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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提高老年专科护士培训效果。方法
 

按时间段将参加老年专科护士培训的临床护士411人分为对照组209人、观察组

202人;对照组采用常规培训方法,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增加探究式小组活动教学。结果
 

观察组实践成绩、综合成绩和总成

绩显著高于对照组(均P<0.01);观察组学员及教师对探究式小组活动教学满意度评分分别为4.78±0.16、4.77±0.13。结论
 

探究式小组活动用于老年专科护士培训可有效提高培训效果,并获得学员及教师的肯定与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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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究式小班教学是以学员为主体、教师为主导,
以培养学员的能力与素质、促进学员全面发展为目标

的开放式教学模式[1]。通过更新教学内容、改革教学

方法、促进教与学的互动,实现以“教”为中心向以

“学”为中心的转变,优化教学资源的配置和利用,充
分调动学员主动学习的积极性。目前,探究式小班教

学及探究式教学已在国内外医学与非医学多种教学

中开展,均取得较好效果[2-6]。鉴此,本课题组在四川

省老年专科护士培训中参照上述教学方法,在以往的

理论大班授课、小组临床实习中加入探究式小组活

动,极大地丰富了教学形式,提高了教学效果,具体方

法与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1.1.1 参加老年专科护士培训的护士 以整群取样

的方法,将2012年9月至2015年10月参加老年专

科护士培训的209人作为对照组,将2016年3月至

2018年4月参与老年专科护士培训的202人作为观

察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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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龄

(年,
 

x±s)
学历(人)

本科 大专及以下

职称(人)
高级 中级 初级

医院等级(人)
三级 二级

对照组 209 1 208 32.49±5.43 11.66±5.12 109 100 4 38 167 179 30
观察组 202 0 202 32.35±5.82 11.44±5.38 111 91 9 38 155 162 40
统计量 - t=1.327 t=0.428 χ2=0.323 Z=-0.887 χ2=2.157

P 1.000 0.184 0.669 0.570 0.375 0.142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华西医院1.老年医学中心/
 

干部保健科
 

2.护理部

(四川
  

成都,
 

610041)
黄兆晶:女,本科,主管护师,副护士长

通信作者:张雪梅,zxm0709@126.com
 

收稿:2018 09 20;修回:2018 10 25

1.1.2 授课教师 授课教师22人,其中理论授课18
人,临床带教4人;班主任1人;管理人员3人。两组

的主线课程、临床教学、考试、相关协调与管理均由上

述人员完成。观察组增加助教4人,其职责:①随堂

听课,协助教师完成课堂教学;②组织学员以小组为

单位进行自主合作的研讨、点评答疑、总结拓展、辅导

文献检索等,并对学员上课参与互动“探究”的程度,
现场考核打分记录;③日常学习管理,包括协助教师

批阅体验报告、查考勤等。
1.2 方法

1.2.1 培训方法

两组均采用四川省专科护士培训教材《老年护

理》(未正式出版)、《老年护理手册》[7]和教学大纲。

共336学时,其中理论176学时、临床实习160学时。
对照组采用常规培训方法:理论教学由教师按照教学

大纲要求通过多媒体PPT课件、视频资料等形式教

学,注重突出重点和难点。临床实习以小组形式在老

年专科病房、养老机构进行;每组10人左右,每组设1
名带教老师负责拟定实习教学计划并按计划进行教

学,学员有问题及时与带教老师沟通。临床实习期间

每名学员完成护理查房、管理查房、读书报告各1次;
培训结束后统一进行理论、操作、平时成绩考核。观

察组增加探究式小组活动,具体措施如下。
1.2.1.1 小组活动教室改造 改传统式课桌为可移

动、可拼接、多类型的活动桌椅,满足各类型小组研讨

活动需要;教室内增加生动的挂图或标语,制造浓厚

的“探究”氛围。引入课堂表决器,实时互动,及时反

馈,便于统计分析学习情况。
1.2.1.2 小组探究活动 按学员年龄、学历、工作经

历相近性分为7~10人一小组(一班分为4个小组),
每组由1名教学助理负责组织小组研讨活动。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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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研讨活动均在课堂学时内进行。①理论教学。观

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结合教材内容,将老年常见

疾病护理、老年人安全风险防范护理、临终关怀等重

点章 节,增 加 以 问 题 为 基 础 的 (Problem-based
 

Learning,PBL)教学法联合以案例为基础的(Case-
based

 

Learning,CBL)教学法[8],并将其融合应用于小

组的探究活动中。每次课3学时,小组活动2学时,其
余1学时同对照组。具体如下:选择典型案例,以贯

穿理论为主线,并穿插该章节之前学过的知识点,将
理论知识与典型案例有机结合[9]。提前1周将案例

材料发给学员,提出相应思考题,学员针对思考题查

阅文献,进行准备等[3]。课堂上每组派1名代表对案

例进行分析和提出处理意见,然后学员充分讨论。最

后由教学助理总结在讨论中出现的分歧、重点问题,
并引导学员拓展性思维。教学助理注意记录学员参

与情况,每人轮流担任“代表”。最后组织学员书写体

验报告。小组活动根据教学内容特征确定是否在单

独教室进行,如生死教育与临终关怀项目,不同小组

之间易干扰死亡感悟以及对死亡的选择,适合单独教

室进行,则预先联系好单独教室;如与老年人沟通等

项目,强调成员之间的互相学习、沟通技巧分享,则在

同一间教室先分组讨论,再共同分享。②临床实践教

学。在对照组培训的基础上,增加撰写个案管理病

历,结合教材内容,进行老年综合评估(Comprehen-
sive

 

Geriatric
 

Assessment,CGA)训练、与临床相结合

开展老年综合征(Geriatric
 

Syndromes)管理小组活

动。如征求学员兴趣并按兴趣分组,每组各有1名教

学助理协助活动的开展。结合临床老年综合征常见

症状,如跌倒、压疮、谵妄、吞咽障碍等,根据其病因、
高危人群、预防与处理等,设计一系列开放式问题。
在活动开展前由教学助理提供给学员,并推荐相关教

材、指南和检索网站,让学员自主学习。学员通过群

策群力,分工合作,共同“探究”来分析解决问题,并汇

总撰写剧本,采用角色扮演视频拍摄的形式来完成老

年综合征管理小组活动。学员分别扮演医生、护士、
患者、家属等角色,设计常见老年综合征的评估、干
预、预防、健康教育及不良事件处理的场景等,做到人

人参与,团队协作。
1.2.1.3 调整成绩比例 原来的理论考试成绩占总

成绩的60%,实践考试成绩占20%,平时综合成绩占

20%。调整为理论考试成绩占40%,实践考试成绩占

30%,平时综合成绩占30%。实践考核30%的分配:
由原来专科操作占20%调整为15%,增加老年综合评

估占15%。平时综合成绩30%的分配:由原来的平时

考勤及表现占20%调整为10%,增加个案管理占

10%,老年综合征管理小组活动占10%。个案管理考

核包括选题、病例介绍、护理方法与经过、结果与讨论

和文献检索等分别量化评价,综合考查学员观点陈

述、问题解决能力、文献检索能力等。老年综合征管

理小组活动考核采用小组结题汇报,视频效果展示,
组内成员自评互评参与度、提炼核心问题能力等测评

方式,多角度评价学员“探究”实践的能力。
1.2.2 评价方法 ①成绩考核。两组理论考试题

型、题量、难度相同;统计两组学员培训结束后的考核

成绩,包括理论考试成绩、实践考核成绩、平时综合成

绩,满分均为100分。②教学满意度。由本课题组分

别设计学员调查问卷和教师调查问卷,其中学员问卷

包括12个条目,教师问卷包括7个条目;每个条目按

“非常不满意、不满意、一般、满意、非常满意”依次赋

值1~5,得分越高,表示满意度越高。由观察组班主

任发放问卷,统一指导语,学员、教师无记名独立填写

后当场收回。学员发放和收回均为202份,教师发放

和收回均为27份。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7.0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行χ2
 

检验、Fisher精确概率法、t检验、秩和检验,检验

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两组学员各项考核成绩比较 见表2。
表2 两组学员各项考核成绩比较

  

分,x±s
组别 人数 理论 实践 综合 总成绩

对照组 209 81.28±8.3990.26±2.2391.46±2.3887.03±3.76
观察组 202 82.05±6.9793.69±3.8794.86±2.6589.39±3.21

 

t 1.019 10.966 13.645 6.842
P 0.284 0.000 0.000 0.000

2.2 观察组学员及教师对探究式小组活动教学的满

意度 见表3。
表3 观察组学员及教师对探究式小组活动教学的满意度

 

项目 分数(x±s)
学员(n=202)
 激发学习兴趣 4.82±0.12
 语言表达和交流能力 4.72±0.27
 自主、合作学习能力 4.84±0.11
 课堂气氛 4.79±0.12
 理论和实践课比例 4.78±0.21
 实践课安排 4.79±0.13
 理论知识掌握 4.76±0.06
 临床技能操作能力 4.71±0.26
 提出问题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4.81±0.11
 文献检索能力 4.69±0.25
 学习效果 4.79±0.08
 成绩考核方式 4.78±0.13
 总体满意度 4.78±0.16
教师(n=27)

 学员学习主动性 4.81±0.09
 师生互动交流 4.78±0.12
 教学安排 4.68±0.23
 教学目标完成情况 4.75±0.21
 提高学员综合能力 4.81±0.11
 教学效果 4.79±0.10
 成绩考核方式 4.76±0.25
 总体满意度 4.77±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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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探究式小组活动有利于提高教学效果 表2显

示,观察组实践考试成绩、综合成绩和总成绩显著高

于对照组(均P<0.01),说明探究式小组活动教学有

利于提高学员实践及综合成绩。究其原因:①在理论

教学中,探究式小组活动首先由教师提出研究问题,
让学员自主探究,得出结论后再在课堂上展示、分享、
互动,教师总结指导。组内成员需要分工合作,在课

前复习已学过的知识,还要针对案例进行深入思考,
查阅文献、自主判断、分析问题、得出结论,最终解决

研究问题。最后组内协作制作多媒体,轮流派代表上

台讲解,让学员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提高了学习主

动性。②在临床实践教学中,增加CGA的训练和考

核。CGA是老年医学和护理实践的重要工具,以筛查

老年综合征,保护老年人健康与功能状态为目的[10]。
由于CGA内容繁多,涉及面广,为使学员能全面掌握

CGA技术,我们制作了CGA评估使用指导小手册,
评估操作视频,细化评估细则,帮助学员尽快掌握。
③结合临床老年综合征常见症状,如跌倒、压疮、谵
妄、吞咽障碍等,通过小组讨论、角色扮演、场景模拟、
多媒体制作等多种形式,开展老年综合征管理小组活

动,增加师生互动,激发学员的学习兴趣和探究能

力[11],同时有助于学员评判性思维和团队协作意识的

培养[5]。④学员在实施个案管理时,需要完成评估、
计划、实施、评价和反馈5个步骤,通过文献检索、学
习指南,拓展知识面,培养文献检索能力,并能了解到

相关疾病的最新护理研究进展和热点,保持与学科前

沿的接轨[12]。探究式小组活动教学形式丰富,有利于

知识的深化学习,学员动手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

养。
3.2 探究式小组活动获得学员、教师好评 由表3
可见,观察组学员及教师对探究式小组活动教学满意

度均较高。分析原因如下:①探究式小组活动教学在

传统教学方法的基础增加PBL+CBL教学法,结合临

床典型案例,以启发式、讨论式、答疑式等多元化教学

形式为特点,充分调动学员的积极性与主动性[13],克
服了传统教学中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弊端。②探究

式小组活动教学过程中,学员直面临床问题,需要参

与到解决问题、获取知识的过程中,有助于学员临床

思维能力的培养,缩小理论与实践的差距。③小组活

动时学员围坐或环桌而坐,学员与学员之间,学员与

老师之间交流更亲切自然,课堂气氛活跃。④学员轮

流担任“代表”上讲台,有利于培养学员的探究心和责

任心;同时教师及时总结、评价,便于学员及时识别错

误,老师也能把控教学进程。因此,探究式小组活动

教学易为学员、教师接受和认同。
综上所述,开展老年专科护士探究式小组活动教

学可有效提高教学效果,且受学员及教师欢迎。但在

实施教学过程中,个别学员反映视频拍摄任务重,付
出时间和精力多的问题,我们考虑下一步对学员采用

一定激励制度,如通过小组之间互评与带教老师评价

结合的形式评选优秀活动小组,颁发荣誉证书、优秀

视频展播等,来调动学员的参与积极性;另一方面拟

选取相应亚专业的本院专科护士加入小组活动给予

学员专业指导,以缓解学员学习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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