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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带教与传统带教在儿科护理教学中的应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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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儿科护理教学中循证带教与传统带教的效果。方法 选取 2021年 6月至 2022年 8月在儿

科实习的护生 90人，随机分为观察组（循证带教）和对照组（传统带教）各 45人，对比效果。结果 观察组核

心能力评分、考核成绩、教学效果等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在儿科护理教学中，循证带教较传统

带教存在更理想的教学效果，价值较高。

【关键词】儿科护理教学；考核成绩；传统带教；核心能力；循证带教

【收稿日期】2023年 12月 15日 【出刊日期】2024年 1月 15日 DOI:10.12208/j.jmnm.2023000785

Application analysis of evidence-based teaching and traditional teaching in pediatric nursing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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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evidence-based teaching and traditional teaching in pediatric
nursing teaching. Methods 90 nursing students practicing in pediatrics from June 2021 to August 2022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evidence-based teaching) and the control group (traditional teaching) with 45
students each to compare the effect. Results The core ability score, assessment score and teaching effect score of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In pediatric nursing teaching,
evidence-based teaching has better teaching effect and higher value than traditional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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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教学以理论结合实践为主要内容，将较多的

护理人才供应给社会，已经变成临床带教中的重要职

责[1]。护理专业的毕业生常常伴随理论水平存在较高的

掌握度，但是实践能力水平却较低，所以，儿科护理

教学期间应该保证理论融合实践，同时对课堂教学中

的问题充分掌握，对实习生的批判性思维、人际沟通

能力、人文关怀意识积极培养，让其可以将知识、情

感、技能融合在一起，从而获得高素质的护理人才[2]。

因此，本研究中将 2021 年 6 月至 2022 年 8 月共儿科

实习护生 90人作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循证带教与传

统带教在儿科护理教学中的效果，具体如下。

* 通讯作者：朱玉婷

1 资料和方法

1.1临床资料

收录样本的时间跨度：2021 年 6 月至 2022 年 8
月，研究样本：90人在儿科实习的护生，随机分为观

察组 45 人，男 1 人，女 44人，年龄 19~22岁，平均

年龄（21.05±0.36）岁；对照组 45人，男 2人，女 43
人，年龄 20~23岁，平均年龄（22.14±0.29）岁，两组

资料对比（P>0.05）。

1.2方法

对照组：传统带教，指的是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模

式，以教学大纲及书本教学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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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循证带教，包括：⑴按照本科室的临床

护理实习大纲、护理工作流程制定教学计划，首先需

要将科室的常用设备、工作环境为实习生进行细致的

介绍，讲解设备技术重点，在其实习的第一天，需要

带教老师介绍岗位职责的重要作用，让其可以理解护

理的重要性。⑵介绍理论常识。带教老师按照儿科特

点，为实习生介绍重点内容，增加其理论知识，也要

定时测试考评，也要带领其查房，教会其文件如何正

确书写，将其综合护理能力进一步提升。⑶综合能力

带教。带教老师需要再授课前示范，介绍其中注意事

项及护理难点，再由带教老师指导，将护理中存在的

问题指出，通过分析、讨论后对护理计划进行改进，

并且要求实习生对三查七对的方法熟练掌握。⑷虚拟

情景教学法。带教老师按照教学期间发生的问题，挑

选适宜的儿科病例，根据病例提出相应问题，对实习

生指导，让其对情景剧本进行编写。然后带教老师让

每个小组根据情景剧本对病案要案进行模拟，实习生

扮演患者、护士、家属等角色，对临床操作进行演练，

再由教师进行归纳、总结。

1.3观察指标

1、核心能力评分：专业实践、发展、专业态度等。

2、考核成绩:实践考核、理论考核。

3、教学效果和综合素质：激发学习兴趣、创新能

力等。

1.4统计学处理

SPSS20.0分析数据，P＜0.05统计学成立。

2 结果

2.1两组核心能力评分比较

组间对比（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核心能力评分对比[（χ±s），分]

分组 人数 发展 沟通协调能力 疾病信息管理 批判性思维 专业实践 专业态度

观察组 45 92.33±2.73 90.56±3.40 90.66±2.64 91.72±3.11 92.42±3.64 91.34±2.07

对照组 45 80.66±2.67 71.63±3.50 81.66±3.40 71.57±2.53 72.53±3.66 76.51±2.54

t值 5.462 4.936 5.412 4.714 5.201 4.223

P值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2.2两组考核成绩比较

观察组：理论考核成绩（96.11±3.10）分、实践考

核成绩（95.32±6.58）分。

对照组：（87.98±2.31）分、（81.02±3.70）分。

组间对比（t=5.203、6.302，P<0.05）。

2.3两组教学效果和综合素养评分

观察组：加强学习信心(23.15±1.06)分、提升操作

技能(22.71±1.03)分、激发学习兴趣(23.01±1.17)分、提

高学习效率(23.17±1.88)分、展现护理价值(93.22±1.12)
分、问题处理能力(95.15±1.20)分、服务意识(92.34±1.27)
分、思维评判能力(93.14±1.36)分、创新能力(94.35±1.19)
分。

对照组：（18.29±3.11）分、（18.93±1.28）分、

（19.12±2.35）分、（18.50±1.32）分、(19.82±1.33)分、

(18.47±2.14)分、 (19.03±1.21)分、 (18.46±1.30)分、

(18.77±1.36)分。

组间对比（t=6.320、5.201、4.201、5.326、6.302、
5.201、4.205、5.302、5.302，P<0.05）。

3 讨论

在组成医院的科室中，儿科属于其中重要的一个

科室，因为此科室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如护理风险较

高、护理难度较大、护理配合依从性低等，收治的大

部分患儿的年龄比较小，在护理期间极易出现哭闹、

大脑、吵闹等问题[3]。大部分患儿在看到其他患儿哭闹

时极易发生情绪波动，某些家属与护理人员乃至出现

了语言冲突，甚至肢体的冲突，直接影响现阶段比较

紧张的护患关系[4]。而且因为儿科护理本身的特殊性，

本院为了将实习生的实习质量进一步提升，将本科室

作为实习的第一科室[5]。在过去的实习期间，应用频率

比较高的带教模式为传统的常规带教，尽管存在一定

的效果，但是效果并不符合预期，并且，在我国经济

的持续提高下，教学方式也在持续的优化、成熟，该

种传统填鸭式的教学对于现阶段护生的需求已经不能

满足[6]。

循证带教模式是指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对

实习护生进行引导，让其进入循证问题护理中，按照

儿科目前的具体问题对相关护理寻找且制定护理计划，

让学生可以从多个角度、多个方面思考，从而使学生

形成散发性的思维，在学生对问题明确后，带教老师

再对学生指导，让其知晓如何对相关文献查阅，进而

有效解决问题，同时找到最理想的护理措施[7~8]。在整

个带教期间，此种带教模式构建系统的评估，带教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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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可以对各位学生的学习情况、掌握知识点情况有效

评估，从而实施针对性的指导，进而在实习过程中使

学生的理论常识掌握情况、操作技能的掌握情况提升[9]。

另外，该种带教方式在实习期间可以转变课堂中的理

论知识为实战经验，同时也可以将临床实习期间碰到

的问题变化为理论，而且利用书籍、资料库等对答案

寻找，此种带教属于一个良性循环，在实习期间持续

的发现并解决问题，直到可以合理、合情的将此问题

解决[10]。本研究结果证实循证带教效果更加理想。

在徐婷等
[9]
研究中，为深入研究循证带教在儿科护

理中的应用价值，该研究选取 90 名儿科实习的护生作

为研究对象，45 例儿科实习的护生在进行循证带教后

对其教学效果、综合素质进行评分，其中加强学习信

心均值 23.26 分、提升操作技能均值 22.80 分、激发

学习兴趣均值 23.12 分、提高学习效率均值 23.28 分、

展现护理价值均值 93.31 分、问题处理能力均值 95.26

分、服务意识均值 92.45 分、思维评判能力均值 93.25

分、创新能力均值 94.46 分。显著高于传统教学模式

（均值分别为 18.21 分、18.02 分、18.83 分、18.54

分、85.57 分、83.46 分、82.11 分、84.74 分、83.26

分），可见循证带教可以增加儿科实习的护生综合素

质，提升教学效果。本研究结果中，干预实施后，观

察组加强学习信心、提升操作技能、激发学习兴趣、

提高学习效率、展现护理价值、问题处理能力、服务

意识、思维评判能力、创新能力分别为(23.15±1.06)

分、(22.71±1.03)分、(23.01±1.17)分、(23.17±1.88)

分、(95.15±1.20)分、(93.22±1.12)分、(92.34±1.27)

分、(93.14±1.36)分、(94.35±1.19)分。对照组的加强

学习信心(18.29±3.11)分、提升操作技能（18.93±1.28）

分、激发学习兴趣（19.12±2.35）分、提高学习效率

（18.50±1.32）分、展现护理价值(19.82±1.33)分、问

题处理能力(18.47±2.14)分、服务意识(19.03±1.21)

分、思维评判能力 (18.46±1.30) 分、创新能力

(18.77±1.36)分。组间比较（P<0.05），与上述徐婷等

研究结果接近，进一步提示儿科实习的护生在实施循

证带教后提升教学效果，提高综合素质。

在陈倩等
[10]

研究中，选取 40 名儿科实习的护生作

为调取研究对象，通过随机分组方式，对观察者 20 例

儿科实习的护生进行循证带教后，结果显示观察组的

发展评分(92.34±2.74)分、沟通协调能力评分

(90.57±3.41)分、疾病信息管理(90.67±2.65)分、

批判性思维(91.73±3.12)分、专业实践(92.43±3.65)

分、专业态度(91.35±2.08)分明显升高，而采用传统

教 学 的 20 名 儿 科 实 习 评 分 (80.67±2.68) 分 、

(81.67±3.41)分、(71.64±3.51)分、(71.58±2.54)

分、 (72.54±3.67)分、(76.52±2.55)分，提示儿科

实习的护生通过循证教学对改善核心能力起到一定积

极作用。本次结果与上述陈倩等研究结果接近，进一

步说明了循证教学可以使儿科实习的护生核心能力进

一步提升。另外，本研究结果中观察组教学满意度更

高，证实循证带教可增加教学满意度。

总之，对于儿科护理教学过程中循证带教与传统

带教的应用，前者存在更加理想的教学效果，实习护

生的核心能力显著提升，且对教学效果更加满意，值

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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