业素养必不可少的环节 [11]。

护士核心能力的培养应当从护生实习阶段抓起 , 以确保毕业

时具备临床工作所期望的核心能力，顺利完成由实习护生至

一名合格的护理人员的蜕变 [12]。传统带教多采用的是讲授

法，“灌注”多、启发少，形式单调，学生属于被动接受知

识灌输，整体参与感不强、主观能动性欠佳，极不利于思维

散发 [13]，加之临床工作繁忙，教学内容多、 时间紧，学习

气氛相对枯燥，不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与临床思维

能力，对教学效果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14]。

本研究结果显示 , 带教四周后，实验组临床核心能力自

评得分、教学的满意度、理论及教学考核得分均明显高于对

照组 [15],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表明该教学模式在

提升胸外科实习护生带教质量及学习效果上相较于传统带

教法更显优势。带教过程中通过课前示范，使护生提前预习、

并积极搜索相关案例资料，就典型案例深入探讨，有助于护

生强化专业知识，进一步了解国内外前沿知识，加深对疾病

的认识；其次该教学模式能够变被动式接受为主动，一改以

往老师是课堂主导者的固有观念，真正以引导者、沟通者的

角色，双向参与的方式与护生相处，有利于激发学生好奇心，

提升护生的求知欲望，引导主动分析并解决问题，增强护生

的沟通能力的同时，也锻炼了临床决策能力 [16]。再者教学

满意度是衡量教学质量优劣与否的有效评价指标，而护生的

身心感受以及求知兴趣直接关乎教学效果乃至临床教学的

创新发展。基于进展性案例的情景模拟教学模式具有直观、

形象生动，易于掌握等特点，实习护生在特定情境中知其然

并知其所以然 , 深度发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其学习兴

趣， 提高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17]，其次在模拟过

程中角色互换的反复训练可有效降低护生在真实工作中的

错误率 , 提高工作的准确性和效率。同时 , 可帮助护生培养

良好的团队协作和沟通能力 , 强化了在紧急情况下的判断力

和决策力。情景模拟中师生间频繁的互动，便于营造活跃、

轻松的学习氛围，备受学生青睐，对提高护生整体参与感以

及对带教老师的满意度大有助益，从而不断提升教学质量和

学习效果 [18]。综上所述 , 基于进展性案例的情景模拟教学模

式以案例为驱动因子，构建了开放式课堂教学模式 [19]，将 

“教”与“学”完美契合 , 充分激发其学习动力与兴趣 , 引

导学生主动积极完成教学任务，并满足其对胸外科护理学习

的个性化需求 , 提高其核心能力、理论、操作水平及其对教

学满意度 [20], 有助于培养出更出色的实用型、创新型医学人

才，值得在临床带教中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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