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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案引导联合以文献为导向的自我学习
在传染病护理教学的应用

郑丹1,王晓倩2,王苏平1

摘要:目的
 

探讨病案引导联合以文献为导向的自我学习(CBS-RISE)传染病护理教学的效果。方法
 

将助产班护生87人按班级划

分为实验班43人和对照班44人,分别采取CBS-RISE教学和传统方式教学。比较两组护生的理论成绩、课程开设前后临床评判

性思维能力及实验班护生的教学评价。结果
 

课程开设后,实验班案例分析、研究设计成绩显著高于对照班(均P<0.01),护生临

床评判性思维能力除“自信心”外,其余维度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班(P<0.05,P<0.01);实验班护生对该教学法10个方面的认同

率达81.40%~97.67%。结论
 

CBS-RISE有利于提高教学效果和护生评判性思维能力,提高护生教学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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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进步和医疗水平的不断发展,我国的疾

病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经典传染病的发病率显著下

降,但新发、突发传染病不断出现[1]。《传染病护理》
是护理专业的核心课程,在新形势下,护生不仅要求

掌握传统传染病的相关知识,还要对新发及突发传染

病具有一定的探究能力。当前传染病护理的教学内

容、方法已无法满足现代医学教育的需要,传染病护

理的教学改革势在必行。CBS-RISE教学法是病案引

导教学(Case-based
 

Study,CBS)联合以文献为导向

的 自 我 学 习 (Reference-induced
 

Self-education,
RISE),CBS是PBL教学法的延伸,以案例为基础、
以护生为中心、以教师为引导的一种创新型教学模

式[2],已用于临床医学基础课程教学中[3-7]。RISE可

为CBS提供获取知识以分析和解决问题的途径[2],
两者相辅相成有机融合。我校在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建设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数字化教学资源共享平台,
在本科护生《传染病护理》教学过程中实施CBS-RISE
教学法,取得较好的效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方便抽取我校2017级助产1班、2班共

87人为研究对象。以助产2班为实验班(43人),男
生5人,女生38人;助产1班为对照班(44人),男生

4人,女生40人。两班护生均为全国高考统招生,其
年龄、已学专业课成绩比较,见表1。

表1 两组护生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人数
年龄

(岁,x±s)
护理综合成绩

(分,x±s)
对照班 44 22.05±4.30 143.89±16.09
实验班 43 21.89±4.17 145.78±16.75

t 0.176 0.537
P 0.861 0.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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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1.2.1 教学方法

1.2.1.1 组建教改团队 由盐城市妇幼保健院

(手足口定点收治单位)儿科护士1名、盐城市第二

人民医院(传染病专科医院)综合感染科护士1名、
盐城市第三人民医院儿科护士1名及本课程组3名

老师组成教改团队。6名教师中本科3名,硕士3
名;中级职称4名,副高2名;平均年龄(39.15±
2.78)岁,工作年限(14.67±2.11)年,均为“双师

型”教师。

1.2.1.2 收集案例 各医院根据本院收治患者情况

结合护士执业考试大纲共同设立病毒性肝炎、艾滋

病、麻疹、水痘、手足口病、猩红热6种疾病为教改病

例,由校内3名教师协助分别搜集案例并完成案例编

写。编写好的案例由教改团队教师共同探讨案例问

题设置,同时在患者及家属知情同意下,将患者临床

表现、检验结果等拍成视频或图片上传至学校数字化

教学资源共享平台。本研究以第2章“病毒感染性疾

病患者的护理”中第8节“水痘患者的护理”为例,见
样表1。

样表1 水痘患者的护理CBS-RISE案例

案例资料 基础问题 拓展问题

主诉 因“发热、高热、皮疹2
 

d”门诊以“水
痘”收治入院。

①水痘的病原体是什么? 有何特点?

②水痘的流行病学特征是什么?
①我省水痘高发的季节是什么? ②
您阅读的文献中主要是哪个年龄段

的人群高发?
现病史 女,2岁。患儿入院时精神状态差,全

身皮肤可见散在红色斑丘疹、丘疹、
水疱疹,部分已破溃;以面部及躯干

部较多,疹间皮肤正常。
(详见数字化教学资源共享平台)

①水痘如何分期? 各期有什么样的

特点? ②水 痘 的 出 疹 顺 序 是 什 么?
出疹有何特点? ③为什么水痘结痂

后不会留瘢痕? ④水痘常见病并发

症有哪些?

成人水痘与儿童水痘的临床表现有

无区别? 请说出异同点。

既往史 经常与邻居孩子一起玩耍,邻居孩子

半月前才出过水痘,现已痊愈。
水痘的传染源、传播途径及易感人群

是什么?
①导致水痘高发的危险因素有哪些?

②成人哪些人群容易高发水痘? 为

什么?
辅助检查 T

 

38.7℃,R
 

26次/min,BP
 

90/60
 

mm-
Hg。WBC

 

4.27×109/L,N
 

0.7,L
 

0.3。
(详见数字化教学资源共享平台)

哪些方法可以确诊为水痘? 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确定水痘病

毒株的基因特征? 有何意义?

治疗 给予阿昔洛韦片0.8
 

g口服,1次/6
 

h;外用炉甘石洗剂止痒。
水痘首选的抗病毒药物是什么? 最

好在什么时间内用?
①为什么在出疹期忌用糖皮质激素

和阿司匹林? ②还可以使用什么药

物治疗水痘? 为什么? 请举例说明。
护理 将患儿安置在儿科传染病病房;温水

沐浴,鼓励多饮温开水、饮食清淡;修
剪指甲;密切观察病情变化。

①如何对水痘 患 儿 进 行 隔 离 防 护?

②如果患儿皮 肤 瘙 痒 严 重 怎 么 办?

③患儿是否可用乙醇擦浴? 为什么?

①全球水痘疫苗策略有哪些? 哪种

策略为优选? 为什么? ②国产和进

口疫苗接种有无差异? 为什么? ③
水痘爆发时有 哪 些 应 急 处 置 方 法?
哪种更为有效? 为什么?

1.2.1.3 实施教学 本课程在二年级第2学期开

设,两组护生采用教材均为人民卫生出版社张小来[8]

主编的《传染病护理》,总课时24学时,其中实验4学

时,共开设6周。将实验班护生分为8个小组,每组

5~6人,每组设组长1名。课前要求各小组成员登录

学校数字化教学资源共享平台,阅读案例,针对案例

中提出的问题,任课教师指导护生通过校园网登录中

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等进行高质量论文检索。要求护

生检索近5年发表的文献(对个别疾病可检索近10
年),并来源于本专业的核心期刊。小组成员对检索

的文献资料认真阅读,进行归纳总结,对每个问题形

成本小组的观点和意见,并制作成PPT,以便课堂汇

报。每个疾病2学时,各小组汇报结束,进行讨论交

流,讨论过程中出现分歧的问题,由任课教师进行答

疑,最后由任课教师对本次课程进行小结。课后要求

各小组护生对本次课的内容进行梳理,制作成文献阅

读报告。对照班护生采取以讲授法为主的传统授课

方式。该组护生也可登录数字化教学资源共享平台

阅读案例及观看相关视频、图片资料。
1.2.2 评价方法 ①理论成绩。于本课程结束后实

施考核。共100分,包括单选题50题,来源于历年护

士职业资格考试题,为50分;案例分析2题,为35
分,由教学医院教师命题;研究设计,由任课教师根据

临床真实情景提出问题,护生通过查阅文献资料,设
计解决相关问题的研究方法,为15分。②护生评判

性思维能力评价。采用彭美慈等[9]翻译编制的评判

性思维能力测量表(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In-
ventory-Chinese

 

Version,CTDI-CV),该量表共有7
个维度,分别是寻求真相、开放思想、分析能力、系统

化能力、自信心、求知欲、认知成熟度,每个维度10个

条目,其中正性条目30条。条目采用Likert
 

6
 

级计

分法,总分70~420分,分数越高说明护生的评判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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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能力越强。该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0,各维

度Cronbach's
 

α值为0.54~0.77,总体内容效度

CVI为0.89。分别于课程前后开设调查,由研究者

向护生说明调查目的和意义,发放调查问卷。共发放

问卷87份,均有效收回。③护生对CBS-RISE教学

法反馈。参照相关文献[4-7,10]自行设计;共有8个条

目,以是、否作答。课程结束后向实验班护生发放问

卷,采用无记名方式填写,问卷均有效收回。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6.0软件进行数据

处理,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x±s)表示,两组比

较采用独立样本t 检验;计数资料用构成比和率表

示,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两组理论成绩比较 见表2。
表2 两组理论成绩比较

 

分,x±s

组别 人数 选择题 案例分析 研究设计

对照班 44 47.41±9.4825.15±5.02 6.35±1.27
实验班 43 47.85±9.5730.65±6.1311.25±2.25

t 0.215 4.608 12.550
P 0.830 0.000 0.000

2.2 两组护生评判性思维能力比较 见表3。

表3 两组护生评判性思维能力比较 分,x±s

组别 时间 人数 寻求真相 开放思想 分析能力 系统化能力 自信心 求知欲 认知成熟度 总分

对照班 课程开设前 44 36.52±4.41 40.38±4.85 43.01±5.32 36.58±4.19 42.19±4.23 43.72±5.1240.69±4.86283.09±34.47
课程开设后 44 37.31±4.52 41.02±4.89 43.22±5.19 36.63±4.40 42.66±5.12 44.19±5.3041.15±4.94286.18±34.54

实验班 课程开设前 43 36.47±4.32 40.52±4.97 42.58±5.08 36.22±4.12 41.21±4.15 43.58±5.0140.24±4.78280.82±33.58
课程开设后 43 40.66±4.88 43.34±5.18 46.18±5.54 40.34±4.84 43.19±5.18 46.71±5.6143.55±5.23303.43±36.45

t1 0.053 0.133 0.385 0.404 1.091 0.129 0.435 0.311
t2 3.323** 2.149* 2.572* 3.743** 0.480 2.154* 2.201* 2.266*

  注:*P<0.05,**P<0.01;t1 为课程开设前两组比较;t2 为课程开设后两组比较。

2.3 实验班护生对CBS-RISE教学的评价 见表4。
表4 实验班护生对CBS-RISE教学的评价(n=43)

条目 肯定回答(人) 百分率(%)
利于激发学习兴趣 40 93.02
利于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36 83.72
利于提高师生互动 38 88.37
利于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42 97.67
提高了科学思维 37 86.05
优于传统教学法 35 81.40
利于教学相长 38 88.37
建议用于其他课程 35 81.40

3 讨论
 

3.1 CBS-RISE的教学要求 CBS-RISE教学法从

典型案例入手,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查阅文献

资料引导护生自主学习。该教学法实质属于探究型

教学,在实施教学的过程中包括3个要素:案例、问题

及文献资料。案例是基础,课程组教师收集临床典型

案例,依据疾病发生发展规律撰写案例。问题是核

心,通过了解岗位工作任务、行业专家访谈,结合课程

教学目标,根据案例,设计相关问题。问题包括基础

问题和拓展问题,其中基础问题是护生必须掌握的知

识点,拓展问题用以拓展护生学习的广度和深度。查

阅文献资料是途径,护生通过查阅文献资料了解该疾

病的最新研究进展,并结合自己专业进行归纳总结,
但需避免查阅信息的简单堆砌,导致在交流时信息量

过大,护生难以吸收,无法完成预期学习目标。
 

3.2 CBS-RISE教学有助于提高护生的综合能力 
CBS-RISE教学法对培养护生临床评判思维、提升科

研创新、团队协作等综合能力具有明显的优势[11]。表

2结果显示,两种教学模式护生基础知识点掌握方面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案例分析和研究设

计得分实验班显著高于对照班(均P<0.01),说明

CBS-RISE教学有效提高了护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能力,同时培养护生的团队凝聚力、科学思维方式等。
CBS-RISE教学依托数字化教学资源共享平台,以典

型案例为基础为护生提供更为直观的病例资料,提高

护生对传染病的感知认识;以问题为导向的探究型学

习,更多要求“生生协作、师生互动”,教师不再是教授

者,而是引路人;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更加强调护生利用信息化网络资源获取和利用信

息资料的能力。表3、表4结果显示,在本课程开设后

实验班护生的临床评判性思维显著提高;与对照班相

比,除“自信心”维度外,其余各维度得分均高于对照

班(P<0.05,P<0.01)。CBS-RISE教学使理论知识

在实际问题中得到强化和理解,拓展临床思路,从而

提高护生的临床评判性思维能力[12]。CBS-RISE教

学法结果反馈表明,护生认为此法优于传统教学法,
有助于提升各方面能力,更有利于“激发学习兴趣”
(93.02%)、“加深对知识的理解”(97.67%),护生在

寻求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体会到了学习的快乐、激发学

习兴趣;当问题解决后,会因自己的发现获得更大的

成就感[13],使自己的高级思维能力得到锻炼,从而提

升自身的综合能力。
3.3 CBS-RISE教学法存在的难点

3.3.1 教师需有胜任课堂教学的综合能力 CBS-
RISE教学模式开展,真正体现授之护生以“渔”的教

·96·护理学杂志2020年4月第35卷第8期



学理念,课堂由封闭式转变为开放式,教师由知识的

传递者转变为知识的引导者、激励者和促进者,由知

识的讲授者转变为设计者、流程管理者、危机处理者

和总结反馈者[14-15]。随着教学模式的转变,这对护理

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教师要转变教学理念;
其次教师在熟悉本专业知识的同时,还要有丰富的临

床经验、熟练使用信息化技术、把控全局等综合能力。
因此,课程组要求教师定期进入临床定岗实践、积极

参加各类教科研培训,不断提升自身素质和综合教学

能力,以适应教学模式改革的要求。
3.3.2 对护生整体素质要求较高 CBS-RISE教学

涉及的知识面较为广泛,要求护生有一定专业知识,
具有主动学习、善于思考的学习精神,才能有效地参

与互动交流。因此,本课程在第4学期开设,在前3
个学期护生已经完成专业基础课和大部分专业核心

课程的学习,已经储备一些护理专业知识和人文知

识。同时护生需学会使用计算机检索文献资料、学习

网络资源、制作PPT等,前期计算机课程的开设,为
本教学模式的开展奠定了基础。在课程学习结束后,
要求各小组同学完成一份文献阅读报告,以巩固学习

内容,提高学习效率。
综上所述,CBS-RISE教学法有利于教学相长、

师生“双赢”。应用于传染病护理教学中既可优化、
整合教学资源,拓展教学内容,提高学习效率,又可

提升护生团队协作、临床评判性思维、科研设计等综

合能力。但在教学过程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如网络

资源的更新和维护、如何让主动性不强的护生适应

本教学法等,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将不断完善和改

进,让教学维持其创新性和生命力,保证教学效果和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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