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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以儿科护理课程为例,探讨解决中高职教育衔接阶段课程内容重叠、教学方法雷同、学生学习收获较小等问题。方法
 

通过调研护理专业岗位能力,明确教学目标,重组教学内容,修订课程标准,分析学生学情,最终确定改革教学方法。然后将117
名中高职教育衔接阶段学生按班级随机分为实验班(58名)和对照班(59名),两班由同1小组授课教师讲授。对照班采用传统讲

授方法授课,实验班采用慕课与翻转课堂教学,增加临床护理路径在儿科护理综合训练中的应用。比较两班理论、技能考核成绩

和对教学效果的评价。结果
 

两班理论考试、操作考核成绩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实验班对教学效果的评价除

“能提高分析解决问题能力”、“能提高评判性思维”外显著优于对照班(P<0.05,P<0.01)。结论
 

在中高职教育衔接阶段的儿科

护理教学中,采用修订的课程内容,综合应用慕课、翻转课堂、临床护理路径教学取得了较好效果,可提升学生理论和技能考核成

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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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职与高职同属于职业教育,但两者既有着层次

上的区别,在教育内容上也有深度和广度的区别。中

职教育的目的是使学生掌握基本的专业理论知识和

相关职业的基本技能,相比之下高职教育所涉及的专

业知识更深、针对性更强。高职教育不仅要求学生掌

握更精深的技能,还要具有创新能力[1]和信息化教学

能力[2]。中高职教育衔接阶段即学生由中等职业教

育进入高等职业教育的转变过程。中高职教育的完

美衔接是完善职业教育、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目前

国内中高职衔接现行的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没有充分

考虑中职生源和普通高中生源的差异性,与中职教育

的对接缺乏有效性,出现课程内容重叠、教学方法雷

同、学生学习收获较小等问题[3]。2019年3~7月,
我校在中高职衔接专业课程上进行改革,通过重组教

学内容,修订课程标准,引入临床护理路径、慕课、翻
转课堂等教学形式及手段,对接临床护理岗位能力需

求设计教学内容,强化学生临床思维培养,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随机抽取我校2016级中高职教育衔接

阶段护理专业两个班级,学生117名,男5名,女112
名;年龄17~20岁。按班级随机分为实验班(58名)
和对照班(59名),两班年龄、教育背景、学习成绩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1.2 方法

1.2.1 教学方法

1.2.1.1 课程内容设置 课题组成员深入重庆三峡

医药职教集团成员单位医院及重庆市区、渝东北地区

11所三甲医院、18所二甲医院、3家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实地走访,了解临床儿科护士、社区儿保护士岗位

能力要求,同时通过对27名护理部人力资源管理人

员进行问卷调查,了解中职毕业生和中高职衔接毕业

生专业发展上的区别,并在比较原中高职儿科护理教

学内容后,依据儿科临床护理岗位对能力、知识、素质

的需求设置能力目标、知识目标和素质目标。结合儿

科护理岗位儿保护士、计划免疫室护士、医院临床护

士等典型工作任务,将课程整合为3类学习情境、涵
盖10个项目,包括社区儿童保健、正常与异常新生儿

评估护理、营养障碍性疾病患儿的护理、消化系统疾

病患儿的护理、呼吸系统疾病患儿的护理、循环系统

疾病患儿的护理、造血系统疾病患儿的护理、泌尿系

统疾病患儿的护理、神经系统疾病患儿的护理及感染

性疾病患儿的护理。
1.2.1.2 教学实施 两班学生所用教材相同,由同

一组授课教师讲授,均为60个学时。对照班按传统

教学方法,即教师讲授→示教→练习模式教学,学生

课后可在实训中心练习操作。实验班采用慕课与翻

转课堂教学模式教学,增加临床护理路径(Clinical
 

Nursing
 

Pathway,CNP)在儿科护理综合训练中的应

用,具体方法如下。①学校通过在线开放课程、慕课

建设等,完善儿科护理相关教学视频。中高职衔接学

生在入学前已经有了一定的专业理论与实践基础,每
次课前通过能够反复播放的慕课教学视频及其他教

学材料,便于学生深入理解、强化专业知识的学习。
②课中采用翻转课堂,由教师汇总讲解学生课前学习

中的疑惑,并通过情景模拟,按照护理程序对标准化

病人(Standardized
 

Patients,SP)进行整体护理,深化

核心知识,强化临床能力,建立起知识点之间、知识点

与临床应用之间的关联[4]。③课后学生在线完成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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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技能操作要点的练习,复习巩固所学,查漏补缺。
技能操作实训课引入CNP教学,授课教师通过对医

院儿科病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调研,收集临床常见

的、典型的儿科病例及其CNP相关资料,并按照课程

标准要求编写案例;将教学和临床实际工作情境相结

合,以护理临床路径为模板,罗列出每个情境具体的

护理工作,将人文关怀理念、知识、能力和认知的要求

融入案例中。授课前将案例发给学生,学生根据分组

情况在模拟病区利用SimMan高级模拟人、高智能数

字化儿童综合急救技能训练系统等设备,完成教学任

务,学生按照“教学用护理临床路径表”的要求学习模

拟病例从入院到出院的整个护理过程。以新生儿肺

炎为例,其护理教学路径见表1。
表1 新生儿肺炎护理教学路径

时间 临床护士工作任务 学生学习任务

入院当天 1.评估,进行入院宣教 1.掌握专科护理评估技巧

2.吸氧、吸痰、雾化吸入、  (咳嗽气促、肺部啰音)

 静脉输液、物理降温、 2.正确实施各项操作,进行

 排痰护理  健康教育

3.生活护理

入院第2天 1.口腔护理 1.能正确实施操作

2.药物指导 2.能在高级新生儿模型上

 进行穿刺

入院第3~7天 1.皮肤护理 1.正确实施皮肤、臀部护理

2.臀部护理 2.正确配制配方乳

3.小儿喂养 3.掌握喂养方法

入院8~12天 沐浴与抚触 掌握沐浴和抚触方法和

 注意事项

入院12天后 出院指导 患儿出院生活指导

1.2.2 评价方法 ①成绩评价。学习结束后,以纸

质版形式同时对两班进行儿科护理理论知识考核;理
论知识考核结束后系部选派教师根据儿科护理技能

考核标准在实训中心进行技能操作考核。两班采用

统一命题,满分均为100分。②教学模式评价。通过

文献学习[5]自制调查问卷,于学习结束后对两班进行

教学效果评价。问卷共6个条目,学生采用“是”、
“否”作答。问卷统一发放,当场回收,发出问卷117
份,回收117份,有效回收率为100%。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9.0软件对两组数

据行t检验和χ2 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两班考核成绩比较 见表2。
表2 两班考核成绩比较 分,x±s

班别 人数 理论 操作

对照班 59 88.00±4.31 85.60±3.65
实验班 58 92.80±7.03 91.70±6.21

t 4.461 6.491
P 0.000 0.000

2.2 两班对教学效果的评价比较 见表3。
3 讨论

3.1 中高职衔接教学良好首先要调研岗位能力,明
确教学目标 课题组通过对医院儿科护理岗位进行

调研,深入多家三甲或二甲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实地走访,了解临床儿科护士、社区儿保护士岗位能

力要求,同时,通过问卷调查了解用人单位对中职毕

业生和中高职衔接毕业生在专业发展上的不同安排,
从而指导两类学生不同的培养路径。调研发现中高

职衔接高职阶段目前的教学目标停滞于反复理论知

识传授及基本操作练习上,忽视了对学生临床综合能

力的培养;忽视了学生临床思维、沟通协调团队合作

能力的培养;忽视了现代护理模式对护士综合素质的

需要[3]。根据调研结果,整合重组课程体系,充实专

业新知识、新技能,强化临床岗位能力培养,明确儿科

护理岗位能力要求,重新设定儿科护理课程内容,依
据儿科护理相关岗位对能力、知识、素质的需求设置

能力目标、知识目标和素质目标,使教学更具针对性。
表3 两班对教学效果的评价比较 人(%)

班别 人数
激发学习

兴趣

提高自主

学习能力

提高分析解决

问题能力

有利于学习内

容的理解吸收

提高课堂的

互动效果

提高评判性

思维

对照班 59 50(84.7) 47(79.7) 49(83.1) 49(83.1) 42(71.2) 44(74.6)
实验班 58 57(98.3) 54(93.1) 53(91.4) 56(96.6) 55(94.8) 50(86.2)
χ2 5.228 4.477 1.815 5.792 11.535 2.505
P 0.022 0.034 0.178 0.016 0.001 0.113

  中高职课程教学内容的衔接关键是在宽度与深

度上的衔接。通过中高职护理毕业生主要就业面向

及岗位职业能力分析[6-7],中职护理专业教学内容主

要是临床基础理论知识和基本专业技能;其学习是局

部的、微观的知识学习,单项的、基本的技能训练;高
职阶段培养目标所对应的各级医疗机构职业岗位要

求的职业能力形成为基础,与中职衔接的高职护理专

业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选取上要充分考虑学生已

有的专业基础,突出已有专业知识能力的应用和拓

展,注重学生临床综合职业能力培养,因此高职阶段

的学习应是全面的、拓展的知识学习,以及综合的、职
业的能力应用[8]。本研究将基础医学知识、基础护理

操作、儿科专科护理操作与儿科临床岗位护理应用结

合起来,开展综合训练,如在小儿肺炎的教学内容中

设计综合案例,融入物理降温法、雾化吸入法、吸痰

法、吸氧法、头皮静脉穿刺等,使教学内容与临床结合

更紧密,更具针对性。

3.2 中高职衔接教学需综合应用多种教学方法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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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新技术、新方法的使用可明显提高教学效果。表2
结果显示,实验班理论考试、操作考核成绩显著优于

对照班(均P<0.01),且实验班对教学效果的评价除

“能提高分析解决问题能力”、“能提高学生评判性思

维”两项外显著优于对照班(P<0.05,P<0.01)。这

是由于传统教学模式中,学生只能被动地接受知识灌

输,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高。本研究实验班

教学中,综合应用了慕课与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教师

首先把握好课前教学设计,学生课前必须通过网络领

取学习任务,并到课程网络平台下载资料完成自主学

习,明确学习难点,做到课中有的放矢[6];同时课堂教

学中引入CNP[9-10],基于CNP的任务引领教学法能

够使学生深入理解、掌握疾病理论知识,提高临床实

际应用能力,学习效果明显提高。郭瑛等[11]研究指

出,大部分高职学生高度认可在线学习方式,参与度

较高。本研究中,学生课后必须在线完成理论练习及

技能操作练习,不断强化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在本教学模式中案例及微课视频导入充分激发了学

生的学习兴趣[12-14],同时考核与教学结合,真正做到

以学生为主体,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得到了充分发挥,
提高了学习效果。
4 小结

中高职课程教学有效衔接最根本的做法是针对

课程内容、教学方法进行总体性的重新设计,与普通

专科生进行分类教学,针对临床需求制定人才培养方

案,重组教学内容,并改革教学方法,以达到提高教学

效果,真正做到有效衔接。本研究依据儿科临床护理

岗位对能力、知识、素质的需求重新设置教学内容,综
合应用慕课、翻转课堂教学,并将CNP应用于实训教

学中,提高学生理论与操作考核成绩,学生反馈较好,
但在提高分析解决问题能力与提高评判性思维方面

尚存不足,需要在今后的教学中进一步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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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学杂志》在线投稿:http://www.hlxzz.com.cn或http://www.chmed.net;E-mail:jns@tjh.tjmu.edu.cn
地址:武汉市解放大道1095号《护理学杂志》编辑部,邮编430030
咨询电话:027-83662666; 联系人:雷冰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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