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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 PBL 教学法用于规培护士带教中的效果研究，为提高其教学质量提供新思路。方法：选择我院 2023 年 4

月至 2024 年 4 月接收的 10 名大专规培学员，为避免多变量将应用随机分组，每组人员控制在 5 名。10 名大专规培学员在护士

长的带领下执行入院宣教，对照组给予传统教学法，实验组给予 PBL 教学法，对比其教学效果、理论知识掌握、实践操作考核

以及教学满意度。结果：实验组大专规培学员应用 PBL 教学法后其学习积极性、知识广度、课程印象、知识理解效果评分均明

显高于对照组，其教学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P ＜ 0.05。实验组执行 PBL 教学法后的理论知识掌握、实践操作考核均明显优于

对照组，P＜0.05。实验组大专规培学员应用PBL教学法后，其对教学工作满意3例，教学满意度（100%）明显优于对照组（40.00%），

P ＜ 0.05。结论：PBL 教学法在规培护士带教中的应用效果显著，不仅提高规培学员的学习效果、实践操作能力与教学满意度，

还可推动护理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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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学技术的进步与带动下，护理服务、护理质

量逐渐获取不同程度的进步与改善，且受到越来越多医

者、患者等关注。规范化培训作为护理人才梯队建设的

重要一环，需合理应用科学、有效的教学模式，将护

理技术与理论知识相结合，促进学员的护理操作、急救

技能与综合能力等等。传统的教学模式主要以课堂教学

为主，侧重于知识的灌输与记忆，而忽略了对学员问题

解决能力和创新思维的培养，且多数学员处于被动学习

状态，教学效果一般 [1]。PBL 教学法（Project-Based 

Learning method）是一种以学员为中心、问题为导向

的教学模式，有利于培养学员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团队合

作能力。在临床应用中通过引导学员主动搜查问题，发

现问题、解决问题、交流分享、反馈评价等等，通过模

拟真实临床情境，鼓励学员主动思考、协作交流，从而

在实践中学习和掌握护理知识与技能。该教学模式不仅

可激发学员的学习动机，还可提升其批判性思维能力和

临床决策能力 [2]。PBL 教学法与传统的教学模式存在一

定的差异性，其可将被动学习转换为主动学习，本文将

对此聚焦于 PBL 教学法用于规培护士带教中的效果研

究，通过设立实验组与对照组进行分析，判断 PBL 教学

法的应用价值，为提高其教学质量提供新思路，报道如

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 2023 年 4 月至 2024 年 4 月接收的 10 名

大专规培学员，为避免多变量将应用随机分组，每组

人员控制在 5 名。实验组男性 0 例，女性 5 例，年龄

23~25（24.17±0.37）岁。对照组男性 1例，女性 4例，

年龄 23~25（24.32±0.39）岁。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个人资料完整，学历信息真实可靠；

② 完成临床医学专业理论课程，具备基础医学知识；

③得知本研究信息后决定参与并配合。排除标准：①精

神状态不佳，语言沟通存在障碍，缺乏教学依从性；②

因个人因素中断研究、退出 [3]；

1.3 方法

10 名大专规培学员在护士长的带领下执行入院宣

教，根据护理实际情况、临床现状分析等确定教学目标，

制定完整的教学计划。对照组给予传统教学法，实验组

给予 PBL 教学法，两组大专规培学员的学习时长均控制

在 4周，具体操作如下：

1.3.1 传统教学模式

向大专规培学员发放教学资料，与其讲解教学重

点，说明护理操作要点等等。指导大专规培学员时刻跟

进课堂，做好重点知识的学习与记录工作。在教学过程

中主要以传授知识为主，可依据教学内容进行临床示范。

大专规培学员需认真听讲，依据教师所传递的知识与示

范操作等进行自主练习。

1.3.2 PBL 教学法

（1）提出问题：根据培训护理模式，了解其教学

重点、难点以及教学活动等，每周定期对大专规培学员

开展实习大纲宣教工作。合理安排教学时间，为其提供

实习教材等等。常见宣教内容主要以护理操作为主，其

中包括但不限于护理流程、护理态度、护理用品应用等

等。教师需与大专规培学员讲解如何正确使用医疗物品，

积极执行心肺复苏等措施，将每一项护理内容作为重点

讲解，不可随意忽略。在宣教过程中可通过逆向思维的

方式，向大专规培学员提出一些预见性的问题，促进其

主动学习。（2）提出假设：根据教学内容选择合适的

教学典型案例，并将案例详细资料进行收集与发放。以

选择 1-2 个经典的病例，利用病例患者从出院到入院护

理过程中的存在的问题进行模拟教学，引导大专规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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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通过逆向思维提出相关的问题做出假设。确保问题既

具有挑战性又贴近大专规培学员兴趣与认知水平，提升

其自主学习效果。（3）资料查阅：分析问题，依据其

实际情况以及问题解决需求，搜索相应的学习数据、学

习资料以及临床书籍、参考文献等等，帮助大专规培学

员更好地解决问题。鼓励大专规培学员灵活应用所学的

理论知识，合理借鉴参考资料，进行案例预习、搜索资料、

分析其解决问题等。（4）组织讨论：组织大专规培学

员进行讨论与分析，可根据其个人意愿进行分组，由小

组围绕问题展开讨论后进行总结。教师作为引导者，通

过适时提问、反馈与引导，促进大专规培学员的深入思

考与分析。引导大专规培学员根据病例分析进行探讨，

借助所收集资料进行分析，从而积极回答教师的问题。

大专规培学员可与教师分享自身对问题解决意见，提出

自己的看法，后由教师解答疑惑，并及时纠正其错误观

点。分析大专规培学员的学习情况，补充其问题所存在

的缺漏与不足，通过专业点评梳理重要知识点。教师可

组织大专规培学员利用情景演练的模式，使大专规培学

员更加深入情境去解决问题，合理应用理论知识以及临

床操作等方式，进一步提高其实践技术水平，促进其学

习效率。条件允许下，可由教师执行一对一的宣教方式，

保证大专规培学员在学习过程中能够得到有效的讲解。

（5）交流与总结：通过提问、考核等方式考察大专规

培学员的学习效果，可于每周定期进行总结讨论，共同

分享护理工作经验，并提出积极有效的护理问题。教师

需根据大专规培学员的学习情况、成果展示、临床操作

问题等进行综合评估，纠正大专规培学员存在的护理问

题，并对其进行奖惩制度。

PBL 教学模式的教学步骤可不断地重复进行，教师

可依据教学内容以及大专规培学员的实践考核能力进行

合理规划，不仅可深入巩固大专规培学员所学知识，还

学会其如何在多元视角下进行知识整合与创新。

1.4 评估指标

1.4.1 观察大专规培学员的学习情况，调查并分析

其学习积极性、知识广度、课程印象、知识理解效果等

等。由专业护士长及带教教师进行沟通评分，总分为8.5

分，分数越高则效果越好，利用精准数据进行分析 [4]。

1.4.2 在两组大专规培学员结束教学模式后分别对

其进行理论知识掌握、实践操作考核检测，总分各 100

分，依据患者的掌握情况、实际表现进行分数评定，利

用精准数据进行分析 [5]。

1.4.3 分析两组大专规培学员对教学工作满意度，

从教学态度、教学效果以及知识掌握情况等进行多方面

评分，总分值为 100 分，依据其得分实际情况评定为满

意（＞ 80）、一般（80-60）与不满意（＜ 60）[6]。

1.5 统计方法

对本研究所涉及的全部数据进行 SPSS 28.0 统计

学处理，分别应用（x ̅±s）与 [n（%）] 表示，并对其

进行t、χ2检验，获取两组数据的P值数值，以P＜0.05

表示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大专规培学员教学效果对比

实验组大专规培学员应用 PBL 教学法后其学习积

极性、知识广度、课程印象、知识理解效果评分均明显

高于对照组，其教学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P ＜ 0.05，

见表 1。

2.2 两组大专规培学员理论知识掌握、实践操作考

核对比

两组大专规培学员应用不同教学模式后其理论知

识掌握、实践操作考核存在显著差异，实验组执行 PBL

教学法后的理论知识掌握、实践操作考核均明显优于对

照组，P＜ 0.05，见表 2。

表 2两组大专规培学员理论知识掌握、

实践操作考核对比（ x ±s）

组别 例数 理论知识掌握 实践操作考核

对照组 5 86.15±2.04 82.09±3.02

实验组 5 96.27±3.46 96.97±3.66

T 值 - 5.633 7.012

P 值 - 0.000 0.000

2.3 两组大专规培学员对教学工作满意度对比

实验组大专规培学员应用 PBL 教学法后，其对教

学工作满意 3 例，教学满意度（100%）明显优于对照组

（40.00%），P＜ 0.05，见表 3。

表 1两组大专规培学员教学效果对比（x̅±s）

组别 例数 学习积极性 知识广度 课程印象 知识理解

对照组 5 5.16±1.43 6.13±1.54 5.24±1.25 5.22±1.43

实验组 5 7.92±1.54 8.04±1.55 7.34±1.32 7.26±1.35

T 值 - 2.936 1.954 2.583 2.319

P 值 - 0.009 0.043 0.016 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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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两组大专规培学员对教学工作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教学满意度

对照组 5 1 1 3 40.00%

实验组 5 3 2 0 100%

X² 值 - - - - 4.285

P 值 - - - - 0.038

3 讨论

现如今，医疗环境变化速度快，护理教育作为培

养未来医疗照护者的重要基石，其教学质量与效果直接

关系到患者护理的质量与安全性。同时，在医疗服务的

带动下，医学知识的不断扩展、医疗技术日新月异，传

统的护理教育模式面临着诸多挑战，如：难以激发学员

主动学习兴趣、难以培养其解决复杂临床问题的能力等
[7]。因此，探索科学、有效的教学法是至关重要的，其

已成为护理教育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PBL 教学法是一

种创新教学模式，强调以真实或模拟的临床问题，通过

引导学员主动探索、合作分析和批判性思考，促使其在

解决问题过程中深入学习、巩固知识并提升能力 [8]。

PBL 教学法在临床应用中可有效激发大专规培学员的学

习兴趣和积极性，培养其临床思维能力、自主学习能

力、团队合作精神以及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进一步促

进其教学质量 [9]。本研究对 10 名大专规培学员进行分

组教学，实验组应用 PBL 教学法后教学效果、理论知识

掌握、实践操作考核明显高于对照组。PBL 教学法可引

导护士围绕临床问题主动探索、查阅资料、分析讨论，

有效促进其自主学习能力，便于其独立解决问题，对于

护士未来的职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两组大专规培学员

应用不同教学模式后其对于教学工作满意度存在显著差

异，实验组满意度明显优于对照组。多数大专规培学员

认为 PBL 教学法更加生动有趣，能够激发其学习兴趣和

积极性，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进一步实现教学目标。

同时，PBL 教学法不仅关注护士的知识技能提升，还注

重培养其临床思维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团队合作精

神以及沟通能力，有利于护士更好地适应复杂多变的临

床环境，提高护理质量 [10]。

综上所述，PBL 教学法在规培护士带教中的应用效

果显著，不仅可提高护士的学习效果、实践操作能力与

教学满意度，还可推动护理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值得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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