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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参与教学法在中医本科生急诊科临床带教中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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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究分析护理参与教学法在中医本科生急诊科临床带教中的效果。方法 时间：2023 年 1 月至

2024 年 1 月，对象：中医本科生共 102 例，分组：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对照组采用常规带教模式，观察组

采用护理参与教学法落实带教，对比两组考核成绩；学习能力；评判下思维能力以及满意度。结果 干预前两组

对比无明显差异，P＞0.05，干预后观察组理论知识以及实际操作考核成绩高于对照组，P＜0.05。干预前两组学

习能力对比无明显差异，P＞0.05，干预后观察组学习能力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对于临床带教的满意度

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护理参与教学法可显著改善中医本科生考核成绩；学习能力；评判下思维能力以及

满意度，值得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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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effectiveness of nursing participation teaching method in clinical 
teaching of emergency department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ethods From January 
2023 to January 2024, a total of 102 undergraduate students majoring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ere enrolled.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adopted the conventional teaching 
mode,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adopted the nursing participation teaching method to implement teaching. The 
assessment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Self-directed learning ability; Evaluate thinking ability and 
satisfaction. Results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intervention, P>0.05. After 
intervention,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higher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operation assessment scores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elf-directed learning abilit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intervention, P>0.05. After intervention,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higher self-directed learning ability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ith clinical teaching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Nursing participation teaching method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assessment scores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elf-directed learning ability; Assessing thinking ability and 
satisfaction is worth promoting and applying. 

【Keywords】Emergency Department for Undergraduat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tudents; Clinical men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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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急诊学属于多专业、重操作的专业，需要通过

不断的理论以及实践学习，才能够不断提升中医急诊

学综合素养。对于中医本科生而言，临床实习是提升自

身综合能力的机会，通过高效的护理带教，引导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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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技能进行融合，才能够确保提

升团队的整体素质[1-2]。中医急诊科属于高度专业化、

团队协作以及风险控制能力要求较高的护理工作，要

求护理人员具备专业的知识以及技能储备，掌握急诊

相关特点以及风险，并能够有效应对突发事件，确保每

个环节的衔接与配合，才能够确保护理质量的提升。上

述特点对中医急诊临床带教提出了新的要求，因而需

要及时明确高效的带教模式，提升教学质量[3-4]。本文

将探究分析护理参与教学法在中医本科生急诊科临床

带教中的效果，详情如下所示。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时间：2023 年 1 月至 2024 年 1 月，对象：中医本

科生共 102 例，分组：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对照

组学员共 51 例，男 29 例，女 22 例，年龄为：19-23
岁，平均年龄为：（22.23±1.23）岁，观察组实习生共

51 例，男 32 例，女 19 例，年龄为：19-23 岁，平均年

龄为：（21.97±1.08）岁。两组一般资料对比，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1.2.1 对照组方法 
落实常规带教模式，由护理本科是跟随带教老师，

落实查房、临床诊疗等工作，教学内容按实习大纲自主

完成。 
1.2.2 观察组方法 
①成立专业的教学团队，要求以教学团队为单位，

以实习大纲内容为基础，由教学团队中的教师以及教

学组长，采用头脑风暴的模式进行讨论，制定并修改教

学清单，明确中医急诊护理教学目标，对整个教学计划

进行全面的完善，包括教学内容、时间安排、教学方法

等，遵循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确保教学质量的可持续

提升。 
②由带教人员收集整理以往典型病例资料，总结

以往具有代表性的病例，收集此类病例的一般资料、病

史、病程情况、相关检查资料以及预后等相关信息，根

据学员所需要掌握的知识和技能，统一编制详尽的案

例。开展带教工作之前，将提前制作好的相关资料以及

典型案例发送给本科是，引导学员进行提前预习，告知

其在预习过程中记录自己存疑的问题，以及不了解之

处，同时需要对相关操作流程、理论知识、注意以及禁

忌事项等知识点进行熟悉，遇见存疑问题时，主动向带

教老师进行咨询。 
③为本科是进行中医急诊科相关理论知识以及实

际操作技能的讲解，使其能够基本掌相关知识点。为学

员引出病例，将该病例导入课堂之中，通过该病例充分

体现本次带教的核心内容，引导学员落实对于该病例

的分析，并指定出对应的诊疗方案，过程中采用小组学

习的模式，以 5-6 人为 1 个小组，引导学员以教学老师

所抛出的“问题”为基础进行自主的学习以及协作的学

习。由教学老师准备病例——对学员展现病例——根

据病例所具有的代表性提出相关问题——由学员以小

组为单位，通过查阅文献、组间讨论、翻看病例等方式，

进行答案的初步整理，待其搜集完成后，引导其进行小

组讨论，讨论完成后，在各小组之中自行选出一名代表，

一一使其进行回答，完成后由教学老师与学员进行共

同讨论-归纳整理出重点内容，对每个小组的情况进行

点评，指出其所存在的问题，引导学员将理论知识应用

于实际操作，进一步培养其独立思考、理论联系实际操

作的能力。由教学老师对不充分的地方进行补充，对错

误的地方进行修正，根据学员现阶段所掌握的知识继

而提出新的问题，使得该教学模式不断进入良性循环。 
④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本科是掌握一定的理论

知识以及实际操作技能之后，进行实际护理场景的操

作，以提升其在学习过程中的参与度。同样以小组为单

位开展学习，由带教老师对小组内成员的责任以及工

作内容进行划分，促使每位本科是有自身对应的职责，

并开展责任区域轮换，使得护生能够掌握不同岗位护

理人员的具体职责。有带教老师引导本科生进行查房

以及实践操作，如本科是在学习过程中仍缺乏足够的

实践能力，则可引导其不断开展情景模拟，通过此类方

式改善其实践技能水平。 
⑤最后以本科是自身的学习情况为基础，落实岗

位式教学，应用一对一专人带教的模式开展，过程中要

求带教老师因材施教，确保本科是能够积极主动的参

与到护理操作之中。 
1.3 观察指标 
1.3.1 考核成绩 
包括理论知识考核成绩以及实际操作技能考核成

绩。 
1.3.2 学习能力 
采用自主学习评价量表进行评定。 
1.3.3 满意度 
应用评分的方式进行评定。 
1.4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22.0 软件中分析，计量资料比较

采用 t 检验，并以（ sx ± ）表示，P<0.05 为差异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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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统计学意义，数据均符合正态分布。 
2 结果 
2.1 两组考核成绩 
干预前两组对比无明显差异，P＞0.05，干预后观

察组理论知识以及实际操作考核成绩高于对照组，P＜
0.05，如下所示： 

2.2 两组学习能力 
干预前两组学习能力对比无明显差异，P＞0.05，干

预后观察组学习能力高于对照组，P＜0.05，如下所示： 
2.3 两组满意度 
观察组对于临床带教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

0.05，如下所示： 

表 1  两组考核情况（ sx ± ） 

组别 例数 
理论知识考核成绩 实际操作考核成绩 

教学前 教学后 教学前 教学后 

对照组 51 （84.51±2.20）分 （88.44±2.13）分 （80.53±1.90）分 （84.71±2.10）分 

观察组 51 （84.46±2.22）分 （95.76±1.96）分 （80.54±1.95）分 （95.86±1.99）分 

t -- 0.110 8.862 0.058 10.887 

P -- 0.956 0.001 0.836 0.001 

表 2  两组自主学习能力（ sx ± ） 

组别 例数 自主学习 
能力 

综合 
能力评分 

分析以及 
解决能力评分 

团队合作 
能力评分 

评判思维 
能力评分 

学习积极性 
评分 

学习效率 
评分 

对照组 51 （3.15±0.17）分 （2.49±0.59）分 （2.53±0.76）分 （3.30±0.10）分 （3.28±0.17）分 （3.46±0.28）分 （3.10±0.34）分 

观察组 51 （3.99±0.39）分 （3.71±0.40）分 （3.80±0.48）分 （4.10±0.11）分 （3.81±0.12）分 （3.86±0.30）分 （3.71±0.28）分 

t - 18.460 13.251 24.459 18.991 17.492 16.558 9.463 

P -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表 3  两组满意度（ sx ± ） 

组别 例数 对教学老师态度以及能

力的满意度评分 
对提升临床思维能力

的满意度评分 
对熟悉操作技能的满

意度评分 
对内容拓展的满意度

评分 
对教学老师教学方式

的满意度评分 

对照组 51 （72.36±3.61）分 （82.85±2.97）分 （75.36±3.11）分 （71.29±4.10）分 （74.22±1.96）分 

观察组 51 （91.49±4.90）分 （93.65±3.28）分 （96.79±2.48）分 （94.58±4.33）分 （95.85±3.57）分 

t - 13.543 9.976 11.712 12.228 13.310 

P -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3 讨论 
对于中医本科生来说，临床实习是中医本科生从

学生身份向护理人员身份转变的重要过程，在实际落

实教学的过程中，以往传统的教学模式虽然能够取得

一定的效果，但是仍存在多方面的局限性，包括教学理

念陈旧，缺乏岗位胜任能力的灌输等。过去常规的教学

模式主要以教师为核心，落实填鸭式的教学，此类模式

在临床思维能力的培养等方面均存在明显的不足，且

传统的评价方式同样难以反应整个教学的过程中，其

更加侧重于总结性评价，难以与临床实践进行结合，学

员参与度不足，使得最终的教学效果受到不同程度的

影响[5-6]。其次在带教老师方面，传统带教模式重，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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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带教老师缺乏足够的带教技巧，未能对带教方式的

优化引起足够的重视，而部分带教老师则更多的注重

理论，忽视了操作，难以有效培养学员的思维以及实际

操作能力，同时使的学员缺乏足够参与临床实践的计

划，难以充分发挥其潜能以及学习积极性。因而在实际

开展工作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重视对于临床带教模

式的优化，确保最终的干预效果[7-8]。 
此次研究应用了护理参与教学法对学员进行干预，

发现观察组在考核成绩；学习能力；评判下思维能力以

及满意度方面均具有明显的优势。与郭佳莹[9]等人的研

究基本一致。提示该临床带教模式对于提升带教效果

具有积极的意义。分析其原因认为：护理参与式教学法

能够引导学员积极、主动的参与到整个带教的过程之

中，促使学员成为学习的主题，提升其学习兴趣以及主

动性，激发其潜能、思维能力以及创造力，培养起独立

思考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且在临床带教的过程中，采

用小组是学习的方式，能够进一步提升其团队协作以

及沟通交流能力，确保其综合能力的提升。最后护理参

与式教学法更加重视学员实际操作的参与，通过引入

案例、实际查房以及情景模拟等方式，进一步提升其实

践操作能力以及相关操作技能的熟练程度，确保最终

临床带教效果的可持续提升[10]。 
综上所述，护理参与教学法可显著改善中医本科

生考核成绩；学习能力；评判下思维能力以及满意度，

值得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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