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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科护理学教学中培养发散性思维的应用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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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贵州 贵阳 550001
【摘 要】：目的：研究分析内科护理学教学中培养发散性思维的应用。方法：选取 2017级护理本科生两个班共 120名学生为课题研

究对象，研究时间 2019年 10月至 2019年 11月，两个班级分别实施传统教学方式（对照组，60例学生）和发散性思维模式（实验

组，60例学生），施教后比较教学效果及学生学习情况。结果：经统计分析，实验组学生采用发散性思维模式进行教学后，理论知识

学习效果和学生学习态度均高于对照组学生，存较大有效性和适用性（P＜0.05）。结论：发散性思维模式对内科护理专业学生专业知

识掌握情况及学习积极性具有显著引导作用和促进意义，于课程教学中课件良好效果，存较高应用价值。

【关键词】：内科护理学；教学；培养；发散性思维

内科护理学是对临床内科科室输送专业护理人才的针对性

学科，课程教学内容以内科护理工作为主，通过课程教学，能够

使学生充分学习到内科护理专业技能。发散性思维是临床护理专

业学生不可缺少的一项能力，本课题旨在传统的护理教学基础上，

在《内科护理学》教学过程中，应用发散性思维模式对比两组护

理本科学生的教学成果，讨论更适合当代大学生的教学方法，今

后的护理教育领域提供一些参考，发散性思维模式是一种有效的

思维模式，现广泛应用到学习工作生活当中，它可以有效的提高

学习能力、工作能力及生活中技能的能力。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 2017级护理本科生两个班共 120名学生为课题研究对

象，研究时间 2019年 10月至 2019年 11月，组别设立对照组

和实验组，单组学生 60例。对照组学生中 4例男生、56例女生，

年龄 21岁至 23岁，平均年龄（21.43±0.57）岁；实验组学生中

5例男生、55例女生，年龄 21岁至 23岁，平均年龄（21.29±
0.71）岁，所有学生均接受《内科护理学》五章护理专业课程教

学，两组学生一般资料比较，存一致性（P＞0.05）。

1.2方法

对照组学生于教学期间采用传统教学方式：由教师对课程内

容进行课程讲解，课程讲解完毕后，由教师组织学生进行阶段性

测试，以此观察学生对课程内容掌握情况。

实验组学生于教学期间采用发散性思维模式，详细方法如下。

（1）备课：教师于课程教学前，与临床护理教习专家进行

集体备课及课程教学研讨，依据课程章节的不同，逐一选择编选

临床教学案例，并对课程案例中护理细节及侧重点进行细致规划，

引导学生发散性思维，拟定有效课程教学方案。

（2）教学场景构建：于课程开始前，由教师向学生提出课

程问题，引出课程内容，从中使学生能够发现本节课程重点所在，

教师对课程进行初步讲解后，借助多媒体播放设备，播放临床护

理案例视频，深化课程内容，同时向学生提问并组织学生依据视

频内容开展模拟演练，提高学生临床内科护理体会，分别设立小

组，对演练中所遇到的问题及护理感受进行阐述，由学生们共同

研讨，优化课程中护理工作实施方法，以此使学生思考能力得到

有效激发，提升学生主观学习积极性。

（3）提出问题：教师于教学期间，依据课程进程及学生学

习状态，设立课程研究问题，作为课程导向，使学生依据问题进

行课程内容学习，于学习期间不断融合以往所学内科护理课程，

让学生研究分析问题中，能够充分调动自身所学习课程的应用性，

促进学生对课程内容的掌握水平。

（4）问卷调查：拟定内科护理课程调查问卷，由教师和学

生对问卷上内容共同进行填写，填写完毕后回收，统计观察课程

教学情况，以此为依据，教师在教学方案拟定期间适当调整课程

进度及教学方法，从而使教学更符合学生实际学习情况，保障课

程教学质量。

1.3观察指标

统计组间教学效果，项目分设准确掌握、有效掌握、掌握、

未掌握四项，准确掌握为学生对课程内容能够做到精准理解和掌

握，并于课程实践中能够做到合理应用；有效掌握为学生对课程

内容掌握程度大于课程的 70%以上，实践中能够对理论课程知识

做到有效运用；掌握为学生理论知识掌握大于 50%以上，实践中

可以做到合理护理，无重大批量或常识性错误出现；未掌握为学

生课程内容掌握较差，无法开展临床护理工作。

测试评估学生学习情况，评估项分别为理论知识掌握、操作

能力、综合素质、自主学习能力、创新意识，分值设定 0分至 25
分，以接近满分为学习情况良好，观察组间课程教学实施有无差

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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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统计学处理

本次研究内科护理学教学中培养发散性思维的应用实践，数

据分析应用统计学软件 SPSS21.0，t检验计量资料，用（x±s）
表示，²检验计数资料，具有统计学意义表现为 P＜0.05。

2结果

2.1教学效果比较

经比较，实验组学生经发散性思维模式教学后，课程知识掌

握几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学生，数据比较可见差异性（P＜0.05），
见表 1。

表 1内科护理学课程教学效果比较（n%）

分组 案例（n）
准确掌

握

有效掌

握

掌

握

未掌

握
掌握几率

对照

组
60 11 12 12 25 35（58.33%）

实验

组
60 20 22 15 3 57（95.00%）

X² - 22.5466
P - 0.0000

2.2学生学习情况比较

经测试评估，实验组学生学习情况各项评估结果均高于对照

组学生，数据比较可见差异性（P＜0.05），见表 2。

表 2内科护理学教学中学生学习情况比较(分，x±s) n=120

分

组

案例

（n）

理论知识

掌握
操作能力 综合素质

自主学习

能力
创新意识

对

照

组

60
13.16±
2.55

12.06±
2.34

10.29±
1.68

9.75±
1.89

7.23±
1.66

实

验

组

60
19.37±
1.40

19.58±
3.13

18.44±
2.37

17.44±
2.18

17.95±
2.69

t - 16.5355 14.9052 14.0273 20.6453 26.2694

P -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3讨论

内科护理学在专业课程拟定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指向性，学

生于课程学习后，能够在内科科室中，开展更具专业性的临床护

理工作，辅助内科临床科室工作开展[1]。内科护理学教学的有效

实施，意义在于促进学生掌握更多理论专业知识，提高学生专业

护理技能，对学生未来就业及自身专业素养均能够起到较高引导

作用。

发散性思维教学模式是以培养学生独立学习意识和个人应

变能力为侧重点的一种教学方式，能够使学生对课程所学内容做

到合理、熟练运用，培养学生综合素质能力，因此在教学中具有

较高的应用价值[2]。采用发散性思维教学模式对内科护理学课程

进行教学，通过扩散思维的方法来养成系统学习的好习惯，所谓

系统学习，就是把知识看成一个密切联系的系统，在学习过程中

注意把握知识的内在联系，做到举一反三、融会贯通。提高学生

的学习兴趣、激发求知欲，提升学生的操作技能、理论联系实践、

评判性思维、临床沟通和自学能力，进而提高学生的教学满意度。

而这种发散性思维教学法既能传授理念、知识，又能提高学生的

评判性思维能力、综合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临床护理

操作技能、临床沟通能力等多种职业核心能力，所以发散性思维

教学法运用于教学中，将促进教学体系的改革。教育进行中，教

师拟定教学方式、选定教学案例、引导学生思维等方式，能够使

学生于课程学习当中，提高思维活跃性，相比传统教学方式，学

生可在课堂中转化被动学习至主动学习，从而使学生能够对所学

课程知识做到学以致用，全面增进学生内科护理综合职业素养，

在内科护理学教学中课件良好的教学效果[3-4]。

本次研究中，实验组采用发散性思维模式进行教学后，教学

效果及学生理论知识掌握、操作能力、综合素质、自主学习能力、

创新意识等数据均高于对照组学生（P＜0.05）。

综上所述，发散性思维模式对内科护理学教学质量及教学效

果均能够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可以显著提高学生学习自主性，

教学效果良好，值得在护理学教学中使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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