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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病人应用在内科护理学中的问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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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内科护理》课程内容抽象，内科疾病复杂，非常需要护士的评判性思维能力，评判性思维在护理工作中的应用，具
体表现为护士系统地收集患者的健康资料，通过评估寻找患者存在的或潜在的护理问题；针对问题，制订出有效的护理措施，
从而解决问题。而标准化病人采用一种模拟临床的方式，让护生身临其中，把抽象的理论知识形象化、具体化更能培养学生
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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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科护理学不但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的医学理论知识，而
且要会用应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对患者实施整体护理即进行
护理评估，发现患者的健康问题，提出护理诊断，制定护理
目标及相应的护理措施，最后对其实施结果作出评价。这一
套科学的工作方法充分的体现了评判性思维的应用。 

《内科护理学》课程理论知识繁琐，内科疾病多样复杂，
对于高职高专的护生培养，我们更着重于实践应用，如何把
这些枯燥的理论知识变得生动形象成为我校教师一直在探
讨钻研的重要问题，近年来 SP 的引入，让我们对这个问题
的解决有了新的认识。SP 也即标准化病人（Standardized 

Patients），又称为模拟病人（Simulate Patients），指
那些经过标准化、系统化培训后，能准确表现病人的实际临
床问题的正常人或病人。我们可以通过对内科常见疾病的模
拟，把临床表现形象化，在情景当中培养学生的评判性思维。
指导学生独立的分析并解决问题 

我校护理学院自 2019年引入 SP至今，内科护理的教师
就开始深入了解并参与了整个项目，在该项目中，内科护理
侧重于培养学生评判性思维。我们的方法是给出病例，要求
学生分组进行剧本的编写并进行表演，教师通过剧本及学生
的表演发现学生的思维方式。 

1 实例介绍 

呼吸系统疾病中，患者出现咳痰，根据此症状，要提出
护理诊断：清理呼吸道无效。根据这一护理诊断要为患者促
进有效排痰，理论知识中，促进排痰的方式共有 5个方面，
一、深呼吸及有效咳嗽；二、湿滑气道；三、胸部叩击和胸
壁震荡；四、体位引流；五、机械吸痰。不同的方式适用于
不同的人群，教师给出真实案例，评价学生是否能准确的判
断并选择合适的排痰方式。并综合应用其他学科的知识为病
人提供整体护理。 

案例简介：男性 COPD患者，65岁，教师，有吸烟史，
急性加重期入院治疗，症状：咳嗽、咳脓痰、发热、呼吸困
难。结合这一病例，将 147名学生分成 20个组，启用标准
化病人扮演这名 COPD 患者，每组同学通过讨论编写剧本并
表演，提出护理评估、护理目标、护理诊断、护理措施、护
理评价。 

20 组同学剧本编写、表演完成之后发现的问题及其反
思如下： 

1.1 虽然剧情丰富多彩但因为缺乏临床实践致使角色
的出发点更倾向于患者 

在观看了学生的表演之后，虽然每组同学设置的情节丰
富多彩。但每一组同学把情节的侧重点放到了患者及其家属
的角度，缺少医务工作者的工作状态和流程的表达。发现这
一问题之后我们对学生进行了访问，学生的反馈是缺少临床
实践，没有真正的体验过当护士的感觉。但是因为自己曾是
患者或者患者家属，所以更能体会作为患者的感受。从这一
问题出发，我们更能体会到护理专业的学习不管是过去还是
未来，都必须是临床和实践紧密结合的，这样不仅能确保专
业技能的提升，还能让学生通过实际的工作增加作为护士的
责任心、耐心。更能站在医务工作者的角度有意识的去维护
这份职业，提高专业的认同感，职业的自豪感； 

1.2 思维模式单一，欠缺评判性思维的能力 

对于该患者，意识清醒能有效咳嗽，但痰液粘稠。所以
给出的排痰方式应该是先要为患者进行气道湿化，并指导患
者进行有效咳嗽，适当的进行胸部叩击帮助患者将痰液排
出。但是只有 5组同学可以系统的把这些方法综合应用，其
中有 6组同学提到了要用机械吸痰，同学的反馈是认为机械
吸痰是基本的护理操作技能，是基础护理学必考项目。而没
有去对该患者的真实情况进行分析。其余同学把所有的排痰
的方法都进行了操作，原因也是没有对患者进行评估。从这
一问题的发现不难看出，评判性思维的应用最重要和关键的
环节是护理评估。要解决问题，前提是要发现问题，不善于
发现问题，就只会遵医嘱工作，将不利于医护之间的协作，
也提供不了优质的护理服务。但在示教完之后学生能领会到
SP 的意义，我们之后给出的昏迷患者案例，学生能够迅速
判断出相应的措施，说明评判性思维是需要反复训练不断强
化的，SP正是一种理想的训练评判性思维的方式； 

2 对 SP的认识浅显，不能真正的进入到情境中 

学院对 SP的引入时间较短，导致很多学生只知道 SP的
含义，并不清楚 SP的真正用途，SP的意义主要吧在于：练
习沟通的技巧及临床技能，不必直接以患者当练习对象，解
决了患者就医于医学教育之间的矛盾；培养人文素养，提高
临床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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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对 SP的认识不足导致部分学生态度

不端正，表演不认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在之后几次的
实训中我们不断的给学生介绍 SP 的意义，同时学生通过第
一次的实训中发现通过 SP 加深了他们对知识的理解和应
用，在之后越来越得到重视，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循环； 

3 学生欠缺沟通技巧，只是一味的追求完美的操作 

在表演过程中学生的基本操作技能都是比较好的，但是
学生在操作中过于机械化，对病人的诉求没有做到耐心的倾
听及时的给与解答，内科疾病的特点是病程较长，需要长时
间治疗。而且会反复发作，需要护士的健康教育，这一过程
更是需要有效的沟通。而 SP 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有一定
的指导意义，首先，学生能通过与 SP 的交流使沟通技能不
断提升，另外可以使教学方式变得更加的灵活，避免用真实
患者所带来的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在考核中我们还可以设置
各种问题考查学生的应变能力和人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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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便是我在应用 SP 中发现的几个主要问题，这些问
题及其反思为我们进一步的内科护理教学指明了方向，也让
我们对 SP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们相信 SP的应用是一种发
展趋势，SP 不仅能为学生学习临床技能提供可靠的帮助，
也能缓解目前医学时间资源短缺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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