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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性评价是指对教学过程中仍在进行和发展的教

学活动的价值判断 [1]。通过测试或检查的方式，及时发

现存在的问题，明确学生想要达到的学习程度，从而随

时调整教与学活动。健康评估涉及知识完整性强、内容

广泛、丰富、综合性高是一门重要的临床护理课程。健

康评估课程对职业能力和素质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是

临床护士必须具备的技能之一，是护理教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不仅要求学生掌握健康评估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技

能，更注重培养学生在临床实际情境中运用这些知识和

技能的能力 [2-3]。目前，我国健康评价教学具有一定的片

面性、主观性，仍以单一的总结性评价为主，忽视了学

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不能反映教学目标对学生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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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难以客观公正地评价学生的知识和技能 [4]。本

文主要是以 40 名护理专业学生（2021 年 05 月 01 日 -2022

年 05 月 01 日）为研究对象，对形成性评价在健康评估教

学中的应用价值进行评估，现具体分析为：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21 年 05 月 01 日 -2022 年 05 月 01 日 为 选 取 时 间，

以 40 名护理专业学生为此次研究对象，实施随机数表分

组法分组措施，将学生分为两组（均为 20 名）：研究组、

对照组。对照组：年龄最小、最大分别为 18 岁、20 岁，

平均年龄（18.49±0.49）岁；男性与女性数量分别为 2

例、18 例。研究组：男性与女性数量分别为 3 例、17 例；

年龄最小 17 岁、最大 20 岁，平均（18.52±0.50）岁。统

计学 SPSS26.0 软件对上述指标及数据进行对比，结果显

示：不存在对比意义（P>0.05），表示研究组、对照组可

进行下一步对比研究。

1.2 方法

对照组：实施传统考核方法，具体实施措施为：平

时成绩：出勤占总成绩的 30%；期末考试：占总分的

70%。以合卷形式建立题库，教考与公式分离。题型主

要包括简答题、问答题、填空题、单选题、多项选择题、

名解题和案例分析。完成所有课程后，试卷应在指定地

点完成（时间：120 分钟内）。

研究组，给予形成性评价措施，主要方案为：

（1）实施原则：结合我校健康评估课程教学目标，

参考国内外文献形成性教学评价方法，综合我院护理本

科专业对临床健康评估能力的要求，对临床护护理学生

综合能力素质要求的参考，建立形成性评估的健康评估

方法和要求。根据对健康课程实验内容（心电图检查、

体格检查）、理论课程内容（实验室检查、像学检查、符

号学、心理评价、社会评价、护理病历书写）的评估，

在课堂上针对学生的学习效果，给出不同的教学方法，

采用不同的评价方式。（2）护理病历书写部分：教学期

间，为学生预留一节课时，详细介绍患者病情。每个学

生都需要根据病人的情况填写一份医院健康评估表，并

在下课时交给老师。教师对学生写的评价表进行批改，

发现问题及时反馈给学生。（3）对于实验课，学生在讲

授实验课内容时，首先会播放该课的技术操作视频。技

术操作中的难点和重点反复向学生讲解示范，之后，老

师会逐步分解每个技能的操作点，演示每个操作。留给

学生 70min 左右的练习时间。课程结束时，随机抽取几

名学生对技术操作进行评价，现场打分，并提出意见和

需要改进的地方。如果学生没有标准技能，老师需要再

次示范。

1.3 统计学分析

在 SPSS 26.0（40 名护理专业学生）中输入所有样本

资料，分析统计学处理结果，若结果显示 P<0.05，表示

对比有意义；反之（P>0.05）为无意义：计数资料（对

教学措施的满意度）检验方式为 X2，表示形式为 n%；计

量资料（自主能力、理论及实践知识评分）检验方式、

表示形式分别为 T、x±s。

2　结果

2.1 理论知识、实践能力评分：对照组各指标评分均

低于研究组，存在对比意义（P<0.05）。具体评分情况见

表一：

表一　两组理论知识、实践能力评分对比（分，x±s）

组别 例数 实践能力 理论知识

研究组 20 98.55±1.24 97.56±1.29

对照组 20 86.25±1.33 85.38±1.26

T - 30.2507 30.2069

P - 0.0000 0.0000

2.2 自主能力：对照组各指标评分均低于研究组，

P<0.05，统计学分析有意义。见表二：

表二　两组自主能力评分结果对比（分，x±s）

组别 例数
自主学习

能力

启发临床

思维

重点和难

点的掌握

激发学习

热情

知识联系

及运用

研究组 20
94.56±

3.22

92.28±

3.53

94.82±

3.41

93.79±

3.19

93.43±

3.11

对照组 20
84.23±

3.25

83.77±

3.44

84.49±

3.38

83.45±

3.26

85.17±

2.46

T - 10.0976 7.7213 9.6217 10.1383 9.3157

P -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2.3 两组学生对教学模式的主观评价统计学对比显

示：研究组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统计学对比有

意义。

2.4 对教学措施的满意度：研究组高于对照组，统计

学有意义（P<0.05）。

3　讨论

在教育教学活动的过程中，形成性评价内涵是强调

及时反馈和调整、强调对过程的评价、削弱了评价的筛

选及选择功能。形成性评价是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评价以

及对教学过程中存在问题进行修正和改进，重视学习过

程，了解学生的潜力，促进学生的学习和发展，与常规

措施相比，更注重学生的学习和发展 [5-6]。学生在学习中

的体验，强调各种因素对评价的相互作用、人与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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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动，以考试的形式预测课堂教学的效果，在课后进

行总结性评价，表现为对“过去式”的验证和复习，但

对教学反馈、促进、纠正有滞后作用。目前我国健康评

估教学以单一的总结性评估为主，不能及时解决学生在

学习中遇到的问题，真实反映学生的学习效果 [7]。在临

床护理工作中，要求学生有效地发现和解决临床护理问

题，要掌握健康评估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具备良好的批

判性思维、健康教育、护患沟通能力等技能 [8-9]。因此，

有必要在健康评估教学中进行形成性评估，以使学生具

备临床健康评估的能力。

本 文 研 究 结 果 显 示， 研 究 组 理 论 知 识 及 实 践 能

力评分、自主能力、对教学措施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

（P<0.05）。由此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形成性评价有助于

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说明形成性评价对激发学生

自主学习意识具有积极作用。其原因分析结果显示，形

成性评价措施实施会使学生对知识有更深入的理解。从

各个维度得分来看，对学生对自我管理能力的提升具有

积极意义，说明临床护士内在动机强度更强，对专业发

展期望值高，学习目的性和自主性较强。除此之外，本

文研究显示，形成性评价可以提高教学效果，表明形成

性评价通过改变传统的考试方式，在教学过程中增加了

很多互动环节，补充临床护理进度，特别是在课后思考

主要考核评分，使考核内容更加丰富、新颖，提高学生

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增加学习兴趣 [10]。同时，

为了在课堂试题中取得高分，鼓励学生积极复习，查漏

补缺，更好地掌握知识，从而提高教学效果。形成性评

价有助于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究其原因，形成性评价

方法更合理，评价方法和教学方法更现代，让学生更愿

意与老师交流，表达自己的观点，为探究性学习创造了

良好的环境。另一方面，帮助教师全身心投入到教学工

作中，激发了教师工作的积极性，突出了师生的双重主

体作用。

综上所述，形成性评价可以有效提高其综合素养，

充分调动护生学习主动性，推广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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