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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妇产科护理教学的改革方法及教学满意度分析

刘　晴

新疆科技学院　新疆库尔勒　841000

摘　要：目的：分析高校妇产科护理教学的改革方法及教学满意度。方法：选择某高校护理学生共 100 名参与此次研究，

均在 2022 年 1 月—2022 年 12 月间接受妇产科教学。随机分组，对照组（常规教学方法）、观察组（改革教学方法）各自

包含 50 名学生。通过对比与观察各项教学成果考核指标，包括优良率、学生成绩、学习能力评估，以及学生对教学方法的

满意度，明确不同方法的应用效果，对学生学习成绩、学习能力、满意度等方面的影响。结果：对比对照组，观察组优良

率更高，各项成绩及总成绩更好，学习能力评价结果好，且满意度更高，差异对比均存在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

改革教学方法可以更好的提升学生成绩以及学习能力，保证学生对教学方法高度满意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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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产科护理教学是高校护理教学中的重点内容，也是

培养高质量妇产科护理人才的重要途径之一。妇产科护理作

为临床护理医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得分内容较多，与

护理内科学、外科学和儿科学地位基本相同，均是学生的必

修课程。但是长时间以来，由于受到教育理念、教学时间、

教育模式的影响，在教学方法上一直秉持着“填鸭式”的理

论灌输方法。很多学生在课后没有充足的时间理解和消化知

识，加上缺少合理的课前预期、课中思考和课后练习，严重

影响了学生的成绩，且导致学生产生厌烦心理，教学质量和

效果明显下降。为了能够改变这种情况，提升教学效果，培

养更多的妇产科护理人才，本次研究中明确了妇产科护理教

学的改革方法，并且通过对一系列指标进行对比，分析不同

教学方法的实践效果，具体内容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中所选对象均为某高校护理学生，共 100 名，研

究时间为 2022 年 1 月 -12 月，随机分组，组内各 50 名。

对照组中学生年龄最小和最大分别是 18 岁、22 岁，平均

（20.25±1.23）岁；观察组中学生年龄区间为 18-22 岁，年

龄平均数为（20.21±1.19）岁。学生一般信息处理均利用统

计学软件，结果提示不具备统计学意义（P ＞ 0.05）。

1.2 方法

对照组接受的是常规妇产科护理教学，按照先讲解理

论知识，后引导实践操作的方式开展各项教学活动，帮助学

生理解和记忆与妇产科护理相关的知识点。所有内容均严格

遵循教学大纲基本要求，以及学校制定的课时表、教学计划

表进行。教学结束后对学生进行考核，计入学生总成绩中。

观察组则对教学方法进行改革，按照课前、课中、课

后的基教学要求以及学生学习需求，融入一些新理念、新方

法和新模式。具体来说：

1.2.1 课前

课前教学重点是帮助学生了解与本节课相关的知识点，

引导学生预习相关内容，总结知识点并且提出对知识点存在

的疑问，在课上提问，提升学习效率 [1]。课前教学采用“微课”

辅助教学。微课设置上，分为知识点微课程、习题微课程、

拓展微课程和活动微课程。课前引导学生预习的过程中，选

择需要学习的知识点，集中展示重点难点。如缩宫素使用护

理的教学中，微课中突出缩宫素使用指征、途径、方法、注

意事项，通过知识点的罗列讲解，按照教材的逻辑顺序，培

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知识运用能力；然后讲述一道与缩宫

素使用相关的案例，如孕妇出现阴道流血、腹痛时，护理考

虑维持患者的舒适度，遵医嘱对患者使用缩宫素；接着拓展

内容拓展到另一个知识点，如绝经综合征象关知识的延伸，

帮助学生了解相关概念，重点了解疾病的护理要点；最后针

对以上三个微视频，指导学生开展护理要点整理活动，并且

要求学生在课上以小组形式汇报。

1.2.2 课中

课中重点调节课堂氛围，吸引学生兴趣，促进学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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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知识点的吸收和运用能力 [2]。实践中选择 PBL 教学法，

即以案例为线索提出问题，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并且以小组

形式围绕具体问题进行自学和写作，实现解决学习问题的一

种模式。如学习分娩护理相关知识点的过程中，教师提出问

题：如何正确接生、保证患者的舒适度。提出问题后将学生

分成若干个小组，先利用多媒体学习理论知识，并且以动画

的形式演示接生环节，以及护理中正确的操作方法等，接着

让学生能够利用仿真分娩设备进行操作。学生以小组的形式

参与练习，教师在旁提问并且指导，使学生可以理解和掌握

这些知识点。练习后由学生以小组形式进行演示，由教师进

行评价，结合学生的评估，对小组学习情况进行打分。

1.2.3 课后

课后主要是帮助学生复习知识点，掌握对应的知识，

并且考查学生的学习情况，包括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职业

素养培养情况、专业素质提升情况等。以妇产科产后护理教

学为例，学习结束后，教师将本节课讲解形成的视频资料上

传到线上学习平台，并且给出对应的习题，供学生学习 [3]。

最后，要求学生完成线上布置的试卷，由教师阅卷并且评分，

指出学生对于知识点学习存在的不足之处。

1.3 观察指标

优良率的对比主要是依据学生考试结果，依据分数进

行划分，其中 60 分以下为差、61-85 分为良、86 分以上为优，

优良率 =（优 + 良）/ 总数 ×100%。

学生成绩主要是综合成绩，包括理论知识、实践操作

和日常表现，分数分别为 40 分、40 分、20 分，满分 100 分。

分数越高表示学生成绩越好。

学习能力评估共涉及五个方面内容，即主动学习意识与

学习兴趣、内容理解与应用能力、学习合作能力、自我管理

能力、信息收集与使用，单项最高分均为 25 分，满分 100 分。

分数越高表示学生学习能力越强。

满意度评价基于学生对教学方法改革的重要性认知，

结合教学实践给出评价，按照，分数区间，分为 60 分以下

的不满意、61—89 分的一般满意，以及 90 分以上的非常满意。

满意度 =（一般满意 + 非常满意）/ 总例数 ×100%。

1.4 统计学方法

研究中，所用软件为 SPSS 22.0；资料格式为 [ sx ± ,

（n，%）]，校验是 T 值、X2 值，P ＜ 0.05 表示存在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教学效果

如表 1，观察组的优良率高于对照组（P ＜ 0.05）。

表 1 教学效果对比

组别 数量 优 良 差 优良率

对照组 50 19 23 8 42（84.00）

观察组 50 29 20 1 49（98.00）

X2 - - - - 5.983

P - - - - ＜ 0.05

2.2 学生成绩

如表 2，观察组的成绩好于对照组（P ＜ 0.05）。

表 2 对比学生成绩

组别 数量 理论知识 实践操作 日常表现 总成绩

对照组 50 30.25±1.03 31.22±1.54 12.22±0.54 92.13±1.45

观察组 50 35.33±1.78 36.25±1.56 16.33±0.14 96.36±1.03

t - 17.467 16.225 52.096 16.817

P - ＜ 0.05 ＜ 0.05 ＜ 0.05 ＜ 0.05

2.3 学习能力评估

表 3 对比学习能力评估结果

组别 数量 主动学习意识与学习兴趣 内容理解与应用能力 学习合作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 总分

对照组 50 19.25±0.02 18.89±0.01 18.69±0.54 19.03±0.18 93.47±0.36

观察组 50 23.22±0.18 22.99±0.14 22.32±0.84 23.36±0.54 96.88±0.19

t - 155.002 206.555 25.704 53.790 59.235

P -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如表 3，观察组的各项评价均好于对照组（P ＜ 0.05）。

2.4 满意度

如表 4，观察组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 ＜ 0.05）。

表 4 对比满意度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对照组 50 17 24 9 41（82.00）

观察组 50 24 25 1 49（98.00）

x² - - - - 7.314

P - - - - ＜ 0.05

3. 讨论

妇产科护理是一门专业性、实践性非常强的临床课程，

由于服务对象主要是女性，且涉及患者的隐私，学生缺少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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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的机会，造成学生在学习上体现出了一定的不足。不利

于高质量妇产科护理人才的有效培养，也对护理教学工作提

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 [4]。因此，为了能够更好的提升学生专

业能力，使学生能够在具备良好职业素养的基础上，夯实基

础技能和实践能力 [5]。为患者提供更加专业的护理服务，需

要对教学改革方法进行全面分析和研究，进一步优化教学过

程，保证教学效果 [6]。

本次研究结果提示，实施教学方法改革的观察组，学

生优良率、学生成绩、学习能力评估结果、满意度均好于对

照组，差异对比存在统计学意义（P ＜ 0.05）。表明通过教

学方法改革能够进一步提升教学效果，提升护理效果有效

性，为更好的培养高质量妇产科护理人才提供支持。作为临

床护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妇产科护理工作改革重点在于：

①结合新型教学理念和方法，提升学习效率与教学质量，帮

助学生更加快速的了解知识点，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自我

学习能力，为学生今后学习的顺利进行提供支持。微课作为

一种简短、浓缩的知识点合集，可以为预习提供大力支持，

确保学生可以更好的参与到课上学习中 [7]。②积极改进教学

方法，提升教学质量，通过系统化的教学方法支持，使学生

可以积极的参与其中，提升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PBL

教学法强调的是以问题作为引导，为教学目标的准确实现提

供支持，且结合小组学习、学习后评价等内容，进一步保证

课堂教学效果 [8]。③通过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使学生可以

夯实知识掌握度，更好的提升学生基础知识结构完整性。线

上教学平台是基于“慕课”线上线下教学形成的全新教学系

统，主要支持的是学生线上学习过程，包括知识点学习、习

题练习、试卷评价等，为学生课后学习提供了便利，也进一

步提升了教学质量 [9]。

综上，妇产科护理教学方法改革能够提升学生优良率、

考试成绩、自主学习能力以及满意度，有助于提升教学质量，

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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