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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尔敏论证模式在成人护理学实践教学中的应用

杨茜,冯玉,王媛媛,曹熙

摘要:目的
 

提高专升本护生成人护理学实践教学效果。方法
 

将2018级专升本护生134人分为对照组、2019级114人分为试验

组;对照组行常规实训课教学,试验组采用图尔敏论证模式分为3个阶段(课前、课中及课后)5个环节(案例主张、证据呈现、论证

分析、辨证施护、引领反思)实施教学。课程结束后评价教学效果。结果
 

试验组护生考核成绩、对本教学模式的效果评价均显著

优于对照组(P<0.05,P<0.01);图尔敏论证模式教学后试验组护生临床推理与反思能力评分显著优于教学前(均P<0.01)。
结论

 

图尔敏论证模式应用于成人护理学实践教学中,可有效提高实践教学质量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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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mprove
 

practical
 

teaching
 

effect
 

of
 

Adult
 

Nursing
 

in
 

college
 

nursing
 

students.Methods
 

A
 

total
 

of
 

134
 

post-
secondary

 

nursing
 

students
 

of
 

Grade
 

2018
 

were
 

served
 

as
 

a
 

control
 

group
 

and
 

received
 

conventional
 

practical
 

teaching.One
 

hundred
 

and
 

fourteen
 

nursing
 

students
 

of
 

Grade
 

2019
 

were
 

treated
 

as
 

an
 

experimental
 

group
 

and
 

given
 

practical
 

teaching
 

using
 

Toulmin
 

ar-
gument

 

model.
 

The
 

teaching
 

was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he
 

class)
 

and
 

five
 

procedures
 

(case
 

asser-
tion,

 

evidence
 

presentation,
 

argument
 

analysis,
 

dialectical
 

care,
 

and
 

reflection).At
 

the
 

end
 

of
 

the
 

course,
 

teaching
 

effect
 

was
 

eva-
luated.Result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demonstrated
 

better
 

performance
 

in
 

exams
 

and
 

higher
 

evaluation
 

of
 

the
 

teaching
 

model
 

com-
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0.05,P<0.01).The
 

scores
 

of
 

clinical
 

reasoning
 

and
 

reflection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fter
 

the
 

course
 

than
 

the
 

baseline
 

stage
 

(P<0.01
 

for
 

both).Conclusion
 

Using
 

Toulmin's
 

argument
 

model
 

in
 

practical
 

teaching
 

of
 

Adult
 

Nursing
 

effectively
 

improves
 

teaching
 

quality
 

and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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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教育专升本是提升我国护士整体学历水平,
提高护理服务质量,促进护理学科发展的重要举措之

一[1]。近两年,每年约有百余名专升本护生进入我校

学习,由于其特殊的学习经历,他们虽然已完成临床

护理课程学习及临床实习,但半数以上护生仍存在知

识系统性较差,临床推理及反思能力不足,导致临床

综合实践能力偏低等问题[2]。加之新冠疫情影响,国
内大多数医学院校将临床见习改为校内实训,由于缺

乏临床真实场景,难以发挥护生辩证论证、独立思辨

的能力。图尔敏论证模式[3-4]是论证教学的重要理

论,包含主张、资料、根据3个核心要素,及支持、限
定、反驳3个辅助元素,不仅是进行分析和论证的有

效手段,也能够指导学生恰当合理地进行思维活动,
通过论证过程逐步培养和锻炼学生的科学思维、分析

推理及实践运用等能力[5]。目前,图尔敏论证模式已

成功运用于教育领域,如法学[6]、英语[7]、物理[8]等学

科,但未见应用于护理学教学领域。基于此,本课程

组通过专题讨论会的形式,充分考虑护生学情及实践

教学目标,反复讨论、论证,最终将图尔敏论证模式应

用于成人护理学实践教学中,取得良好效果,报告如

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于2021年9月至2022年1月采取便利

抽样法选取本校2018级、2019级专升本(本科为4年

制)护生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3年制护理专科

毕业生,通过专升本选拔考试进入本校;②入组时均

为本科3年级,并在本校完成了《护理研究》《医学统

计学》《营养与食疗学》等课程的学习;③均以《成人护

理学》实训课为研究载体;④护生对本研究知情同意。
将行常规教学的2018级护生134人作为对照组,行
图尔敏论证模式教学的2019级护生114人作为试验

组。两组护生一般资料比较,见表1。
1.2 教学方法

成人护理学实训课共30学时,上学期18学时,
下学期12学时,3学时/次;开设12项专科技能操作,
1~2项/次。每次课开放4个实验室,2018级、2019
级护生在教师配备、教材选择、实验室开放方面均保

证一致性,以确保带教能力、带教目标、带教环境具有

同质性。对照组(2018级)采取常规实训课教学模

式,即以临床案例为主体,融合理论与实践双脉络,具
体实施过程:①以教学大纲为指导,根据章节教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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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结合护生实际与专业需求确定教学目标。②理论

互动环节,首先发放案例资料,护生进行案例主体资

料浏览分析;其次,教师发放预设问题卡,主要包括临

床诊断、辅助检查、诊断依据、护理诊断、护理措施等

问题,以小组为单位讨论并进行纸笔作答;最后,随机

抽取3组进行结果分享,教师进行纠偏。③操作训练

环节,根据案例医嘱,进行专科护理技能操作训练,先
教师示教,讲解操作要点及注意事项,然后护生分组

练习,教师循环指导。④总结,护生总结实训课的理

论、操作收获与不足,撰写实训报告。试验组实施图

尔敏论证模式教学,具体如下。

表1 两
 

组
 

护
 

生
 

一
 

般
 

资
 

料
 

比
 

较

组别 例数
性别(人)
男 女

年龄

(岁,x±s)
内科护理学成绩

(分,x±s)
外科护理学成绩

(分,x±s)
健康评估成绩

(分,x±s)
妇产科护理学成绩

(分,x±s)
护士人文修养成绩

(分,x±s)
对照组 134 12 122 18.60±1.03 81.44±6.32 82.73±5.56 79.64±5.19 84.16±5.02 82.81±4.46
试验组 114 8 106 18.42±0.84 80.66±6.72 83.23±5.24 80.09±5.70 84.47±4.19 82.47±4.94
统计量    χ2=0.311 t=-1.491 t=-0.953 t=0.725 t=0.636 t=0.522 t=-0.569
P    0.577 0.137 0.342 0.469 0.525 0.602 0.569

1.2.1 图尔敏论证模式的教学设计 ①选定实训模

式。课程组教师通过线上、线下主题讨论会,反思现

有教学模式的利弊,通过头脑风暴形式,列举分析图

尔敏论证模式在成人护理学实训课中应用的可行性。
②系统学习。实训课教师通过自学+团体学习形式,
掌握包含图尔敏论证模式的基本要素、应用方法、个
案分析等内容,整体上把握模式的运用流程和实施细

则。③课程方案设计。课程组通过分析学情、教材及

教学目标,并以图尔敏论证模式为指引,优化课程教

学方案,设计知识与技能目标、过程与方法目标及情

感与价值目标,在授课前、授课中及授课后都嵌入图

尔敏论证模式的理念,同时增设临床推理及反思能力

的实训锻炼。④教学案例设计。由临床专科教师提

供病案素材,由课程组进行专题讨论,最终拟定教学

主题、必备知识点、案例问题设置、案例学习导引、专
科技能操作项目、知识拓展及课后任务。案例撰写者

根据疾病发生发展及转归设置2~3幕临床情境,包
括患者入院情况、实验室检查指标、临床治疗等资料

信息并将案例编制成PPT。
1.2.2 图尔敏论证模式的教学准备 ①教学用物准

备。各系统负责教师提前准备护生版案例、教师版案

例、图尔敏论证模式清单、A4纸若干。实验室教师则

负责准备各系统所需的实验用品、教学板书用品、教
学多媒体等;开放4个实验室。②护生准备。114名

护生,每个实验室约28人,每组5~6人。实训课开

课前2周,教师发放图尔敏论证模式使用说明及应用

流程,供护生自学;开课前1周,教师进行个案分析,
对可能遇到的问题进行解说、答疑,确保流程无误。
③课前预实验。组织5名护生按该模式实施预研教

学,进一步确保教学流程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并验证

流程的完整性和可行性。最终,在原有图尔敏论证模

式的基础上,课程组对教学实施流程进行了改良,设
置为“案例主张-证据呈现-论证分析-辨证施护-
引领反思”5个环节。
1.2.3 图尔敏论证模式的教学实施

以“糖尿病患者的护理”实训课为例,分为3个阶

段教学。

1.2.3.1 第1阶段(授课前3
 

d) 课程负责教师布

置课前学习清单,包括理论知识及专项技能操作(血
糖监测、胰岛素笔的使用),护生按照图尔敏论证模式

的流程,制订学习计划和学习目标,再根据学习通在

线能力测试,论证学习目标是否达成。
1.2.3.2 第2阶段(授课) ①案例主张。首先,教
师展示案例第1幕,以“老王惊险记”为题,呈现案例

主体部分:老王,69岁,退休工人,脾气暴躁。患者因

“口干、多饮12年,伴恶心、呕吐3
 

d”,拟诊“糖尿病酮

症酸中毒”,由急诊科工作人员平车推至内分泌科病

房。实践环节是护生以小组为单位完成病情交接及

入院介绍。接着,PPT展示患者的病史资料、实验室

检查资料及身体评估资料,要求护生根据收集的资

料,快速研判老王究竟怎么啦,提出自己的主张,即
“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诊断。②证据呈现。教师对

其诊断结论进行质疑,引导护生深入分析糖尿病酮症

酸中毒的诱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诊断要点,逐步

构建出“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知识脉络。接着,护生

呈现案例信息中的关键证据,如患者出现口干、多饮

伴恶心呕吐,乏力、纳差,精神萎靡,呼气有烂苹果味。
实验室检查结果显示随机血糖18.9

 

mmol/L,血钾

3.02
 

mmol/L,尿糖,尿酮体,血气分析pH 值

7.25,由此考虑诊断为糖尿病酮症酸中毒。③论证分

析。每组护生根据支撑材料(课本、教材、指南等)进
一步论证“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诊断标准,再将诊断

标准与案例中患者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指标等信

息一一比对,最终得出结论。④辨证施护。教师继续

展示案例情境,此部分的关键信息为医生接诊后开立

的医嘱,以及护士监测的生命体征、出入量等临床资

料。护生需系统分析患者现存的首要护理问题,判断

护理措施的执行顺序,教师抽选2名护生实施护理操

作,其余护生观摩;操作完毕,护生针对不当之处开展

思辨讨论;教师再针对护生操作的难点进行正确示

范;接下来护生分组练习,教师实时纠偏。通过“练-
辨-学-练”的路径,培养护生辨证施护的能力,加强

其对病情观察、血糖监测、胰岛素笔使用等的学习。
⑤引领反思。接下来,护生需根据患者入院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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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尿量、血糖值、生命体征,思考判断患者目前的病

情变化,是否需要调整治疗方案及护理措施。首先,
护生组内讨论,最后发现问题集中在“患者是否需要

补钾?”这一预设陷阱,为得出最终判断,组内分为正

反两方进行辩论,陈述各自观点及原因。然后,护生

在教师引导下对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患者低钾的原因、
临床表现、预防等方面进行小结,并陈述补钾原则及

注意事项。最后,双方反思各自的论证过程,逐步构

建知识框架,弥补和反思知识薄弱点。
1.2.3.3 第3阶段(授课后) 护生以小组为单位,
绘制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患者护理方案的思维导图,要
求基于图尔敏论证模式中3个核心要素(主张、资料、
根据)进行设计,并批注重难点知识及临床新进展。
1.3 评价方法 ①临床综合实训考核。课程结束后

考核,以临床案例为指引,以整体护理为框架,设置资

料分析、临床决策、辨证施护、技能操作、健康宣教5
个版块,每个版块20分,共计100分,得分越高,说明

护生综合实训能力越强。②课程效果评价。自制《成
人护理学实训课效果评价表》,包括对本学期教学模

式很满意(A)、提升学习积极性(B)、提升学习意识与

学习行为(C)、提升学习策略及反思能力(D)、提升思

辨及推理能力(E)、提升知识整合及运用能力(F)、提
升人际沟通能力(G)7个条目,采取“同意、一般、不同

意”3级评分。统计同意人数。③临床推理与反思。
采用俞杰等[9]翻译并修订的临床推理与反思自评

(Self-assessment
 

of
 

Clinical
 

Reflection
 

and
 

Reaso-
ning,SACRR)量表,该量表包括信息系统化(12个条

目)、分析问题(9个条目)、寻找真相(4个条目)、反思

能力(1个条目)4个维度共26个条目,采用Likert
 

5
级评分,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依次赋值1~
5分,总分26~130分,得分越高表示临床推理与反

思能力越强。总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754。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22.0软件进行数据处

理,行χ2 检验、t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两组护生《成人护理学》实训课考核成绩比较 
见表2。
2.2 两组护生教学效果各项评价指标同意率比较 
见表3。
2.3 试验组护生图尔敏教学前后临床推理与反思评

分比较 见表4。

表2 两组护生《成人护理学》实训课考核成绩比较 分,x±s

时间 人数 资料分析 临床决策 辨证施护 技能操作 健康宣教 总分

对照组 134 15.44±1.84 15.73±1.63 16.01±1.45 16.87±1.31 16.81±1.48 80.86±3.31
试验组 114 16.01±1.59 16.77±1.85 16.52±1.80 17.25±1.34 17.22±1.38 83.77±3.63

t 2.586 4.706 2.470 2.253 2.297 6.600
P 0.010 0.000 0.014 0.025 0.022 0.000

表3 两组护生教学效果各项评价指标同意率比较 人(%)

时间 人数 A B C D E F G

对照组 134 102(76.1) 75(56.0) 72(53.7) 72(53.7) 69(51.5) 81(60.4) 70(52.2)
试验组 114 101(88.6) 85(74.6) 87(76.3) 85(74.6) 90(78.9) 87(76.3) 80(70.2)
χ2 6.430 9.262 13.600 11.459 20.098 7.069 8.258
P 0.01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8 0.004

表4 试验组护生图尔敏教学前后临床推理与反思评分比较 分,x±s

时间 人数 信息系统化 分析问题 寻找真相 反思能力 总分

教学前 114 45.21±6.53 33.58±4.92 14.61±2.64 2.83±0.79 96.23±8.82
教学后 114 47.38±5.94 35.30±4.74 15.82±2.24 3.13±0.94 101.66±10.16

t 2.625 2.688 3.731 2.609 4.309
P 0.009 0.008 0.000 0.009 0.000

3 讨论

3.1 图尔敏论证模式能有效提升护生的临床综合

实践能力 面对复杂多变的临床环境,护生需通过

科学思维训练,不断提高其临床综合实践能力。然

而,目前我国护生临床实践效果不佳,急需采取积极

有效的教学改革,助推护生临床实践能力的高质量

发展[10-11]。本研究护生通过图尔敏教学模式的训

练,实现了从案例信息的输入到实践能力的输出,从
提出临床主张到开展辨证施护,从知识技能的被动

传授到科学思维的主动训练,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

提升了实践教学的质量和效果。表2显示,干预后

护生综合实训考核成绩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
P<0.01)。课 前,护 生 按 照 图 尔 敏 论 证 模 式 流

程[12-13]分析学习清单,制定学习目标,线上线下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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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资源,通过在线测试,完成目标达成度检测。课

中,通过案例信息的输入,到临床主张的提出,再到

证据呈现、罗列缘由,使得护生临床决策能力提升明

显;其次,依据案例排列护理要点及护理实践内容的

演练,加强护生辨证施护、健康宣教的能力,并提升

了专科护理操作技能;最后,设置知识难点辩论环

节,护生结合论据,陈述观点使理论知识得到升华,
加上操作事项的陈述,使操作技能细节得到强化。
课后,思维导图的绘制是图尔敏论证模式的延续,初
稿创作及不断反思导图的知识性、可读性和实用性,
帮护生打通阅读、思考、论证、整合及运用的关卡。
表3显示,实施图尔敏论证模式后,护生对课程整体

满意度达到88.6%,且各方面评价显著优于对照组

(P<0.05,P<0.01)。
3.2 图尔敏论证模式能有效提升护生的临床推理与

反思能力 临床推理与反思能力是评价护理教育质

量的重要指标,也是护生临床护理实践能力的重要表

现形式[14-15]。图尔敏论证模式强调以事实证据为基

础,通过合理推理完成合乎逻辑的论述,与对立方进

行辩论,使得观点正确[16],该模式在国内外实践教学

中已凸显其优势[17-19]。本研究基于图尔敏论证模式,
在实践教学案例主张环节,护生主动查询信息,并将

案例信息与课本知识进行分析对比,整合信息资源,
提出初步判断;在证据呈现环节,通过质疑“临床诊断

结果”,引导护生回溯案例中患者信息及病史资料,逐
步理清疾病的发生发展及转归过程;在论证分析环

节,护生通过查阅专家共识、指南、课本,列举能印证

观点的依据和标准;在辨证施护环节,要求护生口述

或模拟实践过程以解决患者现存健康问题,护生需动

脑想方案、动口说步骤、动手做流程,实现从“繁杂的

论证”到“生动的实践”能力的跨越;在引领反思环节,
教师设置问题陷阱,护生根据案例资料,组织论据,展
开正反方辩论,这不仅是论证各自观点的过程,更是

自我反思、自我改进的过程。表4显示,采取图尔敏

论证模式教学后护生临床推理与反思能力的各维度

评分均显著提高(均P<0.01),该结论与杨俐华[20]

研究结果相似。
4 小结

在《成人护理学》实践教学中运用图尔敏论证模

式,通过3个阶段(课前、课中、课后)、5个环节(案例

主张-证据呈现-论证分析-辨证施护-引领反思)
实施教学改革,让护生在用证、论证和辨证的过程中,
增强临床推理与反思能力,提升临床实践教学质量和

效果,为临床综合实训课的开展提供了新渠道。但本

研究仅针对专升本护生,研究对象较单一,且由于专

升本护生已有一定的临床护理知识和实践经历,对课

程而言也具备良性的教学环境。因此,后期需扩充研

究对象,延长研究时长,增设应用场景及课程门类,以
更全面地证实图尔敏论证模式在护理学领域的教学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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