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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常用药物标本教学册》在临床护理教学中的应用 
张欣廷  杨秀梅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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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心血管常用药物标本教学册》在临床护理教学中的实用效果。方法：采用随机抽样法，将 2018 年 1月- - 2020
年 5 月进入我科的 58 名实习护生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29人。对照组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实验组采用药物标本教学
手册，检测两组成员的学习效果。结果：入科考试成绩两组无显著差异，实验组第一周出科考试准确率为（0.74± 0.16），第
二周准确率为（0.83± 0.15），相较于对照组（0.60± 0.11）与（0.68± 0.15）显著升高。结论：通过使用《心血管常用药物
标本教学册》，能够提高实习护生的学习效果，激发护生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价值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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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护理教学是护理教育的关键环节，是护生将理论知

识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也是护生向护士角色转化的重
要途径

[1]
。心血管病房是专业性特别强的科室，护生在临床

学习中接触的心血管疾病病种类繁多，病情重，药物多，挑
战性大，因此护理教学任务重。经往年对新职人员，实习生
等调查发现，心血管口服药物品种繁多，药理作用庞杂容易
混淆，给护理工作带来极大的难度

[2]
。为此，我们组织编制

的《心血管常用药物标本教学册》，本篇论文探讨了《心血
管常用药物标本教学册》在临床护理教学中的实用效果，为
临床教学规范化提供参考。 

1 研究对象 
入选 2018 年 1 月--2020 年 5 月，在我院心内科实习护

生共 58 人纳入本次研究。采用随机数字法，将其分为对照组
和观察组。 

观察组 29 人，女性 26 人，男性 3名，平均年龄（24.25
±1.28）岁。对照组 29 人，女性 27 人，男性 2 名；平均年
龄（24.12±1.26）岁。两组间年龄、性别有无统计学差异， 

2 研究方法 
2.1 对照组教学方法 
对照组采取传统教学方法，以书面形式按照药物分类的

顺序进行药理知识、注意事项、不良反应进行教学； 
2.2 实验组教学方法 
2.2.1 教材编写 
《心血管常用药物标本教学册》结合临床实习教学大纲，

根据国家基本医疗保险指定的基本临床用药结合目前心内
科、护理岗位应知应会内容编写。 

药物标本教学手册中将药物进行仔细分类，主要分为：
β受体阻滞剂、钙离子通道拮抗剂、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
剂（ACEI）、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ARB）、醛固酮受体
拮抗剂、利尿剂类、硝酸酯类、营养心肌类、软化血管、抗
栓类（抗凝、抗血小板）、抗心律失常类、降脂类

[5]
。实习、

轮转、新职护士进入科室工作，学习药物标本手册后对护士
进行药物考核。让护士达到“见药知名，闻名知药”。 

2.2.2 带教老师培训 
每位循环科老师均按照《心血管常用药物标本教学册》，

由科室总带教在护生入科前组织集中培训“《心血管常用药
物标本教学册》”应用的目的、范围和内容，并进行讨论。
使带教老师提高自身理论知识的情况下，能够有的放矢地进
行临床教学活动。 

2.2.3 教学中应用 
从护生进入循环内科实习第 2天开始进行相关药物教学，

《心血管常用药物标本教学册》作为循环内科护理实习教材。
护生学习、老师带教以本手册为主，适当结合心内科疾病新知
识新进展进行临床教学活动，该组统一由马文超老师负责。 

2.3 评价方法 
两组同学的学习期限均为半个月，采用科室传统教学评

价标准，分别在入科第一天（第零周）、第一周、第二周进
行考核，考察两组同学所有药物辨识的准确率。 

2.4 统计学方法 
对研究所得数据，均采用 SPSS 21.0 统计学软件进行分

析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sx  ）表示。计量资料

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
2
检验。P＜0.05 为结果具有统

计学差异。 
3 结果 
两组成员入科考试成绩无显著差异，实验组成员在第一

周考核时，药物辨识的准确率高于对照组，且差异具有显著
性（P＜0.05）。在第二周考核时，实验组成员药物辨识的准
确率也高于对照组，且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见表 1。 

表格 1.两组成员考核成绩 

 准确率（0 周） 准确率（1 周） 准确率（2 周）

实验组（n=29） 0.27±0.12 0.74±0.16 0.83±0.15 

对照组（n=29） 0.26±0.09 0.60±0.11 0.68±0.15 

t 0.3590 3.883 3.808 

p 0.7209 0.0003
*
 0.0003

*
 

4 讨论 
对于实习护生而言，初次接触心内科药物时，对其相关

知识的缺乏，在临床实习过程中对患者及自身都存在很大的
隐患。《心血管常用药物标本教学册》的发明与使用有效加
强相关药物的安全使用，实习护生可通过学习《心血管常用
药物标本教学册》，核对药物的剂量、药物的浓度和稳定性
等，最大限度减少差错发生；以及护生在心内科药物使用前、
使用中及使用后查对，做到层次、全方位查对，保证了医嘱
执行的正确性，提高了患者的用药安全，减少了循环内科相
关常用药物不良事件的发生。 

传统教学活动中护生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老师教护生
学，师生互动少，效果不佳。导致护生学习兴趣不大，不利
于发挥护生的主观能动性

[3]
。另外，因为各种主客观因素，

课堂教学的内容与临床实际常用药始终存在差别，课堂与临
床的脱节使学生所学知识容易混淆无所适从、困惑不已。护
生在预习和复习知识过程中。无法判断所学内容和临床实际
的一致程度

[4]
。 

使用本手册以来带教老师在教学活动中时常以病例为背
景，将护生应掌握的知识、易混淆的问题和临床护理经验设
置为问点进行提问并讲解，帮助同学们更深入的以应用的形
式了解常用药物的使用场景。这种教学模式激发了护生学习
的兴趣，大大提高了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最终提高了护
生的理论水平和解决问题能力。 

5 结论 
通过使用《心血管常用药物标本教学册》，能够提高实

习护生的学习效果，激发护生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一定程
度缓解了临床带教老师临床工作与教学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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