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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Sandwich联合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法在神经内科临床实习中的应用效果,为进一步优化教学方法提供参考。方

法
 

以98名神经内科实习护理本科生为对象,按照实习病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49名。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法进行教学,观

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Sandwich联合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法。出科前比较两组理论考试成绩及对教学方法的评价。结果
 

观

察组理论考试成绩及教学满意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P<0.01)。结论
 

Sandwich联合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法可有促进

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提高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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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applying
 

Sandwich
 

teaching
 

plus
 

case
 

based
 

learning
 

(CBL)
 

methodology
 

to
 

nursing
 

students
 

having
 

clinical
 

internship
 

in
 

the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optimization
 

of
 

teaching
 

method.
Methods

 

Totally,
 

98
 

nursing
 

interns
 

working
 

in
 

the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were
 

evenly
 

divided
 

into
 

2
 

groups
 

by
 

the
 

units
 

where
 

they
 

worked.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teaching
 

with
 

traditional
 

methods,
 

while
 

the
 

intervention
 

group
 

additionally
 

received
 

Sandwich
 

plus
 

CBL
 

teaching.The
 

two
 

groups
 

were
 

evaluated
 

with
 

a
 

written
 

exam
 

at
 

the
 

end
 

of
 

the
 

internship
 

block,
 

and
 

asked
 

to
 

fill
 

ou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their
 

views
 

of
 

the
 

teaching
 

methods
 

they
 

received.Results
 

The
 

intervention
 

group
 

achieved
 

high
 

scores
 

in
 

end-of-block
 

written
 

exam
 

and
 

satisfaction
 

survey
 

regarding
 

the
 

teaching
 

methods
 

they
 

received
 

(P<0.05,P<0.01).
Conclusion

 

Sandwich
 

plus
 

CBL
 

teaching
 

methodology
 

helped
 

students
 

better
 

grasp
 

the
 

required
 

know-ledge
 

and
 

improved
 

teach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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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内科作为医疗纠纷高发、医疗风险较大的科

室,收治患者存在年龄较大、基础病多、病情复杂的特

点,这对护理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神经内科

疾病护理理论知识较为复杂,学生在系统学习完理论

知识后,反复在临床实习与实践是成长所必须的[1]。
临床上常使用的教学方法是以“讲”为主,通过课堂授

课对学生进行理论知识解读,学生对理论知识掌握情

况及实际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难以保证,也无法根据

学生实际情况进行教学内容调整[2]。Sandwich教学

法主要用于小班教学,整个教学过程穿插小组讨论、
交叉学习、分组汇报、教师总结等多个环节。这种教

学方式可交换课堂师生角色,加强师生及学生之间的

沟通,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构建新型的课堂师生

关系[3]。以 案 例 为 基 础 的 教 学(Case
 

Based
 

Lear-
ning,CBL)是通过具体案例的典型设置,引导学生积

极参与讨论,最终达到提高解决问题能力的一种教学

方法。该教学方式是以问题为基础,以“学生为中心”
的创新教学方法。为提高教学效果,我们将Sand-

wich教学法联合CBL应用于神经内科临床护理教学

中,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2020年8月至2021年3月在我院

神经内科实习的98名护理本科生为对象,均为全日

制,学制4年,每批学生在神经内科实习6周,按照护

理教研室下发名单分别安排在神经内科不同楼层实

习。将10楼、11楼的学生分为观察组,8楼、9楼的

学生分为对照组。在进入科室第1天采用同一套试

卷对两组神经内科专科理论知识进行闭卷测验。观

察组49人,男7人,女42人;年龄22~24(23.02±
0.35)岁;入科理论知识测试成绩(73.23±2.16)分。
对照组49人,男5人,女44人;年龄22~24(23.03±
0.43)岁;入科理论知识测试成绩(74.03±2.36)分。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380、
t=0.126、t=1.750,均P>0.05),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教学方法

根据护理教研室下发的护理实习计划,制订统一

的神经内科专科实习计划及目标,各楼层分别由1名

教学组长和4~6名临床带教老师负责临床教学,教
学组长由护士长推荐,护理教研室调研通过后方可任

命;临床带教老师必须是在神经内科工作5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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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师以上人员,具有丰富的理论授课及实践经验,对
临床带教老师提前进行培训及考核,考核合格后才能

安排学生进行临床带教。要求各楼层临床带教老师

按照教学目标对学生进行带教。对照组按照传统教

学法进行临床带教,首先做好学生的入科接待,让学

生对神经内科的环境、疾病特点和规章制度有充分的

了解,之后再由临床带教老师根据实习大纲进行一对

一带教模式的分配,出科前做好考核工作,实习期间

每周集中教学1次。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

Sandwich联合CBL教学法进行教学,具体如下。
1.2.1.1 教学安排 每周将学生集中进行1次

Sandwich+CBL的混合式教学法授课,共6次课。实

习期间重点掌握神经系统的解剖和生理;神经内科常

见病症(包括脑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脑梗死、颅内

感染、癫痫、重症肌无力、帕金森病、吉兰巴雷综合征、
阿尔兹海默病等)的病因、临床表现、诊断、治疗、护理

及康复护理;神经内科常见诊疗技术(腰椎穿刺术、数
字减影血管造影术、溶栓/取栓术等)的配合及护理;
授课后学生带着案例和相关问题与思考进行下一周

的临床实践与学习。
1.2.1.2 Sandwich联合CBL教学方法 ①分组。
将学生分成4~6人1组,每周集中授课1次。②引

入话题。授课教师根据真实的临床案例导入话题。
举例:1例78岁的王爷爷是退休工程师,平时喜欢养

养花草,喝点小酒。端午节和家人吃饭高兴喝了不少

酒,夹菜时手中的筷子掉落,家人没在意。随后王爷

爷突然说话也含糊不清,家人看到王爷爷面色通红,
以为老人喝多了,便扶着老人离开饭桌来到沙发躺

下。这时老人不仅右脚走路没力气,而且还尿裤子

了,家人这才发现不对劲,赶紧开车送老人到医院。
在路上,王爷爷一直想睡觉,不能说话,问他什么只会

点头摇头。到医院后,测量血压为192/110
 

mmHg。
患者有高血压史20余年,间断吃药,最近1年患者觉

得血压控制得可以就自己停了降压药。医生确诊为

脑梗死,合并高血压Ⅲ级(极高危)。结合案例提出本

次教学课题的主要目标,让学生了解本节课需要掌握

的内容,并制订学习安排。③引出问题。教师在课堂

上向学生抛出需要解决的5个问题。问题一:从患者

病史能提取哪些专业信息? 问题二:饮酒和口齿不清

有没有关系,饮酒过量会不会出现失语、肢体乏力和尿

失禁? 问题三:王爷爷一直想睡觉,无法配合回答问

题,是病情发生变化了吗? 问题四:假若你是接诊护

士,遇到意识不清的患者如何处理? 问题五:王爷爷的

高血压自我管理正确吗? ④分小组讨论。第1轮是各

成员进行小组内讨论,时间为15
 

min,讨论结束后重新

进行分组,然后进行第2轮小组内讨论,使学生进行交

叉讨论与学习。⑤选派学生代表进行总结汇报。每个

小组派1名代表发言,汇报几次分组讨论的结果。⑥
教师总结。由带教老师对学生的发言进行总结,提炼

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对学生的发言进行补充,结合每个

问题的分析方法解析本次的学习目标。⑦学生讨论新

问题。如假如你是护士,试分析王爷爷的心理状态,如
何进行安抚指导? 在此环节里可以选择1个或者多个

与本次讲授内容相关的病例进行讨论。讨论时学生围

坐圆桌进行发言讨论,一方面可检验学生是否已经掌

握讲授的内容,能否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举一反三

地解决实际临床问题;另一方面可调动学生积极性,培
养其发散性思维。⑧反馈。由学生评价本次教学质量

及效果,不断促进教学质量改进。
1.2.2 评价方法 两组学生出科考试时使用统一的

闭卷考试考核,考试题型包括单选题、多选题、论述题

和案例分析题,满分为100分。实习结束后采取自设

问卷调查,了解学生对神经内科实习教学效果的满意

度。问卷主要包括教学目标、学习效率、发挥能动性、
临床思维能力、创新能力、临床操作技能6方面。每

个单项从“非常满意”到“非常不满意”计5~1分。本

次调查发放98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100%。
1.2.3 统计学方法 将所得数据录入SPSS20.0软

件,行t检验及χ2 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两组出科考试成绩比较 见表1。
2.2 两组对实习教学效果的满意度评分比较 见表2。

表1 两组出科考试成绩比较 分,x±s
组别 人数 单选题 多选题 论述题 案例分析题 总分

对照组 49 25.70±2.50 16.87±2.63 24.23±3.27 14.52±3.02 81.32±11.42
观察组 49 26.75±2.25 17.63±2.37 26.34±2.66 16.62±3.38 87.34±10.66

t 2.185 1.503 3.504 3.243 2.697
P 0.031 0.136 0.000 0.000 0.004

表2 两组对实习教学效果的满意度评分比较 分,x±s
组别 人数 教学目标明确 提高学习效率 发挥能动性 培养临床思维能力 培养创新能力 提升临床操作技能

对照组 49 2.98±0.84 3.00±0.76 3.10±0.89 3.04±0.97 3.04±0.99 3.22±0.97
观察组 49 4.02±0.84 3.98±0.94 4.02±0.87 3.86±0.83 3.71±0.90 3.57±1.03

t 6.128 5.675 5.174 4.496 3.505 1.731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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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Sandwich联合CBL教学法可有效促进学生对

理论知识的掌握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出科考

试总成绩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出科考试试

卷以专科知识内容为主,提示Sandwich教学法可有

效提高学生对专科理论知识的掌握,这与有关研究结

果[4-5]一致。在传统教学法中,教师讲授占主导地位,
没有足够的时间让学生去思考和解答相关问题,甚至

有些老师在整个讲授过程中没有实质性的提问环节

及学生发言和总结环节,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学习

兴趣不高,直接影响学生对讲座内容的掌握,因而不

能达到很好的学习效果[6-7]。Sandwich教学环环相

扣,层层递进,学生注意力集中、积极性高,能主动去

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并将问题与临床实习中碰到的

实际案例相结合进行讨论分析,从而加深学生对授课

教学中的重点内容的理解和记忆,有利于专科知识的

掌握。CBL教学法则是主张理论联系实际,学生通过

在实际临床中所遇到的问题,结合所学知识进行思

考、转化和运用,进一步加深了对专科知识的掌握。
3.2 Sandwich联合CBL教学法可提高学生对实习

教学效果的满意度 本研究结果显示,干预组对5个

方面的实习教学效果满意度评价显著高于对照组(均
P<0.01),说明Sandwich联合CBL教学法能帮助学

生更好地学习神经内科护理知识,能让他们从临床实

际案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同
时也有利于他们更好地将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这

种教学方法让学生不仅实现了教学目标,提高了学习

效率,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能动性,培养了临床思维

与创新能力[8-11]。①提高学习效率。此次研究对象

为全日制本科生,学生对老师的教学质量及授课水平

要求较高,更喜欢尝试新鲜的事物。临床带教老师采

用新的教学法进行导学,可以让学生看到老师对教学

的一种积极探索、与时俱进的态度,学生更愿意主动

参与到新的教学法中,学习效率高。②发挥能动性,
调动课堂氛围。观察组通过分成不同小组,为学生营

造了相互学习、相互讨论的氛围,学生大部分课堂时

间用于自主讨论,并进行交叉小组讨论,这种共同学

习方式,使他们能主动地参与到课堂学习中,从而激

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使得课堂学习氛围更加活跃,
最终提高了学生的课堂参与积极性[12-13]。③培养学

生的临床思维和创新能力,使得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得到锻炼与提高。Sandwich教学法采用

多种学习方式提高学生自主学习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CBL教学方法是以临床实际病例为基础,让学生综合

利用所学的理论知识进行诊断和思考,使得学生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锻炼。学生通过案例讨

论,提出相关问题,自主查找资料,相互讨论及自主动

手,在临床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临床护理思维,

通过实践-理论-再实践的反复过程中初步具备了

对临床疾病的护理能力。④将Sandwich与CBL教

学法相结合应用于临床,可以互为补充。Sandwich
教学法是临床实践与实际案例的相互巩固结合,通过

CBL教学的具体实施,为Sandwich教学提供具体素

材,强化学生理论知识转化、建立临床思维的训练,通
过实践讨论来完成知识的转化,最终实现提高临床思

辨能力以及表达能力的目标。
4 小结

Sandwich联合CBL教学法可有效提高学生对理

论知识的掌握,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和创新能力。但

本研究应用范围较小、观察周期较短,有待在今后的

研究中更加深入地验证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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