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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构建肾内科护理知识图谱,并探究知识图谱在肾内科本科护理临床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方法,选
取2023年7月至2024年4月在肾内科实习的120名本科护生作为研究对象,奇数月实习的60名护生作为对照组,偶数月实习

的60名护生作为试验组。对照组按常规进行临床护理理论与实践教学,试验组在对照组教学基础上,理论教学实施基于知识图

谱的教学方法,两组均实习4周。教学结束进行理论、操作考核,并调查实习护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结果
 

教学后试验组理论及操

作考核成绩、自主学习能力总分及各维度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均P<0.05)。结论
 

对实习本科护生实施基于知识图谱的肾内科

护理理论教学,有助于提升护理教学效果及护生自主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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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nstruct
 

a
 

nephrology
 

nursing
 

knowledge
 

graph
 

and
 

explore
 

its
 

application
 

effect
 

in
 

the
 

clinical
 

teaching
 

of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in
 

the
 

nephrology
 

department.Methods
 

A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
 

was
 

adopted.
 

A
 

total
 

of
 

120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interning
 

in
 

nephrology
 

department
 

from
 

July
 

2023
 

to
 

April
 

2024
 

were
 

selected,
 

those
 

who
 

in-
terned

 

in
 

odd
 

months
 

were
 

assigned
 

to
 

a
 

control
 

group,
 

and
 

others
 

interned
 

in
 

even
 

months
 

were
 

divided
 

to
 

an
 

experimental
 

group,
 

with
 

60
 

students
 

in
 

each
 

group.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conventional
 

clinical
 

nursing
 

theory
 

and
 

practice
 

teaching,
 

while
 

the
 

ex-
perimental

 

group
 

additionally
 

used
 

the
 

knowledge
 

graph
 

in
 

theory
 

teaching.Both
 

groups
 

interned
 

for
 

4
 

week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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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of
 

the
 

teaching,
 

the
 

theoretical
 

and
 

operational
 

examinations
 

were
 

conducted,
 

and
 

the
 

self-directed
 

learning
 

ability
 

of
 

the
 

two
 

groups
 

were
 

investigated.Results
 

After
 

the
 

teaching,
 

the
 

theoretical
 

and
 

operational
 

examination
 

scores,
 

the
 

total
 

score
 

and
 

each
 

subscale
 

score
 

of
 

self-directed
 

learning
 

ability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ll
 

P<0.05).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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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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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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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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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conducive
 

to
 

impro-
ving

 

the
 

teaching
 

effect
 

and
 

their
 

self-directed
 

learning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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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实习是护生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紧密结合

的重要环节,对于培养其临床思维、护理技能等具有至

关重要的作用[1]。肾内科具有知识面广,知识点零散、
护理问题隐匿而复杂,对医院感染有严格要求,因此实

习护生的学习难度较大[2]。有研究显示,传统临床实

践教学模式普遍缺乏对实习护生缜密性、逻辑性的培

养,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教学方式单一、填鸭式灌输

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临床护理教学效果,也可能

对未来护理质量和患者安全构成潜在威胁[3]。知识图

谱作为一种新兴的学习工具,以其强大的知识组织能

力和个性化学习功能,为知识整合及优化提供了新途

径[4]。通过知识图谱可以有效整合碎片化的护理知

识,实现知识点的智能关联与推送,帮助实习护生更加

系统、高效地掌握护理知识及技能,已在护理学导论、
内科护理学等课程教学中应用,并取得良好教学效

果[5-6]。因此,为了使实习护生系统、高效、自主地掌握

学习内容,本研究构建肾内科护理知识图谱,并探究知

识图谱在肾内科本科护生临床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方法,选取2023年7月至

2024年4月在我院肾内科实习的120名本科护生作

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全日制本科护生;②已完

成1个以上科室的实习;③自愿参与,并签署知情同

意书。剔除在本科室请假时间大于1周者。将奇数

月的实习护生60名作为对照组,偶数月的实习护生

60名作为试验组。对照组1人因请假大于1周,予以

剔除。最终对照组纳入59人,试验组纳入60人。两

组性别、年龄、入科成绩比较,见表1。本研究获得医

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伦理(2025)省医科伦审字第

471号]。

1.2 教学方法 
两组实习时间均为4周。对照组采用传统的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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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临床带教方式,入科后行常规教学,实行一对一专

人带教。同时按照实习大纲要求,每周进行理论教学

及实践教学各1个学时,共8学时,教学内容涵盖肾

内科常见病的理论知识、基础护理和专科护理技能。
理论教学由科室总带教负责,运用多媒体课件讲授理

论知识。实践教学以护理带教老师示范为主,对需掌

握的护理技能的操作步骤进行示范,并讲解操作要点

及注意事项,然后实习护生模拟操作或在带教老师监

督下对患者进行护理操作,带教老师给予点评。试验

组在对照组教学基础上,理论教学实施基于知识图谱

的教学方法。
表1 两组实习护生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人数
性别(人)
男 女

年龄

(岁,x±s)
入科成绩

(分,x±s)
对照组 59 6 53 21.62±0.83 81.20±2.12
试验组 60 8 52 21.52±0.81 80.92±2.33
χ2/t    0.287 0.786 0.566
P    0.592 0.464 0.484

1.2.1 组建理论知识图谱研发团队 研发团队由临

床带教组与软件开发组组成。临床带教组包括3名

临床带教老师(均具备5年以上临床带教经验,其中

总带教1名,临床分管带教2名),负责课程内容与知

识点的整合与梳理;研究人员1名(护理硕士研究

生),主要负责研发进度推进、软件测试及问题反馈

等。软件开发组成员包括2名高级工程师,负责知识

图谱开发及管理。
1.2.2 构建知识图谱

1.2.2.1 教学内容结构化 临床带教组教师根据我

院实习护生培养方案,依照《内科护理学》[7]教材及科

室教学要求,结合护生入科成绩及患者疾病特点,同
时根据软件开发组成员的意见,将教学内容整理成结

构化数据,存到Excel文档中,为构建知识图谱提供

知识来源。本研究将结构化数据的主题确定为肾内

科常见的5种疾病(肾病综合征、急性肾小球肾炎、急
性肾衰竭、慢性肾衰竭、尿路感染),子主题为疾病的

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治疗要点、护
理诊断、健康指导等,子主题下的每个知识点作为知

识点主题。以慢性肾衰竭为例见表2。
表2 整合后的肾内科教学内容知识结构表(以慢性肾衰竭为例)

主题 子主题 知识点主题

慢性肾衰竭 临床表现 电解质紊乱表现、消化系统、心血管系统、血液系统、神经肌肉系统、骨骼病变、内分泌免疫系统

实验室检查 尿液检查、血常规检查、肾功能检查、血生化检查、影像学检查

治疗要点 一般治疗、营养治疗、肾性贫血治疗、电解质失衡治疗、替代治疗

护理诊断 营养失调;有皮肤完整性受损的危险;潜在并发症:电解质、酸碱平衡失调;贫血;有感染危险

健康指导 病情监测指导,饮食指导,疾病知识指导,疾病预防指导

1.2.2.2 主题抽取 软件开发组使用实体抽取模型

识别和提取结构化数据中的实体信息。完成对主题-
子主题-知识点主题的逐级抽取。本研究形成5个主

题(包括肾病综合征、急性肾小球肾炎、急性肾衰竭、
慢性肾衰竭、尿路感染),50个子主题(包括病因、发
病机制、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治疗要点、护理诊断、
护理措施、健康指导等),267个知识点。
1.2.2.3 主题关系 确立及抽取知识图谱中存储的

数据均为实体-关系-实体的三元组结构化数据,因此需

要确认实体与实体之间的关系,以实现概念之间的整

合。本研究中需要确认主题-子主题、子主题-知识点的

关系。根据软件开发组的建议及临床带教组对课程知

识的掌握和教学经验,将所有主题-子主题、子主题-知
识点的关系定义为包含。再由软件开发组使用关系抽

取模型识别和提取结构化数据中的实体之间的关系信

息,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完成对实体和关系抽取的

结果进行后处理,去除冗余信息、消除矛盾关系等。
1.2.2.4 知识存储与可视化实现 软件开发组采用

CSV文件格式存储数据,利用图形数据库Neo4j进行

基于肾内科护理教学内容的知识存储并实现可视化

展示。如需添加或者修改内容可由软件开发组随时

调整。该知识图谱不仅能够展示5个常见疾病的框

架体系,还能够单独检索某个知识点主题,根据护生

的具体情况查询个性化学习内容,部分示例见图1。
1.2.3 开展知识图谱的理论教学 ①总带教组建实

习护生学习群,对知识图谱操作方法及相关学习要求

进行讲解,便于护生操作。②带教老师根据线下教学

进度,每周一在实习护生学习群发布学习任务和要求,
提示护生需要完成的知识图谱学习主题、需掌握的主

要知识点等。③带教老师分享知识图谱可视化网址链

接,实习护生通过访问网址可查看所有教学内容。打

开网站点击可视化界面左侧功能区的“节点查询”搜索

想要学习的内容,右侧窗口即可展示相关内容,进一步

点击相应节点可显示具体知识点供实习护生学习。实

习护生可根据想要查询的关键词进行搜索,可视化界

面可展示出知识库中所有与关键词相关的知识点,以
达到对比记忆、融会贯通的目的。实习期间实习护生

可以随时查看、学习知识图谱相关内容,带教老师全面

督导护生,及时解决护生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保

证课程的顺利进行。带教老师每周组织学生针对本周

学习内容进行知识点串讲,评价其掌握程度。
1.3 评价方法

1.3.1 理论、操作考核 采用统一的试题和评分标

准对实习护生进行出科理论、操作考核。理论考核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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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卷考试,以电子问卷形式考核。操作考试为静脉输

液操作,现场使用模拟人,以抽签方式按序考核,按照

《基础护理操作流程及考核标准》[8]进行评分。满分

均为100分。

图1 肾内科教学内容的知识图谱(以慢性肾衰竭为例)

1.3.2 自主学习能力 采用臧渝梨等[9]编制的医学

及其相关专业大学生学习积极主动性量表。该量表

包括学习驱动力、学习目标、深入学习、控制学习、扎
实学习5个维度共21个条目,其中正性条目17个,
负性条目4个。采用Likert

 

5级评分,总分21~105
分,得分越高表明护生学习积极主动性越强。该量表

Cronbach's
 

α系数0.89。
1.4 资料收集 实习护生入科第1天,由总带教指

导实习护生填写一般资料调查表并组织入科考试。
出科前,由带教老师组织理论和操作现场考试,并指

导实习护生完成问卷填写,现场回收。
1.5 统计学方法 将收集的数据经双人核对录入

Excel表格,采用SPSS25.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服从

正态分布的定量资料采用(x±s)描述,定性资料采用

频数、百分比(%)描述,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

验、χ2 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两组理论和操作考核成绩比较 见表3。
  表3 两组理论和操作考核成绩比较   分,x±s

组别 人数 理论成绩 操作成绩

对照组 59 86.61±4.21 84.85±5.17
试验组 60 91.97±3.05 90.05±5.40

t -7.950 -5.360
P <0.001 <0.001

2.2 两组自主学习能力得分比较 见表4。
表4 两组自主学习能力得分比较 分,x±s

组别 人数 总分 学习驱动力 学习目标 深入学习 控制学习 扎实学习

对照组 59 72.81±7.50 15.73±3.79 14.73±3.17 14.51±2.65 13.86±3.00 13.98±3.07
试验组 60 82.63±8.21 18.79±3.19 16.23±2.14 16.17±2.17 15.60±2.78 15.85±2.43

t -6.809 -4.762 -3.040 -3.738 -3.282 -3.674
P <0.001 <0.001 0.003 <0.001 0.001 <0.001

3 讨论

3.1 基于知识图谱的教学有助于提高实习护生理论

知识和操作水平 信息化时代,传统填鸭式教学会导

致实习护生学习兴趣缺乏,学习动力不足,影响教学

效果。本研究结果显示,教学后试验组理论成绩和操

作成绩显著高于对照组(均P<0.05),说明基于知识

图谱的教学有助于提高实习护生理论知识和操作水

平,与相关研究结果[10]一致。可能的原因为:①知识

图谱独特的知识点展示方式,有助于激发实习护生的

学习兴趣,使实习护生更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去学习和探索,掌握更多知识;知识图谱清晰地展示

了肾内科重点知识点及其相互关系,帮助实习护生直

观理解知识之间的逻辑联系,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
有助于其构建清晰的知识框架,便于记忆与运用。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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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图谱灵活的学习模式使实习护生能够随时随地

访问丰富的学习资源,强抓重点、主攻薄弱,突破难

点,极大提高了学习的灵活性和便捷性[11]。③知识

图谱含盖肾内科常见疾病的知识点,知识点内容全

面,使实习护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

学习,从而提高学习效率。④基于知识图谱的学习,
实习护生掌握了扎实的理论基础知识,使实习护生更

容易接受和理解相关操作目的及意义,在临床实践阶

段,将学到的理论知识充分与操作技术相融合,更进

一步提升了实习护生的操作技能。知识图谱线上教

学侧重于理论知识的传授和知识点的梳理,而线下教

学则注重实践操作和真实场景模拟。这种线上线下

互补的教学模式能够增强实习护生的学习体验,使他

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掌握所学知识。当实习护生对

学习内容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时,会愿意投入更多

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和探索相关领域的知识和技能。
因此,基于知识图谱的教学模式有助于提高临床教学

效果。
3.2 基于知识图谱的教学有助于提高实习护生自主

学习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被视为促进终身学

习、提升教育质量的关键,不仅能够提高学习者的学

习效率和成绩,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学习者的独立思

考、问题解决和创新能力[12]。本研究结果显示,试验

组自主学习能力总分及各维度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

(均P<0.05),说明基于知识图谱的教学模式有助于

提高实习护生自主学习能力,与荣欣雯等[13]的研究

结果一致。究其原因可能为:①基于知识图谱的教学

模式以自主学习为核心,通过图形化的方式展示知识

点及其关系,为实习护生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易用的

学习方式,学习内容生动有趣,能够激发实习护生的

好奇心和探索欲[6]。②基于知识图谱的学习方式,教
师提前下发学习任务,护生可根据自身情况学习相关

内容,这种明确的目标导向有助于实习护生形成积极

的学习态度,增强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③知识图

谱将所学知识点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系统化整合,从多

个角度对知识点进行解释和拓展,有助于实习护生形

成完整的知识体系,这种系统化的知识体系为深入学

习提供了坚实的基础。④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允

许实习护生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学习,有助于实习护

生合理规划学习时间,以提高学习效率。⑤本研究采

用线上线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实习护

生理论学习存在的问题可在实践中探索答案,而针对

实践中的疑惑也可以随时查看知识图谱相关内容,这
一过程不仅培养了实习护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同时也

培养了其终生学习的行为习惯。因此,基于知识图谱

的教学模式通过激发学习驱动力、明确学习目标、促
进深入学习及确保扎实学习等多个方面的共同作用,
有助于培养实习护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和能力,为未来

的护理实践打下坚实基础。

4 结论
基于知识图谱的教学模式在肾内科护理临床教

学中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有助于提升实习护生的

理论及实践成绩、自主学习能力。但本研究仍存在一

定的不足之处:①本研究只对实习护生的成绩及自主

学习能力进行评价,未了解实习护生对知识图谱教学

方式的看法,未来研究中应全方位了解实习护生对知

识图谱教学方式的具体看法,促进基于知识图谱的教

学方式更加完善;②本研究只在一个科室进行,未来

考虑全院推广此教学模式,全面提升实习护生的综合

能力,为护理人才的培养奠定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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