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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著·

基于STEM教育理念和Tanner模式的护理
综合实训案例教学实践

乔桂圆,陈宁波,柯智兰,刘长秀,祝鑫红,贺惠娟,邱雨菲,汤羽迪,杨芬

摘要:目的
 

探讨基于STEM教育理念和Tanner模式的护理综合实训案例教学实践效果。方法
 

选取护理专业2021级本科学生

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抽签方法各选取2个班作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102人。对照组在护理综合实训课程中采用常规案例教学

法;观察组基于STEM教育理念建设以操作技能项目库和综合教学案例库为主的教学资源库,并按照Tanner模式通过察觉、诠
释、反应、反思4个环节开展案例教学。结果

 

教学结束后,观察组课程考核成绩、评判性思维能力及人文关怀能力评分显著高于

对照组(均P<0.05);观察组护生对课程教学效果的认同率为67.6%~90.2%。结论
 

基于STEM教育理念和Tanner模式的护

理综合实训案例教学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课程成绩、评判性思维和人文关怀能力,护生对课程教学的认可度较高。
关键词:护理本科生; 护理综合实训; STEM教育理念; Tanner模式; 评判性思维能力; 人文关怀能力; 护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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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综合实训课程是护生实习前培养软硬技能、
适应临床环境、胜任实习任务的重要学习环节,在教

学中亟需注重护生临床思维能力及人文关怀意识的

培养。但传统的护理综合实训主要是通过PPT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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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复习理论知识和安排护理技能操作练习,忽视了

对学生知识运用能力的培养,导致实习护生的综合护

理能力较差[1]。STEM 教育理念 是 以 Science(科
学)、Technology(科技)、Engineering(工程)、Mathe-
matics(数学)知识为基础对问题或项目进行探讨学

习,是集科学素养、技术素养、工程素养、数学素养于

一体的教学理念[2],倡导将不同的学科知识融合为一

体,提供有利于激发认知好奇的现实情境,进而培养

学生分析、推理和解释不同情境问题的能力及综合实

践能力[3-4]。传统思维训练多采用非结构化的反思练

习,缺乏系统的框架结构,难以维持思维的连贯和深

入[5]。Tanner教 授 提 出 的 临 床 判 断 模 式 (又 称

Tanner模式)将护理临床思维描述为察觉、诠释、反
应、反思4个过程,护生通过分析、直觉、叙事等一种

或多种形式进行推理并做出判断[6],此模式用于护理

教学已取得较好效果[7]。鉴此,笔者借鉴STEM 教

育理念创建护理综合实训课程教学资源,通过临床案

例将护理专业课程、医学基础课程及人文社会科学课

程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整合,并通过Tanner模式

指导护生分析临床教学案例,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我校2021级共4个班的四年制护

理本科学生(下称护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抽签方法

各选取2个班作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均102人。对照

组女85人,男17人;年龄20~22(21.18±0.50)岁;
护理专业核心课程平均成绩为(83.50±3.41)分。观

察组女86人,男16人;年龄20~22(21.25±0.74)
岁;护理专业核心课程平均成绩为(82.85±2.83)分。
两组性别、年龄及护理专业核心课程平均成绩比较,
χ2=0.036、t=0.530、t=1.481,均P>0.05。
1.2 教学方法 

护理综合实训课程于大三下学期开设,共60学

时,两组课时及课程授课教师完全相同。对照组采用

传统技能练习及案例教学法,即课前观看技能操作视

频,课中练习操作项目,教师设计内外妇儿科护理教

学案例分开讲授,课后知识检测。观察组基于STEM
教育理念将教学案例进行优化融合,根据Tanner模

式引导护生分析案例并作出判断和决策。具体课程

教学方法如下。
1.2.1 课前基于STEM 教育理念的课程铺垫 ①构

建多学科教学团队。教学团队由学院专职教师和临

床专任教师共同组成,涉及内外妇儿科护理学等多学

科领域,发挥合作探究精神,体现“集团效应”的优势,
促进协同教学。包括临床专任教师8人,均为副主任

护师;学院专职教师8人,其中讲师2人,副教授6
人。②建设教学资源库。主要包括操作技能项目库

和综合教学案例库(见样表1)。操作技能项目库包

括临床常见的基础护理和专科护理操作项目的30个

教学视频,由教学团队组织曾参加过国家技能比赛的

教师、护生以及附属医院操作技能小组的教师录制。
教学团队参考近几年国家及省级技能竞赛的命题内

容及形式,基于STEM 教育理念融合多学科知识设

计10个综合案例,注重护生对案例动态处理,以培养

护生临床思维、整体护理、知识综合运用及团队协作

能力。案例初稿完成后,教学团队就案例内容的逻辑

性、知识点的关联度以及设置问题的适宜性等进行讨

论修改。在试用过程中根据师生的反馈及时优化和

改进,如护生反映静脉输液练习的溶液都是生理盐

水,在编写案例时可设计不同的药物,还可提高难度

设计药物剂量有误的医嘱,以考察护生对用药错误识

别的敏感性。③课前准备。教学前2周将操作技能

项目库中的操作视频上传至超星学习通平台供护生

观看,课前1周将每次课对应的综合案例发给护生并

要求课前查阅相关资料完成预习,以上均要求护生在

课下完成。将护生按照学习情况分组,每组5~6人,
并指定1人为组长,负责协调小组活动。
1.2.2 课中基于Tanner模式的探究学习 课程前16
学时护生分组练习30个单项操作技能项目;然后进行

10个综合案例的讨论学习,每个案例4学时,共40个

学时;最后4学时用于课程终末考核。教学团队教师

在参考相关文献[7-8]的基础上制订基于Tanner模式

的临床案例分析提纲(见样表2),引导护生对综合案

例进行探究学习,具体过程以表1中的示例案例阐

述。①察觉。首先,护生快速锁定疾病相关的关键信

息(如妊娠34周、上腹绞痛、恶心呕吐、宫缩、下腹阵

痛等),并简要概括患者目前的情况,以培养护生的表

达能力和概括能力;其次,护生察觉案例中异常的信

息或问题(如白细胞26.35×109/L等)。通过此过程

培养护生敏锐的洞察力。②诠释。护生筛选出关键

信息后,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解释信息的具体含义并

判断患者具体病情,如实验室检查血清淀粉酶远高于

正常值、B超显示胰腺体积弥漫性增大,恶心呕吐等

临床症状,整合后提示患者可能为急性胰腺炎;患者

妊娠34周,下腹阵痛,有宫缩,综合判断患者有先兆

早产迹象。根据上述判断,确定该患者的治疗措施

(如立即禁食并维持减压、使用抑制胰腺分泌及抗胰

酶药物、抗感染治疗、维持水电解质平衡及营养供给、
监测胎儿情况等),并按优先次序确定患者的护理问

题(如疼痛、有水电解质失衡的危险、营养失衡、有感

染的危险、有早产的危险等),进而制订相应的护理计

划。此过程可组织小组讨论,引发思维碰撞,共享探

索成就感及实现学习目标。讨论后,教师通过启发式

提问(如抑制胰腺分泌及抗胰酶药物有哪些? 实施保

胎治疗常用药物有哪些? 用药过程中要注意什么?)
适时引导护生复习案例相关的知识网络体系,梳理各

知识点间的逻辑关系,并将理论知识和临床技能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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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通。③反应。小组以角色扮演的方式进行情景演

练,重点强调沟通、人文关怀及团队合作等能力的培

养。如“护士”是否关注并处理了“患者”的不良感受

和需求,胎心监测时是否保护了“患者”的隐私等。④
反思。组织护生反思整个学习过程,通过护生自评和

互评分析不足之处和改进建议。如在理论知识的综

合运用上有哪些不足,操作过程中是否体现了人文关

怀等,进一步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综合运用。同时,
教师反思总结护生在课堂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如怎

样提取案例中的关键信息,如何将护生理解模糊的核

心知识点清晰化、不规范的护理诊断准确化,并反馈

给护生,以强化其对知识点的理解和运用。
样表1 护理综合实训教学资源库示例

项目 内容

操作技能

项目库

皮内注射法、皮下注射法、肌内注射法、静脉输液、静脉输血、静脉血标本采集、无菌技术、穿脱隔离衣、铺床法、口腔

护理、鼻饲法、留置导尿术、大量不保留灌肠法、心肺复苏、生命体征测量、吸氧法、吸痰法、胎心听诊、宫高腹围测

量、腹部四步触诊、阴道擦洗、红外线烤灯治疗、心电监护、电除颤、简易呼吸器的使用、术前备皮、外科颈围的使用、

穿脱手术衣、外科手术区铺单、外科手消毒。
综合教学

案例库

患者,女,27岁,孕1产0。妊娠34周,因上腹绞痛、恶心呕吐伴下腹阵痛12
 

h入院。患者平素月经规律(5~7
 

d/

28~30
 

d),停经50
 

d至孕3个月有早孕反应,停经5个月有胎动,孕32周时B超提示胎儿发育正常,大小符合孕

周,孕期平顺,定期产前检查。入院前12
 

h进食后无明显诱因,开始出现上腹持续性绞痛,伴恶心、呕吐1次,量不

多,为胃内容物,同时伴不规律下腹阵痛入院,无发热,大小便正常。既往史:无特殊。个人史家族史:无特殊。查

体:体温36.8℃,呼吸、心率、血压正常,痛苦面容,自动体位。皮肤黏膜无黄染,心肺查体无异常,腹部轻压痛,下腹

部不胀,移动性浊音阴性,肠鸣音正常。产科情况:子宫大小符合孕周,偶有宫缩,胎儿为头位,未入盆,胎心正常,骨盆

正常。实验室检查:白细胞26.35×109/L,中性粒细胞76.8%,血红蛋白和血小板正常,血清淀粉酶312.5
 

U/L,肝

转氨酶轻度上升,肾功能正常。B超示:胰腺体积弥漫性增大,实质结构不均匀,胆管胰管未见扩张,胎儿双顶径

8.4
 

cm,股骨长6.7
 

cm,发育正常,胎心规律。根据以上信息,患者的医疗诊断可能是什么? 治疗原则有哪些? 护

理问题有哪些? 首优护理问题是什么? 应采取哪些护理措施?

患者治疗1周后,末梢血白细胞正常,淀粉酶明显下降,无宫缩。2周后淀粉酶下降到130.0
 

U/L,情况趋于稳定。

护士对患者的健康宣教有哪些?

该患者继续妊娠,至孕38周,孕妇胎动减少,并且胎动时常感腹痛,B超提示:胎儿双顶径8.9
 

cm,股骨长6.9
 

cm,

羊水指数4.7
 

cm。宫高38
 

cm,腹围103
 

cm,胎方位左枕前位,胎心率120次/min,血尿常规均无异常。入院后给

予产科三联(左侧卧位,吸氧,胎心监测),胎儿监护(NST)评分10分。因门诊复查B超诊断明确,考虑胎儿生长受

限合并羊水过少,胎儿在宫内环境不良,虽目前胎儿监护结果10分,仍应尽早结束妊娠。于入院后5
 

h行剖宫产,

产出一活女婴,体质量3
 

100
 

g。Apgar评分:1
 

min为8分,5
 

min为9分。羊水260
 

mL。产妇情况稳定。根据上

述信息,患者剖宫产的指征有哪些? 剖宫产过程中护士要做那些配合? 产后,护士对产妇和新生儿要做哪些护理?

样表2 基于Tanner模式的临床案例分析提纲

项目 内容

察觉 ①简述患者目前发生了什么问题;②从患者的主、客观资料中察觉到异常情况并说明含义;③根据已有信息能否判

断患者的病情及护理需求? 如不能,还需要采集哪些资料?
诠释 ①找出能判断患者病情及护理需求的重点信息并给予具体说明;②如病例中有医嘱,解释医嘱执行的原因或依据;

③按优先次序排列患者的主要护理问题并能解释原因;④运用所学知识制订护理计划并解释依据。
反应 进行护理干预(情景演练)
反思 ①在理论知识的综合运用上有哪些不足? 如何改进? ②在操作技能上有哪些不足? 如何改进? ③人文关怀方面

有哪些不足? 如何改进? ④本次学习对自己的认识。

1.2.3 课后知识拓展,总结提升 ①知识检测。教

师通过超星学习通平台上传测试题,题型主要包括选

择题和病例情境分析题,涵盖课堂核心内容及相关延

伸知识,帮助护生查漏补缺,强化关键知识点。②思

维导图。引导护生以思维导图的形式对案例中的知

识点进行分析和梳理,以培养逻辑思维能力。
1.3 评价方法 ①课程考试成绩。课程结束后进行

理论和操作考核,总成绩100分。理论考试占60%,

为案例分析题,护生回答患者可能的护理问题、首优

护理问题、护理措施。操作考核占40%,考核案例可

能涉及多个操作项目,护生操作能解决患者的首优护

理问题。②批判性思维能力。采用中文版批判性思

维能力测量表[8]于课程教学前及结束后调查两组护

生,该量表包括寻求真相、开放思想、分析能力、系统

化能力、评判性思维的自信心、求知欲及认知成熟度

7个维度,每个维度10个条目,共70个条目。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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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分制评分,总分70~420分,≥280分表明有正

性的批判性思维能力。③人文关怀能力。采用许娟

等[9]汉化的关怀能力评价量表于课程教学前及结束

后调查两组护生,该量表包括理解、耐心和勇气3个

维度共37个条目,采用Likert
 

7级评分法,总分37~
259分,分数越高表明人文关怀能力越强。④教学效

果评价。教学团队依据布鲁姆的教学目标设计教学

效果调查问卷。共11个条目,其中知识方面4个条

目、技能方面4个条目、情感方面3个条目,各条目设

“同意、不确定、不同意”3个选项。在课程结束时对

观察组护生进行调查。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4.0软件进行统计描

述、t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教学前后两组评判性思维能力得分比较 见表

1。

2.2 教学前后两组人文关怀能力得分比较 见表

2。
表1 教学前后两组评判性思维能力得分比较 分,x±s

组别 人数
寻找真相

教学前 教学后

开放思想

教学前 教学后

分析能力

教学前 教学后

系统化能力

教学前 教学后

对照组 102 33.89±3.65 34.91±5.65 32.42±4.36 33.82±4.34 34.47±3.01 37.55±2.94 36.53±4.10 36.27±3.25
观察组 102 33.37±3.32 37.82±2.79 32.74±2.79 36.86±2.92 34.00±2.47 40.64±2.42 36.00±2.58 39.86±3.92
t 0.465 -2.166 -0.266 -2.733 0.530 -3.807 0.473 -3.306
P 0.645 0.036 0.792 <0.001 0.599 <0.001 0.639 <0.001

组别 人数
评判性思维的自信心

教学前 教学后

求知欲

教学前 教学后

认知成熟度

教学前 教学后

总分

教学前 教学后

对照组 102 38.00±3.32 39.16±2.36 36.91±4.19 37.21±4.42 33.21±6.70 34.82±3.28 245.67±19.56 253.86±13.25
观察组 102 38.47±2.32 39.45±4.17 37.37±4.65 39.59±4.03 32.47±5.75 37.32±3.03 244.42±15.49 271.55±10.65
t 1.172 0.611 0.742 4.019 0.364 -2.628 -0.506 10.510
P 0.243 0.542 0.459 <0.001 0.718 0.012 0.613 <0.001

表2 教学前后两组人文关怀能力得分比较 分,x±s

组别 人数
理解

教学前 教学后

勇气

教学前 教学后

耐心

教学前 教学后

总分

教学前 教学后

对照组 102 52.95±5.08 53.14±3.09 50.36±2.15 51.09±1.23 46.27±2.75 46.68±2.30 149.21±7.98 151.32±9.78
观察组 102 52.55±4.56 66.45±8.52 50.14±2.05 60.32±6.35 45.73±2.62 52.55±4.73 148.41±6.62 179.32±16.15
t -0.592 14.832 -0.748 14.412 -1.436 11.272 -0.779 14.978
P 0.555 <0.001 0.455 <0.001 0.153 <0.001 0.437 <0.001

2.3 两组课程考试成绩比较 见表3。
表3 两组课程考试成绩比较 分,x±s

组别 人数 理论成绩 操作成绩 总成绩

对照组 102 48.48±3.03 32.48±1.69 80.95±3.09
观察组 102 52.86±3.20 33.01±1.48 85.86±3.32

t -4.559 -1.067 -4.955
P <0.001 0.292 <0.001

2.4 观察组护生对教学效果的评价 见表4。
表4 观察组护生对教学效果的评价(n=102)

人(%)

项目 同意 不确定

有助于掌握多学科知识 87(85.3) 15(14.7)
有助于自主学习新知识 78(76.5) 24(23.5)
有助于归类整合信息资料 92(90.2) 10(9.8) 
有助于组织应用信息资料 92(90.2) 10(9.8) 
有助于提高病情观察能力 88(86.3) 14(13.7)
有助于提高沟通交流能力 74(72.5) 28(27.5)
有助于提高临床应对能力 82(80.4) 20(19.6)
有助于提高团队合作能力 84(82.4) 18(17.6)
有助于提高学习兴趣 74(72.5) 28(27.5)
有助于增强临床实习的信心 73(71.6) 29(28.4)
有助于增强专业认同感 69(67.6) 33(32.4)

3 讨论

3.1 基于STEM 教育理念和Tanner模式的案例教

学有助于提高护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护理临床思

维的培养需要反复、有意识地训练。表1结果显示,
教学后观察组评判性思维能力6个维度评分及总分

显著高于对照组(均P<0.05),表明基于STEM 教

育理念和Tanner模式的护理综合实训课程教学有利

于提高护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与Zhu等[10]教学效

果一致。可能因为基于STEM 教育理念的教学案例

可以整合多学科知识,帮助护生理解各课程间的紧密

联系,且教师引导护生发散性地思考,帮助其认识各

学科间的融合关系,以培养护生的整体护理能力。在

课中,以Tanner模式的4个环节分析教学案例,具有

较强的逻辑引导作用,结构化、系统化、程序化的案例

教学指导护生在相对开放轻松的环境中进行专业判

断和决策,以合作质疑的态度讨论分享和探索。经过

反复训练后,护生体会到思维是个整体过程,学会综

合分析,提高了分析与判断能力。在反思阶段,教师

通过引导性反馈,使护生拓展疾病相关知识,提高分

析能力及认知成熟度[11]。课后各项任务促进护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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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各种资源寻找答案,培养开放思想与寻找真相的情

感特质。但教学后两组护生自信心维度得分无显著

性差异(P>0.05),可能因为观察组的教学案例复杂

程度和综合性超越护生的现有能力。提示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要注意护生的反馈及体验、难易适度,通过

情境驱动的学习方式,激发护生的学习积极性[12],从
而全面提高其临床思维能力。
3.2 基于STEM 教育理念和Tanner模式的案例教

学有助于培养护生的人文关怀能力 《医学人文关怀

提升行动方案(2024-2027年)》[13]中提出首要的是

医学生人文素养培育行动,提出大力开展医学人文教

育。本研究结果显示,教学后观察组人文关怀能力各

维度得分及总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均P<0.05),表明

基于STEM教育理念和Tanner模式的护理综合实

训课程教学有利于提高护生的人文关怀能力。在案

例教学过程中采用体验、引导、感悟等策略,能在掌握

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激发护生内在情感,培养对他人

关怀需求的敏感性和同理心[14]。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强化人文关怀元素,并在设计教学案例时,特意呈现

或创造患者不愿意配合或存在不良感受的真实情境,
要求护生在分析和演练时做到“眼里有人”,关注患者

的感受和需求。在反思环节护生自评和互评时,将护

生是否采取相应措施改善患者的不良感受作为重要

评判标准,以此帮助护生加深对关怀的理解和体验,
增强同理心,从而促进人文关怀素养的提升。
3.3 基于STEM 教育理念和Tanner模式的案例教

学有助于提高课程成绩,得到护生认可 本研究结果

显示,观察组护生课程理论成绩和总成绩显著高于对

照组(均 P<0.05),表明基于STEM 教育理念和

Tanner模式的案例教学有助于提高课程教学效果。
可能因为观察组的教学整合多学科知识和深入应用

情景案例方法,使教学过程更具沉浸感和真实性,培
养了护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所以在

理论考核中能准确分析案例。两组操作成绩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可能因为该课程致力于强化

临床常用的操作技能,且两组护生均可反复观看教学

团队录制的教学视频,故两组护生操作技能掌握均较

好。观察组护生对教学效果的评价显示,护生对课程

教学效果的认同率为67.6%~90.2%,其中情感方

面认同率相对偏低,仅67.6%~72.5%,可能因为情

感认同的培养需要更深层次的职业价值观教育和长

期的实践支持。建议今后的教学进一步优化教学设

计,在教学中加强课程思政,通过护理职业发展分享

等方式,增强护生职业使命感,从而提升其情感认

同。

4 结论
在护生进入临床实习前的综合实训课程中,基于

STEM教育理念和Tanner模式开展案例教学有助于

培养护生临床思维能力和人文关怀能力,提升教学效

果。在本课程的教学实践中,高质量的教学资源库建

设是教学的关键,教师的引导性反馈是教学的有效保

障,护生的积极思考和参与亦是重要因素。本案例教

学仅在部分护生中开展,在今后的课程教学中将进一

步优化教学资源库和教学环节,融入情感维度的临床

案例,提高护生对情感方面的认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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