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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引导学生进行“寄生虫病患者护理方案撰写”的教学法在护理本科人体寄生虫学教学中的应用效

果ꎮ 方法 选取北京协和医学院护理学院 ２０１８ 级(１５０ 人)和 ２０１９ 级(１２５ 人)护理本科普通班学生作为研究对象ꎬ
将两个年级的学生分别设为对照组(常规教学法)和实验组(引导学生撰写“寄生虫病患者的护理方案”教学法)ꎮ
在笔者承担的相应学期最后一次课结束时ꎬ以教学要点理论测试和问卷调查的形式进行教学效果评价ꎮ 结果 实

验组学生的理论测试成绩、自主学习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寄生虫病患者的护理认知水平、理论联

系实际能力、沟通与协作能力、对寄生虫学的学习热情以及对整体教学设计和教学方法的满意度等 ８ 个方面均显

著优于对照组(Ｐ<０ ０５)ꎮ 结论 引导护理本科学生进行“寄生虫病患者护理方案撰写”的教学法能够在现行教学

体系中尝试“基于工作环境的学习”(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理念ꎬ其效果明显优于常规教学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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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ꎬ护理本科教学改革的趋势是注重对学

生综合能力的培养[１￣２]ꎬ其核心是培养学生在校期

间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毕业后的终身学习能力[３￣４]ꎮ
在护理本科教学中要真正使学生学会学习( ｌｅａｒｎ ｔｏ
ｌｅａｒｎ)ꎬ最佳方案是采用 “基于工作环境的学习”
(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ꎬ即让学生在医院等工作

环境中面向患者进行学习和训练以实现知识的高效

转化及技能成长[５￣６]ꎮ 然而受限于目前基础和临床

分段式培养的教育框架ꎬ整合式教学尚未实行ꎮ
人体寄生虫学是北京协和医学院护理本科的必

修基础课ꎮ 传统教学主要靠教师讲授和学生记忆来

掌握知识ꎬ学生无法感知和体会患者的需求及知识

的用途ꎬ缺乏为患者服务而学习知识的内在动力ꎬ主
要靠外部动力(考试)驱动学习ꎬ因此自主学习能力

得不到充分培养和发挥ꎮ 笔者尝试在基础教育阶段

采用“寄生虫病患者护理方案撰写”的教学法来部

分模拟临床场景ꎬ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学习

能力ꎬ从而补偿现行教学体系的不足ꎬ并通过产出评

估总结经验ꎬ为今后的全体系改革打下基础ꎮ

１　 对象及方法

１ １　 对象

选取北京协和医学院护理本科普通班 ２０１８ 级

(１５０ 人)和 ２０１９ 级(１２５ 人)两个年级的学生为研

究对象ꎮ 其中 ２０１８ 级的录取平均分为 ５６５ꎬ２０１９ 级

的录取平均分为 ５６３ꎬ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学

生的共同特点是都处于大一第二学期ꎬ尚未脱离高

中的学习模式和习惯ꎬ对护理本科教育的职业教育

及成人教育理念缺乏认识ꎮ
１ ２　 方法

１ ２ １　 学生的分组及教学法:以 ２０１８ 级 １５０ 名学

生作为对照组ꎬ用传统教学法授课ꎻ２０１９ 级 １２５ 名

学生作为实验组ꎬ除了传统的教学法外ꎬ要求学生以

小组为单位(每组 １２ 或 １３ 人ꎬ共计 １０ 组)ꎬ针对给

出的寄生虫感染实例ꎬ在课后通过查阅文献等资料

撰写寄生虫病患者的护理方案ꎮ 护理方案内容包括

但不限于:护理评估ꎻ护理措施(结合临床症状、实
验诊断和治疗策略)ꎻ以及健康宣教ꎮ 对照组和实

验组的教学均由相同的教师团队完成ꎮ
１ ２ ２　 教学内容:选取人民卫生出版社第三版«人
体寄生虫学» “医学线虫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ｎｅｍａｔｏｄｅｓ)” 和

“医学吸虫(Ｍｅｄｉｃａｌ ｔｒｅｍａｔｏｄｅｓ)”这两个篇章作为实

验章节ꎮ “医学线虫” 中的 “似蚓蛔线虫 ( Ａｓｃａｒｉｓ
ｌｕｍｂｒｉｃｏｉｄｅｓ)、十二指肠钩口线虫(Ａｎｃｙｌｏｓｔｏｍａ ｄｕｏ￣
ｄｅｎａｌｅ)、旋毛形线虫(Ｔｒｉｃｈｉｎｅｌｌａ ｓｐｉｒａｌｉｓ)”和“医学

吸虫”中的“华支睾吸虫(Ｃｌｏｎｏｒｃｈｉ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卫氏

并殖吸虫(Ｐａｒａｇｏｎｉｍｕｓ ｗｅｓｔｅｒｍａｎｉ)以及日本血吸虫

(Ｓｃｈｉｓｔｏｓｏｍ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这 ６ 种寄生虫ꎬ在实验组

的教学中要求学生进行相应寄生虫病患者护理方案

的撰写ꎮ
１ ２ ３　 教学效果的评价:采用客观评价与主观评价

两种形式对两组教学效果进行评价ꎮ 客观评价为理

论测验ꎬ主观评价的形式为匿名问卷调查ꎮ 在相应

学期该课程结束时ꎬ当堂用 １５ ｍｉｎ 对对照组和实验

组的学生进行相应教学内容的理论测试ꎻ形式为单

项选择题(１５ 题ꎬ１ 分 /题ꎬ满分为 １５ 分)ꎻ随后进行

满意度问卷调查ꎬ请学生对调查内容进行主观满意

度评分ꎮ 内容包括是否能较好掌握课程内容、增加

对本课程的学习热情、提升科研思维、是否有助于提

高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以及逻辑思维能力、是否提高了对寄生虫病患者的

护理认知水平、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沟通与协作能

力ꎬ以及对该部分内容的整体教学设计与教学方法

的满意度评价ꎮ 对调查结果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５ 级计分ꎬ以
１~５ 分依次代表非常不满意、不满意、一般、满意和

非常满意ꎮ
１ ３　 统计学分析

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 ０ 统计软件包进行分析ꎬ计

８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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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ｘ±ｓ)表示ꎬ组间比较采用两

个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ꎮ

２　 结果

２ １　 理论测试考核结果

实验组学生理论测验平均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

(Ｐ<０ ０１)(表 １)ꎬ两组学生理论测验得分分布情况

见图 １ꎮ

表 １　 两组学生理论测验得分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ｅｓｔ ｓｃｏｒ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ｘ±ｓ)

组别 例数 / ｎ 平均成绩

对照组 １５０ １１ ８２±１ ７２

实验组 １２５ １２ ５５±１ ６０

２ ２　 调查问卷统计结果

实验组学生对整体教学设计与方法满意度等教

学效果的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表 ２)ꎬ 两组学生对

教学效果主观评价的评分见分布情况(图 ２)ꎮ

３　 讨论

“基于工作环境的学习”(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已成为实践型专业准备的重要组成部分[７￣８]ꎮ
本研究首次尝试在现行基础与临床分段式教育体系

的框架内ꎬ将该理念应用在护理本科人体寄生虫学

的教学中ꎮ
本研究中ꎬ实验组学生在完成寄生虫病患者护

理方案的过程中面对着一个虚拟患者ꎬ一个需要他

们照护和服务的对象ꎬ这能使学生在能一定程度上

图 １　 两组学生理论测验得分的分布情况

Ｆｉｇ 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ｓｔ ｓｃｏ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表 ２　 两组学生对教学效果评价的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ｘ±ｓ)

编号 调查内容 对照组 实验组　 　

Ａ 能较好掌握课程内容 ３ ８７±０ ８５ ４ ２１±０ ７７∗∗

Ｂ 可增加对本课程的学习热情 ４ １２±０ ７８ ４ ３２±０ ８６∗

Ｃ 有助于提升科研思维 ４ ０３±０ ７６ ４ １４±０ ７２

Ｄ 提高了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３ ７７±０ ７２ ４ １５±０ ７３∗∗∗

Ｅ 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得到提高 ３ ３１±０ ９３ ４ ０２±０ ８３∗∗∗

Ｆ 逻辑思维能力得到提高 ３ ２９±０ ９４ ３ ３４±０ ９２

Ｇ 提升了寄生虫病患者的护理认知水平 ３ ３５±０ ９０ ４ １９±０ ９２∗∗∗

Ｈ 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得到提高 ３ ６１±０ ８８ ３ ８４±０ ８８∗

Ｉ 沟通与协作能力获得提高 ３ ３１±１ ９４ ３ ９０±０ ９７∗∗∗

Ｊ 对整体教学设计与方法满意 ３ ７９±０ ８６ ４ ２８±０ ６７∗∗∗

∗Ｐ<０ ０５ꎬ ∗∗Ｐ<０ ０１ꎬ ∗∗∗Ｐ<０ ００１ꎬ与对照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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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医学与临床　 　 Ｂａｓｉｃ ＆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２１ ４１(４)

Ａ~ Ｊ 对应表 ２ 调查内容ꎻ１~５ 评分分值

图 ２　 两组学生对教学效果主观评价的评分分布情况

Ｆｉｇ 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ｃｏｒ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感受临床工作直面患者的氛围ꎬ从而对所学的人体

寄生虫学知识掌握得更加牢固和扎实ꎬ因此参与过

“寄生虫病患者护理方案撰写”的实验组在理论测

试成绩和对教学效果的评价两方面均显著高于常规

教学法的对照组ꎮ 这也表明护理本科教育中ꎬ让学

生有明确的学习目标符合成人职业教育的特点ꎬ即
学习者知道所学知识的价值和应用场景ꎮ 同时ꎬ分
组进行文献检索、资料分析、归纳、总结与讨论ꎬ使每

个学生都成为学习社区(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中的一

员ꎬ达成共识后方可完成针对某寄生虫病患者护理

方案的撰写ꎮ 因此ꎬ一份护理方案的完成是所有参

与者交流、讨论甚至争论后的产物ꎮ 该过程实践了

自主学习和交流学习这两种最基本的信息获取渠

道ꎬ同时也从讨论中获益而培养了团队精神ꎮ
综上所述ꎬ引导学生进行“寄生虫病患者护理

方案撰写”的教学法能够在现行教学体系中有效

尝试“基于工作环境的学习”理念ꎬ可补偿现行教

学体系的不足ꎬ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ꎬ其效果优于

传统带教模式ꎮ 该教学法值得推广应用在人体寄

生虫学课程的其他章节ꎬ甚至护理专业的微生物

学等其他课程中ꎬ从而为学校下一步全面课程改

革奠定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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