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学科融合教学在护生骨科临床实习中的实践

刘瑞安1,程建军2,黄萍2,丁杏1

摘要:目的
 

探讨多学科融合教学在护生骨科临床实习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骨科实习护生96人,按照入科先后顺序分为对照

组和试验组各48人。对照组采取常规临床护理教学实践,试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开展多学科融合教学活动;比较两组出科考核

成绩、教学效果以及批判性思维能力。结果
  

两组均完成4周实习,两组出科考核成绩、教学效果评价及批判性思维评分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

 

多学科融合教学可促进护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进而促进教学效果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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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applying
 

multi-disciplinary
 

integrated
  

classroom
 

teaching
 

in
 

clinical
 

teaching
 

for
 

nursing
 

interns
 

working
 

in
 

orthopedic
 

department.
 

Methods
 

A
 

total
 

of
  

96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who
 

were
 

having
 

clinical
 

intern-
ship

 

in
 

the
 

orthopedics
 

department
 

were
 

selected
 

and
 

evenly
 

divided
 

into
 

2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department
 

entry
 

for
 

in-
ternship.

 

The
 

control
 

group
 

was
 

subjected
 

to
 

a
 

conventional
 

clinical
 

nursing
 

practice
 

teaching
 

mode,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additionally
 

subjected
 

to
 

a
 

multi-disciplinary
 

integrat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Department
 

exit
 

exam
 

scores,
 

teaching
 

ef-
fectiveness,

 

and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exit
 

exam
 

scores,
 

better
 

teaching
 

effect
 

evaluation
 

and
 

critical
 

thinking
 

capability
 

scores
 

(all
 

P<0.05
 

).
 

Conclusion
 

Apply-
ing

 

multi-disciplinary
 

integrated
  

classroom
 

teaching
 

in
 

clinical
 

teaching
 

could
 

improve
 

nursing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capability,
 

thus
 

enhancing
 

teach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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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实践教学对于提高实习护生的理论知识水

平、技术水平、职业素养具有重要作用。实习护生在

进入临床之前,缺乏实际工作经验,无法处理临床各

种突发状况。因此,护理教育应重视临床实践教学的

开展,并且在教学过程中提供多学科、多元化的知识

供给,培养护生综合运用各科知识解决复杂实践问题

的能力,为其成长和发展提供有力支持。然而,如何

打通学科壁垒,推进学科交叉融合,是当今护理教学

面临的一大痛点问题。多学科融合教育模式强调跨

领域、跨学科的教育理念,其核心在于将相互联系、协
同的学科知识交叉融合,让学生掌握本学科知识的同

时,也能熟悉其相关学科领域知识,进而形成多元化

知识结构,并在学习过程中不断优化[1-2]。目前,多学

科融合教学已在生物医学工程[3]、预防医学[4]、中医

学[5]等医学类专业中使用,对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供

了新思路。近年来,网络教学平台打通了学科壁垒,
整合专业、学科、院校间资源,为实施学科交叉融合打

下坚实基础[6-7]。因此,本课题组经过前期调查、编制

综合案例、论证实施方案的基础上,开展多学科教学

实践,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2年7月至

2023年6月在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骨科实习

的护理本科生为研究对象,2022年7-12月48人纳

入对照组,2023年1-6月48人设为试验组。研究对

象均知情同意、自愿参加本研究。本研究已通过我院

教务科审批(JG202139)。两组护生一般资料比较,见
表1。

表1 两组护生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人数
性别(人)
男 女

年龄

(岁,x±s)
课程成绩(分,x±s)
公共基础 护理基础

对照组 48 3 45 22.15±0.68 82.35±3.5283.29±4.53
试验组 48 2 46 22.25±0.73 82.50±4.2384.90±3.92
统计量 t=-0.722 t=-0.184 t=-1.855
P 1.000 0.472 0.855 0.067

1.2 方法
  

1.2.1 教学方法

两组护生均完成4周骨科病房实习,每轮实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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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8人。对照组采取常规临床护理实践教学。第1
周:了解骨科病房的布局和规章制度,熟悉工作环境;
学习骨科护理的基本知识;掌握骨科护理的基本技

能;熟悉骨科病房的护理流程。第2周:深入了解骨

科常见疾病护理知识;掌握骨科患者康复训练方法。
第3周:掌握骨科专科操作技能;了解骨科疾病的外

科治疗方法和效果。第4周:参与骨科患者康复护

理;了解骨科患者的出院指导和管理;完成实习期间

的反思和总结,整理学习笔记和心得体会。试验组在

对照组基础上开展多学科融合教学实践,具体如下。
1.2.1.1 组建多学科教学团队 包括3名骨科专科

护士、2名护理高校教师、1名骨科临床医师、1名临

床营养师、1名康复治疗师、1名心理医生、1名工程

师,通过线上网络会议、线下专题讨论和群探讨等形

式参与教学活动。
1.2.1.2 设计教学方案 护理教师对教学内容进

行整理,通过线上教研活动,结合多学科团队教师专

业特长,选定骨折、关节炎2个内容进行创新教学设

计,包括案例导入、任务驱动、“护理+X”教学、模拟

演练、反思总结5个环节,涵盖医学、科学、人文等多

学科知识。护生以小组为单位,每大组8人,分成2
个小 组,入 科 的 第 2、4 周 每 周 二 或 周 四 下 午

14:30-17:30实施多学科实践教学。每轮实习时

长1个月,开设2次,总学时数为10学时。选择具

有代表性的骨折、关节炎病例,每个病例包括患者病

史、检查结果、诊断、治疗方案、护理措施等。骨科模

型及特制患者服装:准备不同类型的骨科疾病模型

和患者服装,如关节部位有护套、绷带等。骨科护理

所需用物:包括拐杖、助行器、关节活动器、理疗设

备、夹板、石膏、绷带、输液装置、心电监护仪、氧气

等。演示设备及房间布置:准备如投影仪、计算机等

演示设备,用于展示病例资料和医学图像,布置一些

能够模拟骨科病房的物品,包括床位、轮椅、储物柜、
输液椅等,为护生提供一个真实临床情境的骨科护

理案例讨论环境。
1.2.1.3 实施多学科融合教学 以骨折患者护理为

例,课程时间180
 

min,授课地点为科室小教室。①案

例导入(5
 

min)。播放“足球场上常见的运动损伤,你
了解吗?”视频资料,点明学习目标,吸引护生对学习

产生关注和兴趣。②任务驱动(25
 

min)。出示任务

清单。任务:小李同学在运动时不慎摔伤,半小时急

诊入院,左下肢肿胀明显,成缩短、成角畸形,触之有

骨擦感,左足背动脉搏动可触及,X片显示:左胫腓骨

粉碎骨折;要求:护生以小组(4人)为单位,分组探讨

运动损伤的预防和护理措施,并派代表分享小组讨论

结果。③融合教学。线下教学(60
 

min):护理教师通

过案例情境,引导护生了解运动损伤导致骨折的类型

和原因,护理措施等;临床医生结合影像学图片、患者

表现,详细讲解骨折的发生机制、临床表现、诊断要

点,并列举临床常用的治疗方案;康复治疗师讲解如

何制定科学合理的康复训练计划,并列举成功康复案

例;营养师就如何科学评估患者营养状况,哪些食物

能促进骨折愈合,并如何计算患者每日所需总热量,
制定正确的饮食配比;心理医生讲解骨折患者常见心

理问题及如何开展针对性干预。线上教学(10~20
 

min):连线工程师介绍治疗或手术过程中常用的生物

材料种类和特性,以及目前新型智能化的康复器械

等。④模拟演练(50~60
 

min)。模拟运动损伤现场,
团队分工协作,护生分别扮演患者、护士和医生角色,
依据患者资料制定护理方案,并实施相关护理实践操

作,全程录像。⑤反思总结(20
 

min)。回放各组操作

流程,以自评和他评的方式进行纠错交流学习心得。
最后,由教师对各组的小组讨论、模拟演练等环节进

行针对性评价,指出共性和个性问题,提出反馈指导。
1.2.2 评价方法

  

1.2.2.1 专科综合理论知识和技能考核 出科时,
科室负责教学的教师根据实习大纲要求,结合骨科专

科特色,制定专科综合理论知识(50分)和技能考试

(50分),内容涵盖骨科系统常见疾病的病因、临床表

现、评估诊断、处理原则及护理措施等内容,总分100
分,120

 

min完成。考试当天,题库随机抽取试题,采
取统一评分标准,带教老师评分后总带教老师复评,
以确保评分公平公正。
1.2.2.2 教学效果评价 根据医院实践教学管理

科对实践教学考核评价办法,参考文献[7-8]设计临床

护理实践教学效果评价表,包括学习兴趣(3个条

目)、知识迁移(4个条目)、临床实践(6个条目)、创
新思维(4个条目)、沟通协作(3个条目)5个维度共

20个条目。采取Likert
 

5级评分法,从“非常不赞

同”至“非常赞同”分别赋1~5分,总分20~100分。
出科前1

 

d由总带教老师统一对护生发放问卷,均
有效收回。
1.2.2.3 批判性思维能力评价 入组当天、出科前

1
 

d由总带教教师采用彭美慈等[9]修订的中文版批判

性思维能力测量表(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In-
ventory-Chinese

 

Version,
 

CTDI-CV)测评,共包含寻

求真相、思想开放、分析能力等7个维度,每个维度10
个条目,采取6级评分法。正向条目从“非常不赞同”
到“非常赞同”依次赋值1~6分,共计条目数30个;
反向条目数40个,采取反向赋分。量表总分70~420
分,得 分 越 高 说 明 批 判 性 思 维 能 力 越 强,该 量 表

Cronbach's
 

α系数为0.90。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4.0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服从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x±s)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计数资料用频数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χ2 检验、Fisher确切概率法。检验水

准α=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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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两组护生专科综合理论知识和技能考核成绩比

较 见表2。
表2 两组护生专科综合理论知识和技能考核成绩比较

分,x±s

组别 人数 理论知识 技能考核 总分

对照组 48 42.15±1.4440.77±1.7982.92±2.36
试验组 48 45.17±1.3943.71±1.6488.88±1.95

t -10.447 -8.392 -13.478
P <0.001 <0.001 <0.001

2.2 两组护生临床护理实践教学效果评价比较 见表3。
2.3 教学前后两组护生批判性思维能力评分比较 
见表4。

 

3 讨论

3.1 多学科融合教学能促进护生实习效果提升 多

学科融合教学注重知识多元化,内容丰富、形式趣味,
能提升学习效果[10-12]。本研究开展多学科融合教学

实践,护生实习成绩及效果得到提升(均P<0.05)。
教学内容除传统疾病相关医疗护理知识外,还融合

营养学、康复治疗学以及智能化辅助设备应用等,丰
富了实践教学内容,拓展了护生知识的广度和深度,
有利 于 激 发、调 动 护 生 的 学 习 兴 趣 和 主 观 能 动

性[13]。采用探究式学习方式,通过案例导入、任务

驱动、“护理+X”教学、模拟演练、反思总结5个环

节设计,启发护生自主思考,鼓励团队合作交流,激
发探究欲望,培养其创新精神;多学科融合教学为护

生营造开放、活跃的学习氛围,尤其增加工程师连线

环节,增强护生的学习体验和知识视野,模拟演练则

增加护生互动和深入交流,巩固课程教学效果,提升

了教学效率。

表3 两组护生临床护理实践教学效果评价比较 分,x±s

组别 人数 学习兴趣 知识迁移 临床实践 创新思维 沟通协作 总分

对照组 48 10.10±1.89 13.83±2.11 23.58±2.26 14.98±2.05 10.31±2.21 72.81±4.67
试验组 48 11.96±1.22 15.15±1.87 25.63±1.85 16.31±2.24 12.23±1.51 81.27±3.56

t -5.704 -3.229 -4.819 -3.042 -4.961 -9.942
P <0.001 0.002 <0.001  0.003 <0.001 <0.001

表4 教学前后两组护生批判性思维能力评分比较 分,x±s

时间 人数 寻找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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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组当天

 对照组 48 38.63±2.47 41.08±2.77 42.63±3.09 40.58±3.04 41.17±2.85 42.63±2.46 41.69±3.01288.40±7.39
 试验组 48 38.83±2.11 40.65±3.12 42.02±2.78 40.44±2.77 40.48±3.00 42.79±2.90 41.46±3.40286.67±7.33

t -0.444 0.726 1.008 0.246 1.153 -0.304 0.349 1.151
P  0.658 0.469 0.316 0.806 0.252  0.762 0.728 0.253

出科前1
 

d
 对照组 48 39.06±2.57 41.75±3.25 43.04±2.42 41.15±2.78 40.96±3.27 42.23±2.89 41.13±2.92289.31±6.86
 试验组 48 41.31±2.93 43.04±2.76 44.46±2.32 42.81±3.17 42.58±3.18 44.08±2.67 43.44±3.41301.73±8.81

t -4.002 -2.098 -2.929 -2.742 2.466 -3.264 -3.573 -7.708
P <0.001  0.039  0.004  0.007 0.015  0.002  0.001 <0.001

3.2 多学科融合教学有助于护生批评性思维能力的

培养 既往研究显示,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需重视

教学方法提升,需不断创设真实、生动、有趣的教学情

境,增设实践活动机会[14-15]。本研究设计以护生为主

体的实践环节,通过播放足球场上运动损伤真实案例

的相关视频,活跃教学气氛,引导护生了解运动损伤

的类型和原因;以任务驱动的方式确立护生为第一责

任人的主体地位,激发其主动思维、积极探究,寻求任

务破解;让护生模拟真实临床场景,进行病例分析和

诊断,锻炼其临床思维和判断能力;在实践环节完成

后观看录像回放,通过自评和他评的方式进行点评,
让护生更好地了解和掌握护理操作流程和要点,增强

对重点知识点的理解和记忆;通过反思总结,帮助护

生建立系统性思维,培养全局视角。整个教学过程始

终围绕护生的主体地位展开,开拓性设计的学习场

景、多学科教学团队参与、系统性思维视角以及临床

实例的模拟演练都成功激发了护生的求知欲和主观

能动性,有效提高了护生批评性思维能力。本研究结

果显示,教学后试验组护生批评性思维能力总分及各

维度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均P<0.05)。

4 结论
开展多学科融合教育实践,能培养和促进护生临

床批判性思维能力提升,提高教学效果。但本研究融

合教学仍处于建设阶段,案例设计和环境设备等还需

完善提升;多学科教学师资不足。未来需增设教学案

例,拓展教学场景,培养多学科师资,进一步深化教育

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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