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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亲友案例教学法在慢性病护理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将2019级本科护理专业学生以班级为单位采用抽签法

分为试验组(44人)和对照组(45人)。在慢性病护理教学中,试验组采用亲友案例教学法,对照组采用传统案例教学法,共36学

时。结果
 

两组理论考试成绩、教学效果满意度、职业认同感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
 

亲友案例教学法应用于

慢性病护理教学,可提高学生的理论成绩、教学满意度及职业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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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case-based
 

teaching
 

of
 

chronic
 

disease
 

and
 

illness
 

care
 

for
 

nursing
 

students
 

using
 

the
 

case
 

from
 

their
 

relatives
 

and
 

friends.
 

Methods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of
 

Grade
 

2019
 

were
 

assigned
 

to
 

an
 

experimental
 

group
 

(one
 

class
 

with
 

44
 

students)
 

and
 

a
 

control
 

group
 

(another
 

class
 

with
 

45
 

student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utilized
 

case-based
 

teaching
 

methodology
 

that
 

students'
 

relatives
 

and
 

friends
 

with
 

chronic
 

diseases
 

were
 

served
 

as
 

the
 

case,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used
 

traditional
 

case-based
 

teaching.
 

The
 

number
 

of
 

hours
 

spent
 

teaching
 

a
 

group
 

was
 

36.
 

Resul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test
 

scores,
 

satisfaction
 

with
 

teaching
 

effect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y
 

of
 

nursing
 

students
 

(all
 

P<0.05).
 

Conclusion
 

Case-based
 

teaching
 

of
 

chronic
 

disease
 

and
 

illness
 

care
 

using
 

the
 

case
 

from
 

relatives
 

and
 

friends
 

of
 

students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nursing
 

students'
 

theoretical
 

knowledge,
 

satisfaction
 

with
 

teaching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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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教学法是“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法”,通常

运用案例训练学生从多个角度思考问题,培养学生

的评判性思维能力和有效解决问题的能力,以促进

学生主动性和反思性学习[1]。Forsgren等[2]认为,
护理案例教学的本质是一种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
通过案例情境性问题挑战学生的护理知识和临床认

知力,引导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护理实践。传统

的案例教学法中使用的案例通常来源于两种:根据

教学内容编写典型案例,以及临床收集的真实病例。
根据教学内容编写典型案例与教学进度相符度高,
但对编写者的专业知识有很高的要求,案例有可能

与临床实际不符。根据临床收集的真实病例来编写

案例,取材真实,案例中的护理情境更逼真,对培养

学生临床护理思维能力更有利,因此,更被护理教育

者所提倡[3]。亲友案例即以学生身边患病的亲戚朋

友作为病例来收集相关资料,慢性病护理教学中所

涉及的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在学生亲

友中普遍存在。本研究拟探讨基于亲友案例的案例

教学法的效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2021年9月至2022年

1月在读的2019级四年制全日制本科护理专业三

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抽签法从4个班级中抽

取1个 班 为 试 验 组(44人),1个 班 为 对 照 组(45
人)。所有研究对象对本研究内容知情同意。两组

由同一教师授课,统一采用《内科护理学》[4]教材,两
组教学时数、教学大纲、教学前的专业课程(包括基

础护理学、健康评估、正常人体学)相同。两组一般

资料比较,见表1。
表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人数
性别(人)
男 女

年龄 
(岁,x±s) 

教学前专业课程

成绩(分,x±s)
对照组 45 4 41 20.82±0.59 81.65±3.62
试验组 44 5 39 20.97±0.49 81.77±4.71
χ2/t 0.001 1.303 0.135
P 0.971 0.196 0.893

1.2 方法

1.2.1 教学方法

教学内容选自《内科护理学》有关慢性病章节

(COPD、哮喘、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痛风、肝硬

化、消化性溃疡、慢性肾炎等),36学时。

1.2.1.1 对照组 采用传统案例教学。①课前1周

发放案例,案例由教师编写,为疾病相关的典型病例,
单一病种,有明确且显著的临床表现,要求学生预习

相关章节。②分组讨论案例中患者主要问题,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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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人,设组长1名。③每名学生独立完成案例分

析报告1份。④教师理论授课。
1.2.1.2 试验组 采用基于亲友案例的案例教学。
①介绍亲友案例教学法学习方案要求及注意事项(如
患者隐私等)。②确定学生亲友中罹患慢性病的患

者,征得患者知情同意并签署同意书,将同意接受访

谈的亲友基本资料汇总,建立患病亲友案例库。③因

不同疾病在学生亲友中罹患人数不同,根据患者人数

确定分组,通常3~5名学生1组,每组组员构成因患

病亲友分布不同作弹性调整,设组长1名。由1组学

生访谈组内1名学生的亲友患者,访谈形式为面谈或

在线访谈。因受患病亲友数量的限制,不要求学生参

与每一种疾病的访谈,但每名学生至少完成3种疾病

的访谈任务。④课前1周要求学生根据教师制订的

半开放式访谈提纲完成调研,访谈提纲源于案例教学

中所需案例信息,主要包括患病亲友一般信息、疾病

信息、心理状况、社会适应状况等。具体访谈问题如:
您是在什么情况下查出患病? 您现在平时有何不适?
您对现在的治疗方案有什么疑问? 您患病后有什么

顾虑、担忧? 您最需要的帮助是什么? 生病后对您原

来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每名参与访谈的学生独立完

成调研报告,调研报告内容通常包括:介绍患者故事

(包含患病情况),梳理患者存在的问题,提供你能为

患者解决的问题及措施,描述你不能为患者解决的问

题。⑤教师结合亲友案例开展理论授课。授课前梳

理不同组案例同一疾病的共性问题及个性问题,结合

教学目标分享案例信息,开展理论知识介绍及讨论。
⑥课后每组根据疾病特点及患病亲友个体特殊性制

作健康小报或简易疾病宣传手册,教师审核后发放给

协助配合调研的相关亲友患者。
1.2.2 评价方法 ①理论知识考核。课程结束后,
两个班级学生采用相同试卷进行考试。教研室统一

命题,实施教考分离(授课教师及命题教师不同,命题

教师根据课程大纲及课程标准命题),题型包括选择

题、名词解释、病例分析,满分100分。统一评分标

准,客观题机器阅卷,主观题盲法阅卷,并采用双人阅

卷(一评一复)。②教学效果满意度及职业认同感测

评。考试结束后统一发放教学满意度及职业认同感

问卷,要求如实填写,采取不记名形式调查。教学满

意度包括团队合作、沟通表达、学习兴趣、问题意识共

4个方面,10个条目。采用4级评分法,1分代表不

满意、2分代表基本满意、3分代表满意、4分代表完

全满意。职业认同量表由郝玉芳[5]编制,包括职业自

我概念(6个条目)、留职获益与离职风险(4个条目)、
社会比较与自我反思(3个条目)、职业选择的自主性

(2个条目)、社会说服(2个条目)5个维度。采用

Likert
 

5级评分法,从“很不符合”至“很符合”分别赋

值1~5分,得分范围17~85分,分数越高,表明学生

对护理职业越认同。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827,内容效度为0.894。共发放问卷89份,回收

89份,有效回收率100%。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2.0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采用t检验和χ2 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两组学生理论知识考试成绩比较 对照组考试

成绩得分(74.48±3.19)分,试验组为(88.54±3.64)
分,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9.391,P<
0.001)。
2.2 两组学生教学效果满意度评分比较 见表2。

表2 两组学生教学效果满意度评分比较

分,x±s
组别 人数 团队合作 沟通表达 学习兴趣 问题意识

对照组 45 2.66±0.39 2.56±0.50 2.44±0.59 2.80±0.46
试验组 44 3.95±0.21 3.86±0.35 3.91±0.36 3.86±0.30
t 19.365 14.180 14.149 12.845
P <0.001 <0.001 <0.001 <0.001

2.3 两组学生职业认同感评分比较 见表3。

表3 两组学生职业认同感评分比较 分,x±s

组别 人数 社会说服 社会比较与自我反思 职业自我概念 职业选择的自主性 留职获益与离职风险

对照组 45 3.18±0.39 3.64±0.61 3.33±1.00 3.29±0.73 3.13±0.66
试验组 44 4.11±0.62 3.98±0.51 4.05±0.43 4.16±0.68 4.27±0.76

t 8.491 2.849 4.394 5.814 7.561
P <0.001 0.006 <0.001 <0.001 <0.001

3 讨论

3.1 亲友案例教学法可提高慢性病护理教学效果 
本研究显示,试验组学生理论知识考试成绩显著优于

对照组学生(P<0.05)。分析原因如下:传统的案例

教学法呈现给学生的是文本资料或者应用标准化病

人的情境教学,并不能真实接触案例[6]。尽管从教材

等教学资料到教师的授课过程无不强调“以病人为中

心”的护理理念,但由于学生在早期的学习过程中缺

乏接触真实的患者,学生主要依靠记忆来掌握理论知

识,容易遗忘。亲友案例教学法利用学生身边的资

源,让学生组成团队,根据所学知识及教师下发的调

研提纲,访问亲友中罹患慢性疾病的患者,并撰写调

研报告,既避免了医院调研真实病例的诸多繁琐和困

难,相比在临床调研真实病例,学生除了能同样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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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疾病信息之外,能获取患者更真实的患病体验、
感受、顾虑,极大地提升了学习资源的生动性、丰富

性,从而改善学习效果。与此同时,传统的教学模块

设计通常以单一疾病为教学单元进行讲授,但慢性病

患者经常同时罹患多种慢性病,而许多慢性病之间原

本互为因果,如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冠心病,这些

常见慢性病经常罹患于同一患者,通过调研亲友患者

能让学生真切感受到常见慢性疾病的相关性、连续

性,提高护理学生应对患者复杂病情和病情变化的能

力。
3.2 亲友案例教学法可提高学生的教学满意度 表

2显示,试验组学生对教学效果的满意度显著高于对

照组(均P<0.05)。分析原因:学生实施访谈期间,
亲友会提出很多问题希望得到回复,因此,学生不得

不提前预习基本知识以减少尴尬,形成学习的内在驱

动力,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国内学者采用亲友

健康资料作为全科医生教学资源的实践发现,该方法

对丰富医学生医疗知识和实践技能、培养专业兴趣大

有裨益[7]。同时,调研过程分组完成,要求组员分工

合作,互相协助配合,在团队实践中提高了团队合作

能力,培养了学生的民主与合作精神。对照组虽然也

是分组案例学习,但分组只涉及案例的讨论环节,合
作沟通次数少,因此对学生团队合作、沟通表达影响

较小。另外,亲友案例教学法利用学生身边真实的案

例故事,案例呈现动态性,访谈期间亲友提出的问题

更具真实性,学生能以问题为基础开展学习,极大提

升学习过程中的问题意识。
3.3 亲友案例教学法可提高学生的职业认同感 职

业认同指个体对所从事职业的肯定性评价,是克服职

业的外在性、异己感,而把自己个人的价值及意义与

所从事职业的价值及意义内在地统一的结果,它所形

成的职业工作动力更具有自觉性、主动积极性[5]。护

理专业学生的职业认同感指学生在了解与学习护理

专业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对护理职业的正向认知、情
感、评价和一系列积极行为倾向[8]。职业认同感影响

着从业者的职业自信,并对其职业目标和择业动机起

决定作用,直接影响人们对职业意义的认识、职业的

评价和取向、职业期望,进而影响对所从事职业的忠

诚度、成就感和事业心。研究显示,大部分护理专业

学生在选择专业时非自愿选择护理专业[9]。在校学

习阶段是职业认同感形成和发展的关键阶段,而职业

认同教育的实践性很强,通过体验式教育将更有益于

提升学生的职业认同感。通过亲身实践,体验、发现

自身能力与实践活动要求的差距,可培养学生正确自

我认识、自我评价以及自我控制的能力,促其职业社

会化,内化职业意识、职业态度,从而提高职业发展水

平,提升职业认同[10-11]。而且课堂之外的多种教育形

式,可更深刻、更持久地影响学生的职业心理素质,融

入其职业角色人格,尤其是参加与专业相关的社会活

动更有利于学生的职业认同。同时,也有相关研究表

明,声誉获取、利他取向对学习兴趣会产生显著的影

响,从而提升职业认同感[12]。本研究在教学过程中通

过制作疾病管理相关海报或宣传手册帮助到亲友,会
得到亲友的认可,大大提升学生对学习的获益感、自
豪感,从而提高对护理职业的认同感,同时在访谈过

程与亲友的交流、与同伴的合作、分析案例、查阅资料

等过程也能让学生产生被需要感,成就感。
4 小结

本研究显示,亲友案例教学法应用于慢性病护理

教学,可提高教学效果及学生的满意度与职业认同

感。但该教学法利用学生周围的患者,患者数量存在

不确定性及临床表现典型性可能不足,从教学标准的

统一性方面作为教学资源质量欠佳;另外,调研过程

是互动过程,即便提供了调研提纲,但调研效果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调研过程护患之间充分的交流,而是否

能达到充分的交流关键在于学生的沟通技巧及专业

基础知识储备。希望在以后的教学实践中进一步完

善,如尝试模拟沟通训练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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