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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教育】

阶梯式教学法在护理教学查房中的应用

杨仲毅, 曾 讯, 陈艳玲, 刘雅玲, 林凤巧

(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心脏儿科 , 广东 广州 510080)

[摘 要] 目的 探讨阶梯式教学法在护理教学查房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应用阶梯式教学法设置 56 名不同层次实习护生

外科轮转期间的护理教学查房内容和方式 , 并进行教学实践 , 实习结束前进行教学满意度调查。 结果 99%护生对阶梯式教学法

在护理教学查房中的应用很满意。 结论 阶梯式教学法能提高护理教学查房质量 , 优化教学效果 , 有利于培养实用型护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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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梯式教学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 根据学生学

习的不同阶段和层次, 采取逐级上升的教学方法, 使

教师教的内容和方式与学生的知识层次和学习的需

要同步协调, 提高教学质量。它具有动态、逐级上升

的特点, 符合目标教学的要求。笔者将阶梯式教学法

应用于护生为主体的护理教学查房中, 提高了查房

的效果, 得到了临床带教老师和护生一致的认可。

1 临床资料

以 2000 年 7 月- 2005 年 5 月在我科进行毕业

实习的护生为对象 , 共 56 人 , 其中全日制中专护生

8 人, 全日制大专护生 32 人, 全日制本科护生 4 人 ,

夜大专科护生 8 人, 夜大本科护生 4 人。

2 方法

护生外科轮转实习共 9 周分 3 个阶段进行。第

1- 第 2 周为辅助护士实习阶段 , 主要以基础护理的

巩固和提高为目标; 第 3- 第 4 周为执行护士实习阶

段, 主要以巩固、提高护理技术操作为目标; 第 5- 第

9 周为责任护士实习阶段, 主要以护理程序指导护

生为病人实施整体护理为目标。在护生到病区实习

的第 1 周, 先评估护生的理论知识水平, 并了解其学

习的需要, 依据近期病区病种的特点, 针对不同的理

论知识水平、不同阶段的护生阶梯性地选择查房的

内容和方式, 以使查房更具有针对性和科学性, 且与

教学目标相一致。

2.1 辅助护士实习阶段 ( 1) 查房内容 : 选择病区

多发病、常见病的护理病例, 该病例中存在的问题应

包含有本专科最基本的护理理论及技能, 且该理论

及技能在辅助护士工作职责范围内, 如呼吸道护理、

外科术后病人翻身法等。( 2) 查房方式: 采取被动灌

输式教学查房。由教学经验丰富老师主持, 病区其余

护士均参与, 护生以旁听为主。

2.2 执行护士实习阶段 ( 1) 查房内容 : 所选病例

中的护理理论知识及技能在执行护士工作职责范围

内, 如药疗知识中化疗的护理、专科常用药物疗效及

不良反应的观察、药物健康教育等。( 2) 查房方式: 采

取以“PBL”教学法为向导的参与合作式教学查房。

由执行阶段带教老师主持, 老师为主导, 护生为主

体。查房前老师安排护生汇报病史并作充分准备, 查

房中鼓励护生多发言, 老师作补充和总结。

2.3 责任护士实习阶段 ( 1) 查房内容 : 内容由护

生自定, 但主张在责任护士工作职责范围内, 如与病

情观察、健康教育或护理程序运用有关的心脏瓣膜

置换术后抗凝护理、急危重病人应急处理和监护等。

( 2) 查房方式: 采取主导式教学查房。查房由护生主

持, 护生为主导 , 老师为主体 , 护生安排任意老师汇

报病史, 查房中护生充分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

3 结果

实习结束前召开总结会, 发放调查问卷以反馈

实习护生对阶梯式教学法的满意度, 结果见表 1。

从表 1 可见: 99%( 499/504) 实习护生对阶梯式

教学法在护理教学查房中的应用很满意。

4 讨论

4.1 阶梯式教学法使分层次阶段教学的效果进一

步优化 阶梯式教学法改变了以往刻板的教学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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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56 名实习护生对阶梯式教学法在

护理教学查房中应用的满意度

满意度

很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提高了查房质量 56 0 0
培养了创造性思维 55 1 0
培养了合作能力 55 1 0
锻炼了组织管理能力 56 0 0
锻炼了语言表达能力 56 0 0
促进了沟通 56 0 0
锻炼了教学能力 56 0 0
调动了学习积极性 56 0 0
提高了工作质量 53 3 0

合计 499 5 0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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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在满足护生学习需要的基础上, 根据护生知识

水平和学习层次的不同, 阶梯性选择不同的查房内

容及方式, 使护理教学查房与分层次分阶段教学达

到同步协调。

4.1.1 辅助护士实习阶段 教学查房由老师主持, 护

生主要是旁听, 是老师传授临床经验的过程, 学习重点

在于了解什么是护理教学查房, 如何组织查房, 同时对

这一阶段的实习进行经验总结。通过查房, 让护生在新

环境中掌握专科基础的护理知识, 防止差错的发生。

4.1.2 执行护士实习阶段 查房内容及方式均上升

一层 , 查房以“PBL”为向导 , 在查房前老师设疑 , 查

房思考; 查房中学生参与护士共同讨论, 最后达到解

疑的目的: 使护生对专科护理知识有进一步的认识,

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 是护生模仿的过程。

4.1.3 责任护士实习阶段 查房内容和方式符合责

任护士层次的要求, 是护生用理论指导实践的飞跃。

4.2 阶梯式教学法提高了教学查房的质量 阶梯

式教学法在护生不同的实习层次中选择不同的查房

内容和方式, 使教学查房更具有科学性。查房前先评

估学生的理论及技术水平, 并了解其学习的需要, 针

对学生的薄弱环节施教, 使教学更具有针对性。在提

高了学生对教学满意度的同时, 也达到了因材施教

的目的。查房的目的和层次明确, 激发了师生双方对

教学查房的兴趣, 提高了查房的质量。

4.3 阶梯式教学法有利于培养实用型护理人才

4.3.1 培养了护生的创造性思维 思维是可教的 ,

但教思维和教知识的方法是完全不同的, 培养学生

思维能力就要把教学过程转变为学生能动地加工学

习材料的过程, 想方设法激发学生的思维活动, 指导

学生进行复杂的思维技能操练, 逐步把思维方式内

化为学生的思维能力[1]。在进入责任护士实习阶段,

护生可根据自己的专长、爱好, 自定查房内容和具体

方式。为了在老师面前不失体面, 查房前护生会认真

准备 , 多方寻求知识 , 多向思维 ; 为了能解答参与查

房老师所提的问题, 更好地扮演主持者的角色, 护生

从多角度、多层次分析问题 , 并归纳、演绎出自己的

观点, 从而培养了护生的创造性思维。

4.3.2 培养了护生的合作能力 护生在执行护士实

习阶段 , 老师查房前设疑 , 护生思考 ; 查房时护生与

参与查房老师进行讨论, 最后由主持老师总结, 达到

解疑的目的。这一过程, 是师生合作的过程, 培养了

护生的合作能力。在责任护士实习阶段, 护生主持查

房, 病区 2~3 名护生中由谁扮演主持者的角色, 谁扮

演病史汇报者的角色, 在查房过程中同学们如何配

合等贯穿查房的整个过程。通过查房, 护生更深刻地

体会到合作在学习和工作中的重要性, 合作能力也

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4.3.3 锻炼了护生的组织管理能力 责任护士实习

阶段, 护生自己主持查房。如何选取病例; 查房由谁

主持; 如何准备; 如何进行; 如何控制局面, 及时截止

题外话; 如何控制时间等等问题, 护生都必须考虑

到。无论查房的效果如何, 这一过程, 都在不同程度

上锻炼了护生的组织管理能力。

4.3.4 促进了师生、医护、护患的沟通 护生要完成

主持查房的重任, 必须多方收集资料, 除了参考网

络、书籍知识外, 还必须向医生、护士老师求教, 促进

了与老师、医生的沟通。同时, 要达到良好的查房效

果, 护生必须与病人充分沟通, 取得病人的同意与合

作, 从而促进了与病人的沟通。

4.3.5 培养了护生的教学能力 教学能力是现代护

理人才必备的能力, 在教学医院中, 教学能力更显其

重要性。俗话说: 听过, 看过, 不如自己做过。在辅助

护士及执行护士实习阶段, 护生参与查房, 在责任护

士实习阶段 , 护生主持查房 , 通过角色的转换 , 深刻

体会了教学的过程, 培养了教学能力。

4.4 阶梯式教学法发挥了护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护生到病区实习的第 1 周内, 即被告知在实习后阶

段其有主持护理教学查房的任务, 让护生明确组织

教学查房也是她们的实习目标之一。这样, 在整个实

习过程中, 护生将认真参与老师主持的每一次教学

查房, 实习后阶段积极选题后主动求解, 发挥其主观

能动性, 反向促进了护生学习的积极性。

4.5 阶梯式教学法提高了护生工作质量 在责任

护士实习阶段, 带教老师让护生自由选择教学查房

的内容和方式, 使其体会到自己是被尊重、被重视的

人, 产生主人翁精神 , 查房前积极、主动、认真准备。

同时, 护生选择了自己感兴趣的查房内容, 为了寻求

正确、可靠的答案 , 她们详细评估病人 , 认真学习教

材和参考书籍 , 虚心求教 , 找出病例中的护理问题 ,

制定护理计划, 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有效护理措施, 使

以往认为抽象、乏味的学习变成了积极寻求知识、探

索未知世界的一种愉快经历[2]。在查房的过程中, 护

生将所学的护理程序: 评估- 诊断- 计划- 实施- 评价

5 个步骤贯穿其中, 使整体护理得以实施。护生自己

拟定的计划, 会积极地落实在病人身上, 用理论指导

实践, 通过实践检验自己计划是否切合病人的实际,

是否能解决实际问题。问题解决了, 护生将产生成就

感, 促进其再学习, 不断提高工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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