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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利用 BOPPPS 教学方式结合互动达标理论应用于我院护生的临床实践，以期提升我院教学质量，最大限

度地发挥带教教师工作能力，从而保证临床护理带教教学质量。方法：纳入我院 2022 年 7 月—2023 年 5 月在本院实习

的护生 300 人，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150 人，均运用统一的实习大纲,二组护生一般状况不同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有可比性。对照组的学生将接受传统的教学方式和方法。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实验组的护生采用了 OPPPS

教学方法，并以互动达标理论为指导进行学习。制定独特的教学模式和内容进行带教，最后比较两组护生各项考试的

成绩及对教学的效果的评价。结果：实验组护生在理论、技能等方面表现都好于比较组。在教师评价和教学方法评价

方面,实验组的肯定比例也明显高于对照组。结论：BOPPPS 教学策略融合 King 互动达标理论在临床护理教育领域展现

出卓越的实践成效，能够有效提升护生的学习成绩和教学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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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OPPPS 教学方式结合互动达标理论 

在实际工作中,在疾病治疗过程中，护理工作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护理工作内容具有复杂性,一方面其环境

特殊、工作强度大,另一方面专业性强、知识面广,对医院

感染方面要求严格,还要求高度的责任感,因此,临床护理

教学是护理专业实习护生将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相结合

的重要环节［1］，如何使护生缩短适应期、具备临床能力

是带学教师面临的严重问题。因此，对于临床带教老师的

要求较高，采用合适的带教方式尤为重要［2］。BOPPPS

教学模式是一种融合理论与实践的模块化教育方法，由引

导、学习目标、前测、参与式学习、后测和总结六个环节

构成。该模式的核心思想是使护理学生全面、全方位地参

与到教学过程中。全过程参与到学习中 [3]。颜媛媛[4]将基

于 BOPPPS 的模块化教学应用于胃肠外科护理临床带教

中,结果表明模块化教学能够有效地提高学生理论、操作

及临床实践能力,同时也可以规范护理临床带教过程,为护

理临床带教工作带来全新的思路。美国护理学家伊莫詹

姆·M·金（Imogenc M K）在 1981 年提出了 King 互动达

标理论［5］,重点强调了人与人之间互动的过程，双方之间

的关系和交流。特别是护士和患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周娇
[6]等根据 King 达标模式设计的外科低年资护士单兵达标

模式，可以有效增强外科低年资护士的自身效能与任务完

成能力，可迅速提升低年资护士整体业务水平和岗位胜任

力。本研究利用 BOPPPS 模块化教学方式结合 King 互动

达标理论应用于我院护生的临床实践，对护生临床实习进

行模块化培训教学，而 King 互动达标理论指导下使护生

在掌握专科护理、基本理论、技术操作等知识过程中能充

分与带教老师沟通和交流，达到改进教学方法、调动护生

学习积极性、提升护生学习效率及质量、帮助护生熟练掌

握临床护理专业知识与技能的目的,进而有效提高护理带

教质量与效果,对提高病人疗效、增强安全性有着关键作

用。 

2 教学设计 

2 对象与方法 

2.1 对象 

表 1  实验组与对照组基本情况对比 

组别 
人

数 

男生人

数 

女生人

数 

年龄范

围 
平均年龄 

实验

组 
150 13 137 

18-22

岁 

19.36±

1.32 岁 

对照

组 
150 14 136 

18-22

岁 

19.38±

1.41 岁 

本研究对象为我院 2022 年 7 月—2023 年 5 月在本院

实习的护生 300 人,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将研究对象划

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150 名。实验组和对照组的

基本情况如下：实验组男生共有 13 人，女生共有 13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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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在 18 岁至 22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19.36±1.32 岁。

对照组男生共有 14 人，女生共有 136 人，年龄范围在 18

岁至 22 岁之间，平均年龄为 19.38±1.41 岁。两组护生在

性别和年龄分布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387，p>0.05；

t=0.786，p>0.05）。具体数据如表 1 所示。 

从表 1 可以看出,在性别和年龄方面，实验组和对照

组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表明两组具有可比性。 

2.2 教学方法 

2.2.1 对照组 

对照组护生所采用的是常规的带教方式，也就是以带

教老师授课为主。每学期安排 1 次基础理论与技能教学。

在护生进入科室之后，指导教师首先进行了岗前培训。包

括医院规章制度、科室工作流程和基本职业素养等内容。

接着，依据实习教学大纲的规定，结合科室护理的独特性

质，制定详细的教学计划。理论课时,教师着重讲解了护

生必须掌握的关键知识。详细讲解各个知识点的重点和难

点,确保护生能够理解和掌握相关知识。在每节课程结束

前,教师会对本节课的内容进行总结,回顾主要知识点,解

答护生的疑问,帮助学生巩固所学内容。操作课的教学则

采用“教师演示—学生练习—教师指导”的模式。教师首

先对常见病例的护理操作进行详细的讲解和演示,如操作

步骤、注意事项和保养关键等。护生在教师的示范下认真

听讲,并做好详细的记录。随后,护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

操作练习,教师在一旁观察并提供个别指导,纠正操作中的

错误和不规范之处,确保每位护生都能熟练掌握操作技能。

通过这种系统化和规范化的带教方式,护生能够在理论知

识和实践技能上得到全面的培训和提升,为今后的临床护

理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2.2.2 实验组 

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实验组的护生进行了相应的研究。

以 BOPPPS 模块化教学结合 King 互动达标理论为指导，

制定独特的教学模式和内容进行带教。在课堂教学活动中，

重视护生和带教老师的沟通，淡化带教老师与护生的主次

关系，强调带教老师与护生在课堂上的共同参与，通过互

动明确共同目标，以此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具体实施内

容如下： 

每天占用晨会 10分钟,由每位护生和每位带教老师各

向对方提供 1 次问题，并通过现场互动的方式回答。这种

形式的提问不仅激发了护生的主动思考能力,还促进了护

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与交流,使护生能够及时了解自己的

知识盲点和不足之处,并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改进。 

每项操作前后,带教教师与护生进行了充分的沟通，

详细介绍了操作步骤和需要注意的事项。护生在充分理解

后方可实践操作。在操作过程中，教师采取了“放任不管”

的态度，但仍然密切关注学生的进展。即在不干涉护生操

作的前提下,进行全程监控,确保操作的正确性和安全性。

通过这种方式,护生不仅能够独立进行操作,还能在实际操

作中发现问题，及时获得教师的指导和纠正，提升操作技

能。 

教学查房由护生组织收集一般病历信息，并在查房前

提交病历、指出问题，引导护生积极提问。带教教师在查

房过程中,及时给予相关知识点的启发、做好补充、指正

不足之处和解答护生诱惑。理论讲座时,学生按照提纲和

线索要求先做好自主学习，及时参阅课本和有关资料等信

息，上课前与老师交流、问题，老师进行解疑。每在理论

与技能操作训练时，带教老师会做出适时评价，双方通过

学习进度合理制定学业规划，以便有计划、有目的地实现

学业目标。引导实习生撰写反思日志，针对每日实习中所

遇到的挑战及其应对策略、 

学习到的内容、临床实践中不同的体会和感受,以当

日学习计划的完成进度等进行详细记录。带教老师每天检

查反思日记，掌握护生的学习进展、成果和学习问题，并

予以及时解惑。这种方式不仅有助于护生反思和总结自己

的学习和工作,此措施有助于确保指导教师能够实时掌握

并解决实习生在实践环节中所遇到的困难，从而提高教学

效果。提升教学效果。 

在每个科室实习结束后,带教老师和护生都必须填报

“本院科室带教培训实施情况报告”与“本院科室带教评

价表”。内容分为护生对本专业带教老师的评价以及带教

老师对本护生在本科室工作的评分，填写后交由护理部领

导集中审核并加以研究讨论。依据双方所面临挑战及教学

成效，适时调整教学实施过程中的不足之处，有利于指导

下一组轮转护生的实习。这种双向评价制度有助于及时发

现和解决教学中的问题，提升带教质量和实习效果。 

实习结束后,对本科室教学效果进行全面评价。每位

护生在最终二周进行出科理论与技能考核。理论测试采用

统一试卷进行,操作考核采用相同的操作项目,依据相应护

理操作规范的评估准则，对实习大纲规定的作业内容进行

考核。这种统一的考试方式有助于客观、公正地评价护生

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水平。 

护生和带教教师需填写护理带教效果调查问卷。通过

调查问卷，全面了解护生对带教过程的满意度，从而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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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改进和提升护理带教质量。 

这种 BOPPPS 教学方式结合 King 互动达标理论的应

用,不仅增强了护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参与程度，还通过双

向互动和评价机制,保证了教育目标的实现与教育质量的

提高。通过模块化的教学设计和实施,护生能够在理论知

识和实践技能上得到全面、系统的培训,为今后的临床护

理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2.3 评价方法 

为了全面评价实验组和对照组护生的学习效果和带

教活动效果，采用以下方法进行考核和评估：护生考核成

绩,在实习阶段的最后一周，护生将接受理论考试的考核。

考试采用统一的试卷,内容涵盖实习教学大纲的所有理论

知识点。考试成绩以百分制计分。护生在实习结束前进行

操作考核,考核内容包括护理技术操作规范中的各项操作。

每项操作由带教教师根据规范标准进行评分,最终成绩以

各项操作平均分计算。 

护生带教活动评价,使用医院自拟的护理带教效果调

查问卷,评价护生对带教活动的满意度和带教教师的教学

效果。调查问卷涵盖了导师教育观念的各个方面，其中包

括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态度表现。教学方法、指导效果

等方面。护生在实习结束后填写问卷，对带教教师的各项

教学活动进行评分。评分结果以百分比形式表示，统计各

项指标的满意度。 

2.4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统计学软件 SPSS22.0 进行处理，其中护生

考核成绩以（x̅±s）表示，行 t 检验，护生带教活动评价

以（%）表示，行χ2检验，当 P＜0.05 时，则组间数据比

较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两组教学后考核成绩比较 

表 2  两组教学后考核成绩比较分（�̅� ± 𝑠） 

组别 实验组 对照组 t p 

人数 150 150   

纪律 20±1.21 19.6±1.24 0.354 >0.05 

心得体会 19±1.35 18.7±1.33 0.85 >0.05 

理论 19.25±1.54 18.058±1.36 3.24 <0.05 

操作 38.025±2.23 37.008±2.54 3.62 <0.05 

总分 96.354±4.52 95.026±4.63 3.85 <0.05 

从表 2 的结果可以看出，课堂纪律与心得体会方面无

统计学意义。 

试验组的理论考试与实际结果都有统计学意义。这表

明实验组护生在理论及操作技能方面明显优于对照组,说

明 BOPPPS 教学方式结合 King 互动达标理论能够有效提

高护生的理论及实际操作能力。综合来看，实验组护生在

整体表现上优于对照组，这表明 BOPPPS 教学方式结合

King 互动达标理论在提升护生综合能力方面具有明显优

势。BOPPPS 教学方式结合 King 互动达标理论在临床护

理教学中，通过加强互动和交流，能够显著提升护生的整

体能力，从而提高整体教学效果。总体而言，BOPPPS 教

学方式结合 King 互动达标理论在临床护理教学中具有较

好的应用前景和推广价值。 

3.2 两组教学后护生带教活动评价 

表 3  两组教学后护生带教活动评价 
评
价
内
容 

名
称 

组别 

总计 X2 p 
实验组 对照组 

教
师
评
价 

是 
144

（96.00%） 
115

（76.67%） 
259

（86.33%） 6.3
2 

<0.0
5 

否 
6 

（4.00%） 
35

（23.33%） 
41

（13.67%） 
教
学
方
法
评
价 

是 
146

（97.33%） 
103

（68.67%） 
249

（83.00%） 
6.4
1 

<0.0
5 

否 4（26.67%） 
47

（31.33%） 
51

（17.00%） 

从表 3 的结果可以看出，在教师评价方面，BOPPPS

教学方式结合 King 互动达标理论在提升护生对带教教师

的满意度方面有显著效果。通过注重互动与反馈，实验组

护生对带教教师的评价更高，表明这种教学模式能够更好

地满足护生的需求和期望。 

在教学方法评价方面，BOPPPS 教学方式结合 King

互动达标理论在教学方法上更具有有效性和吸引力。通过

模块化教学和互动达标理论的结合，护生能够更好地理解

和掌握教学内容。 

4 讨论 

4.1 BOPPPS 教学方式结合 King 互动达标理论的有效性 

本研究表明，采用 BOPPPS 教学方式结合 King 互动

达标理论在临床护理教学中的应用，显著提高了护生的考

核成绩和带教活动评价。具体表现为实验组护生在理论、

操作等方面均优于对照组，且对教师和教学方法的评价更

高。这一结果表明，BOPPPS 教学方式通过明确的教学结

构和互动机制，能够有效促进护生的学习和理解[7]。 

4.2 双向评价制度的优势 

双向评价制度使得带教教师和护生可以相互反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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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有助于及时发现并处理课堂教学活动中出现的情况。

实验组通过这种方式,教学效果得到了持续改进,护生对教

学活动的满意度显著提高。这种双向交流的机制不仅增强

了护生的参与感和责任感,还促进了教学方法的优化和改

进。 

5 小结 

本研究探讨了 BOPPPS 教学方式结合 King 互动达标

理论在临床护理教学中的应用效果。结果显示，该教学模

式显著提高了护生的考核成绩和带教活动评价。通过互动

式教学、反思日记和双向评价制度，实验组护生在学习体

验和教学满意度方面均优于对照组。这表明 BOPPPS 教学

方式结合 King 互动达标理论在临床护理教学中具有较高

的实用价值，能够有效提升教学质量和护生的学习效果。

未来的临床护理教学应进一步推广和应用这种教学模式，

以期实现更优的教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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