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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ＣＵ临床本科护理教学的实证研究
———基于合作学习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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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探讨合作学习理论在 ＩＣＵ临床本科护理教学的应用效果；方法 将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４月期间在我院重症医学科实习的 ２１名本科护生设为对照组，２０１４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在我院重症医学

科实习的 ２２名本科护生设为观察组；对照组采用传统临床护理教学方法，观察组采取基于合作学习理论的

教学方法，比较两组教学效果；结果 实验结束后，两组护生的护理基础理论知识、护理基本技能、护理实践能

力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与传统的教学方法相比，合作学习有助于 ＩＣＵ临床护理教学质量

的提高，能更好地、更有效地调动护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更有利于促进护生沟通能力、问题解决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合作能力与团队精神的培养与提高，从而提高护生的护理基础理论知识、护理基本技能和护

理实践能力，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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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学习是指使学生在小组中从事学习活动，并依据他们整个小组的成绩获取奖励或认可的课堂教学
技术，于 １９９２年开始在美国拉里赛大学护理学院应用于护理教育［１，２］。 合作学习被认为是一种新的促进学
生认知、情感、交流的教学方法和策略体系；从本质上讲，它是一种教学形式，是一种集体自主学习，能促进
教学活动中师生之间、教师与学生小组之间、生生之间等多种动态因素的互动与交流，被人们誉为“近十几
年来最重要和最成功的教学改革” ［３－７］。 近年来，笔者所在医院重症医学科在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期
间将合作学习理论应用于 ２２ 名本科护生的临床教学中，与传统的 ＩＣＵ临床本科护理教学相比，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 ２０１３年 １月至 ２０１４年 ４月在我院重症医学科实习的 ４３名护理本科生，来自成都中医药大
学、重庆医科大学、泸州医学院、川北医学院等 ４所高校的 ４年制护理本科生，均为女生。 其中，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至 ２０１３年 ４月期间在我院重症医学科实习的第 ４批 ９名，第 ５批 １２名，共计 ２１名本科护生为对照组，年龄
２１ ～２３岁，平均年龄 ２１．６７±０．７９岁；２０１４年 １月至 ２０１４年 ４月在我院重症医学科实习的第 ５批 ７名，第 ６批
７名，第 ８批 ８名，共计 ２２名本科护生为观察组，年龄 ２１～２３ 岁，平均年龄 ２１．７７±０．８６ 岁。 两组护生入重症
医学科的评估成绩（护理基础理论、护理基本技能、护理实践能力）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
比性，见表 １。 带教教师均具有本科学历，持有临床带教资格证，参加了我院举办的合作学习理论学习班，临
床和教学经验比较丰富。



表 １　 两组护生入 ＩＣＵ评估成绩比较

组别 人数 平均年龄 ／岁 护理基础理论 ／分 护理基本技能 ／分 护理实践能力 ／分

对照组 ２１ ２１．６７±０．７９ ６６．７１±５．８２ ６７．９５±５．９９ ６９．１９±４．８５

观察组 ２２ ２１．７７±０．８６ ６６．３２±６．６６ ６７．１８±６．４９ ６８．９１±６．６９

ｔ 值 ０．４１６７５４ ０．２０７ ２５３ ５１ ０．４０４ ２９２ ９５２ ０．１５７ ２２０ ０３８

Ｐ 值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５

１．２　 方　 法

对照组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即由带教老师集中开展专科知识、疾病小讲座，专科示范，护理操作，集中

查房，然后实习护生分别跟不同的带教老师轮班，出科前对护理基础理论知识、护理基本技能（ＣＰＲ、人工气

道吸痰、ＧＣＳ评分等）、护理实践能力（护理查房、小讲座、个案护理）进行统一考核。 观察组采用“基于合作

学习理论”的实验教学方法。 第一，组建合作学习小组，根据实习护生的成绩、认知能力、个性特点、交流沟

通能力、兴趣、爱好等，按照“组内异质，组间同质” ［８］的原则将观察组的 ２２ 名实习护生分为 ５ 组，每组 ４ ～ ５
名，形成“固定合作学习小组”。 每组设组长一名，负责确定小组成员的责任分工、小组讨论和学习情况的管

理、小组学习成果的汇报。 第二，确定合作学习目标，带教老师结合 ＩＣＵ 临床护理教学要求及护生自身特

点，提前 １～２周向实习小组预告教学方案和有关教学要求，实习小组根据教师所提要求，在正式查房和讲课

前收集好有关病案资料以及相关的护理理论知识。 带教老师和实习护生一起查房，发现缺陷问题，完善临

床资料，引导护生依据 ＩＣＵ临床护理教学目标，制定个性化的合作学习目标。 第三，开展小组合作学习与讨

论。 首先由带教老师组织专题讨论，实习小组利用课余时间针对专题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再进行小组讨论。
教师定期督导讨论，并根据小组的具体情况进行适当的指导、帮助、鼓励等。 之后，由各学习小组在小讲座

上汇报讨论结果，同时其他小组可提问，汇报小组成员进行答辩。 针对小组学习、讨论和汇报中提出的问

题，带教老师集中讲解、答疑，提出解决问题的处理意见或建议，最后形成较为统一的、正确合理的方案。 第

四，进行小组合作学习评估。 实验教学评估采用各小组成员自评、小组间互评、带教老师点评相结合的方

式。 第五，开展小组合作学习教学反思。 由带教老师组织查房、讲课总结、教学质量点评、教学效果测评，反
思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不足，提出下一阶段的整改措施和方案。
１．３　 评价指标

主要评价两组护生出 ＩＣＵ的成绩。 成绩（一）主要包括护理基础理论、护理基本技能、护理实践能力 ３
个部分。 采用护理基础理论、护理基本技能测试，护理实践能力问卷调查等方法对两组护生的实习教学效

果进行评价。 护理基础理论测试主要测试两组护生经过实习教学后的护理基础理论水平；护理基本技能测

试主要评估两组护生经过实习教学后在 ＣＰＲ（４０％）、人工气道吸痰（３０％）和 ＧＣＳ评分（３０％）等方面的操作

水平；护理实践能力主要评估两组护生经过实习教学后在护理查房（３０％）、小讲座（３０％）和个案护理

（４０％）等方面的护理实践能力。 成绩（二）主要评估两组护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问题解决能力、沟通能力以

及合作能力，该成绩主要通过问卷调查从护生自我评价（３０％）、带教老师评价（４０％）、患者评价（３０％）３ 个

方面获得。
１．４　 统计学处理

对两组护生实习期间的护理基础理论、护理基本技能、护理实践能力、问卷调查结果等数据资料建立数

据库。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与处理，概率以百分比表示，计数数据对比采用 χ２ 检验，计
量数据用 ± 表示，采用 ｔ 检验；Ｐ＜０．０５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实习结束后，考核教师采用相同的考核方式对两组护生的护理基础理论、护理基本技能、护理实践能力

进行统一考核，其成绩见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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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两组护生出 ＩＣＵ成绩（一）比较

组别 人数 平均年龄 ／岁 护理基础理论 ／分 护理基本技能 ／分 护理实践能力 ／分

对照组 ２１ ２１．６７±０．７９ ８３．６７±２．６９ ８８．６２±３．２２ ８６．９５±２．１８

观察组 ２２ ２１．７７＋０．８６ ９１．５５±４．２３ ９４．４５±２．９１ ９３．２７±２．３３

ｔ 值 ７．２５０ ７９８ ６．２４６ ８４９ ９．１６８ ９２３

Ｐ 值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５

同时，就两组护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问题解决能力、沟通能力以及合作能力在护生、带教老师和患者中

进行问卷调查，其中护生自我评价占 ３０％、带教老师评价 ４０％、患者评价 ３０％。 其成绩见表 ３。
表 ３　 两组护生出 ＩＣＵ成绩（二）比较

组别 人数
自主学习能力 问题解决能力 沟通能力 合作能力

好 一般 好 一般 好 一般 好 一般

对照组 ２１ ７ １４ ８ １３ ５ １６ ９ １２

观察组 ２２ １６ ６ １８ ４ ２０ ２ １８ ４
χ２ ６．７０ ８．５９ １９．８８ ６．９８

Ｐ 值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１

３　 结　 论

合作学习始于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初的美国，在 ７０年代中期至 ８０年代中期取得实质性进展，成为一种富有

创意和实效的教学理论与策略。 表 １和表 ２的研究结果显示，采用“学生围观”实验教学的对照组在临床实

习结束后，护生的护理基础理论知识、护理基本技能操作水平、护理实践能力，分别提高了 １６．９６ 分、２０．６７ 分

和 １７．７６分；观察组在采用基于合作学习理论的 ＩＣＵ 临床护理新的教学方法后，护生的护理基础理论知识、
护理基本技能操作水平、护理实践能力，分别提高了 ２５．２３ 分、２７．２７ 分和 ２４．３６ 分。 对照组和观察组在护理

基础理论、护理基本技能、护理实践能力成绩对比有差异（Ｐ＜０．０５），具有统计学意义。 可见，较之于传统的

教学方法，合作学习是一种更能促进护生进行有效学习的教学法［９］，有助于促进 ＩＣＵ 临床护理教学质量的

提高，能更好地、更有效地提高护生的护理基础理论知识、护理基本技能操作水平、护理实践能力。
同时，表 ３结果显示，两组护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问题解决能力、沟通能力以及合作能力比较有差异（Ｐ＜

０．０５），具有统计学意义，表明“基于合作学习理论的 ＩＣＵ临床护理教学”改变了以“课堂讲授”为主的传统教

学方式，要求护生充分利用图书和网络资源搜索信息资料、主动收集病例、参与小组讨论与合作学习教学

等，调动了护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了护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信息检索能力，这与刘英、张振香［１０］，
张传来［１１］、李红梅［１２］等的研究发现是一致的。 此外，“基于合作学习理论的 ＩＣＵ临床护理教学”为护生以小

组为单位开展包括 ＣＰＲ、人工气道吸痰和 ＧＣＳ评分等方面的护理基本技能操作，开展护理查房、共同收集病

例、如何准备小讲座、讨论如何撰写大病历、如何应对个案护理等实习环节提供了全新的学习模式和策略方

法，有助于培养护生的合作能力与团队精神，有助于护生沟通交流能力以及问题分析与解决能力的提高，这
与国内外的研究结果［１０－１４］是吻合的。

尽管“基于合作学习理论的 ＩＣＵ临床护理教学”有许多优势，但是在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譬

如，教师是否正确理解了合作学习理论的精神实质，是否按照“组内异质，组间同质”的原则进行科学分组，
如果不能按照“组内异质，组间同质”的原则进行科学分组，那么各小组间无法实现公平竞争，也无法实现相

互促进、共同进步的学习目的，从而无法保证合作学习的实效性。 可见，科学组建合作学习小组是“基于合

作学习理论的 ＩＣＵ临床护理教学”顺利开展的前提。 因此，如何更全面地理解合作学习理论的精神实质，充
分发挥它在 ＩＣＵ临床护理教学中的优势，仍需广大临床护理教育工作者进一步探讨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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