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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护理学实践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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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儿科护理学是护理专业的一门必修课，主要研究如何护理新生儿和婴幼儿，使其在生理、心理、社

会、精神等方面得到最好的照顾，最终促进患儿的健康和发育。根据课程特点，在临床实践教学过程中，我们对

护理进修学员、规培学员以及实习学员选择了情景教学法、PBL 项目式教学法、模拟人教学法等多种形式相结合

的新型教学方法，对学生进行分层次的考核评价，引导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临床实践，在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和能力的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改革与创新实践教学方法，让学生更好地掌握儿科护理学知识与技

能，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提高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和创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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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ediatric nursing is a required course for nursing majors, mainly studying how to care for newborns and 
infants, so that they can get the best care in physical, psychological, social, spiritual and other aspects, and ultimately 
promote the health and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rse, in the process of practical 
teaching, we choose a new teaching method combining various forms, such as situational teaching method, PBL project-
based teaching method and simulated human teaching method, and carry out hierarchical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on 
students, guide students to apply theoretical knowledge to clinical practice, improv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ability, and enhanc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Through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practical teaching methods, 
students can better grasp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of pediatric nursing, improve their clinical thinking ability and innovative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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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创新教学模式 
儿科护理学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学科，

护理人员在临床实践中需要不断更新知识，提高业务

能力。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不断创新教学模式，

充分利用多媒体资源进行教学，提高课堂教学效果[1]。 
采用 PBL 教学法，将临床上的常见病例作为案例，

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解决临床上遇到的实际问题。

将护理操作与临床案例结合起来，在理解知识点的基

础上，让学生对知识点进行更好地记忆和理解[2]。学生

在实际操作中遇到问题后，教师及时给予指导，加深学

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通过 PBL 教学法的应用可以

更好地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动手能力以及创新

能力。 

1.1 案例的选取 
案例的选择要有针对性，根据临床病例进行选择，

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可以让学生更好地理解临床

案例中涉及的知识点。在案例选取时，教师要对所选案

例进行认真筛选，确保选取的案例具有代表性和典型

性。例如在讲解儿童呼吸系统疾病时，可以选取肺炎、

哮喘等疾病作为案例[3]，通过对这些疾病进行讲解和分

析，让学生掌握呼吸系统疾病的病因、症状以及治疗等

相关知识。在讲解神经系统疾病时，可以选取小儿抽搐、

脑瘫等疾病作为典型案例。通过对不同病症的分析和

讲解，学生可以深入了解疾病的特点和治疗方法等。教

师在选取案例时要充分考虑到学生的接受能力，录制

视频，甚至选择一些贴近学生生活和工作实际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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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小组讨论 
教师将学生分成若干个小组，在进行分组讨论时，

人员均分，每组人数不超过 5 人。在学生分组时，要

根据班级的人数和学习能力、学习兴趣以及性别等因

素来进行分组。通过分组可以更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让每个学生都能发挥自己的特长。在讨论中，

教师要将学生分成小组，并将讨论内容和问题进行总

结。在分组讨论时，教师要给予适当的引导和指导，让

每个小组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通过小组讨论，学

生不仅能够解决自己在学习中遇到的问题，还可以将

问题与其他同学进行交流、探讨。通过小组讨论可以更

好地提高学生的临床护理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2 调整课程结构 
传统的儿科护理学教学以教师讲解、学生记笔记

为主，缺乏情境和互动。为了更好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培养学生自主学

习、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儿科护理学教学中，

我们打破了传统的教学模式，将课本知识与临床实践

相结合，在课堂上穿插各种模拟情景，将课堂变成了模

拟医院，通过情景剧表演的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和参与意识。以临床儿科常见疾病为例，根据各疾病不

同的发病特点及临床表现等理论知识进行情景模拟表

演。以儿科教研室为例，例如新生儿窒息的急救过程、

新生儿黄疸的护理、新生儿腹泻等采用多媒体视频教

学。在表演过程中，教师需要注意观察和引导学生正确

地观察患儿，针对不同病症做出相应处理[4]。通过表演

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操作中来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

的理解。通过这种方式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使学生在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又提高了自己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课程结构中增加案例教学法、情景教学法等多

种形式相结合的实践教学方法。将理论知识与临床实

践相结合，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更好地掌握儿

科护理学知识与技能。在实践教学过程中，教师根据学

生对所学知识掌握情况和学习能力进行分组，在教师

的指导下学生进行自主学习、独立思考、解决问题、小

组讨论等活动，针对问题作出相应处理。通过这种方式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情景模拟

表演将课堂中所学知识应用于临床实践中，将课堂教

学变成了模拟医院，让学生在实际操作中掌握理论知

识和技能，进一步加强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记忆。 
3 重视课前准备 
在实践教学开始之前，指导教师要向学生说明课

程内容、目的、要求和需要准备的材料，让学生明确学

习任务、明确学习要求。对即将进行临床工作的同学要

进行临床护理技能操作的培训，并让他们熟悉实习医

院的环境及工作流程，对患儿的病情作出初步判断，根

据病情需要做好护理记录。 
3.1 教师课前为学生准备好相关的教学资源 
教师要在课前为学生准备好相关的教学资源，包

括多媒体课件、教案、教材等。在准备好相关教学资源

之后，教师要结合教学内容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和手

段[5]。在此基础上，教师可以采用讲授法、案例分析法、

小组讨论法等多种教学方法进行授课。给学生提供一

些典型案例，让他们分析案例中存在的问题。在讨论过

程中，教师要鼓励学生积极思考、大胆发言，让他们充

分发表自己的看法。通过多种教学方法的应用，学生可

以更好地理解所学的知识，增强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提高实践教学质量。 
3.2 根据教学内容组织好课堂学习活动 
在《儿科护理》中，我们主要采用了案例教学法，

教师通过分析临床护理事件，引导学生学习和实践，去

观察、分析、总结，结合自己所学的知识加以理解和运

用，获得新的知识和技能的教学方法。在案例分析中，

学生既可以自己学习相关的知识和技能，也可以根据

已有经验进行交流[6]。比如在《小儿发热护理》中，我

们以《发热护理》为例讲解“小儿发热常见病因及护理”

这一内容。首先让学生自主学习有关发热疾病的病因、

临床表现及鉴别诊断等知识；然后针对具体疾病进行

讨论，让学生思考并讨论“为什么会有发热”“患儿发

热的临床表现有哪些”等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结

合自己的实际经验进行交流和讨论，可以说出自己对

相关知识的理解和看法。在讨论结束之后，教师进行总

结并给出相应答案。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可以加深

对该疾病相关知识的理解，同时也提高了自主学习能

力。学生通过自己学习、与他人交流、进行思考和总结

来加深对该疾病的理解和认识，达到了良好的教学效

果。案例教学法是以案例为基础、以学生为中心的一种

教学方法。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很多机会来表达自己

对某一问题的看法、理解和认识，从而更好地掌握所学

知识。 
3.3 教师对学生学习情况进行分析和总结，了解学

生的学习能力，并针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及时地纠正

和指导 
教师对学生的课堂表现进行分析，针对存在的问

题及时给予指导和纠正，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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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知识。在儿科护理学实践教学中，教师要认真分析

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式及学生存在

的问题和不足，并及时进行纠正和指导，提高学生的学

习效果。教师还应重视课后总结和反馈，及时对教学效

果进行评价，借助多媒体课件开展网络教学和课堂讨

论等多种形式的教学活动。同时，教师要重视实习前的

指导工作，帮助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实习医院，指导学

生收集实习科室的相关资料，让学生提前熟悉实习环

境和流程。指导教师还要组织好学生进行实习前的培

训工作，如对实习生进行护患沟通技巧、安全管理等方

面的培训；对实习生进行《护士基本技能操作》《护理

文书书写》《危重患儿抢救配合》等方面的培训。 
4 分层次考核评价 
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分层次考核评价，

将学生分为优秀、良好和合格三个层次。每个层次的学

生在实践教学过程中有不同的任务，通过层层递进的

方式帮助学生实现从合格到良好再到优秀的转变。优

秀层次的学生要求掌握儿科护理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

技能，能够完成基本操作，能对病人进行观察与护理；

良好层次的学生要求掌握儿科护理基本理论知识和基

本技能，能够完成基本操作；合格层次的学生要求掌握

儿科护理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能够完成基本操作。 
实践教学结束后，我们对每名学生进行了实践技

能考核和理论成绩考核。实践技能考核采用由教师指

导学生进行的情景模拟实训形式进行，采用 1 个教学

情境，每名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在教师指导下完成 2 个

典型案例的模拟实训操作，每名学生在完成实训任务

后都要进行考核与评价。理论成绩考核采用百分制，其

中笔试占 40%、口试占 30%、临床实践操作占 30%，

总分数为 100 分。考核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和合格三

个层次。 
4.1 优秀层次 
优秀层次的学生在实训任务中能够较好地完成所

分配的任务，并且能够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和基本技

能为病人提供较好的护理服务。考核内容包括： 
（1）操作技能，主要包括小儿喂养与护理、小儿

体格检查和小儿发热护理等 5 个案例。 
（2）基础理论，包括小儿常见病的病因、发病机

制、临床表现和护理措施与健康教育等 5 个案例。 
（3）相关知识，包括结合儿科护理学的发展概况、

儿科护理学基础知识和儿科临床护理理论知识开设 1
个案例。 

（4）团队合作能力，包括小组成员之间协作完成

实训任务和向教师汇报实训成果。 
（5）综合素质，包括学生在实训过程中对所学知

识的运用能力和与病人沟通交流的能力等。优秀层次

的学生在实训过程中能够主动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

解决问题，最终为病人提供较好的护理服务。 
4.2 良好层次 
良好层次的学生要求掌握儿科护理基本理论知识

和基本技能，能够按照操作规范与要求完成任务，熟练

地对儿童进行护理操作，有很强的临床护理能力和组

织能力。具体内容包括： 
（1）通过在模拟病房中学习《儿科护理常规》等

基本知识，学生们能够很好地理解和掌握儿科的特点

以及相应的护理方法，并能结合实际情况加以运用。 
（2）通过学习《儿科学》《儿童保健学》等基本

知识，学生们能够掌握儿科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

技能，对儿科学的发展历史、儿童保健知识、常见疾病

及护理方法有一定的了解，并能结合儿科临床实际进

行合理地应用。 
（3）通过学习《儿科护理学》《儿童保健与发育

评估》等基本知识，学生们能够对儿科常见疾病进行简

单鉴别诊断，能对儿童疾病进行早期护理评估。 
（4）通过学习《儿科护理技术操作常规》等基本

知识，学生们能够熟练地进行护理操作，并能完成基本

的护理操作。 
4.3 合格层次 
对实践教学进行改革与创新，为学生提供更多的

临床见习机会，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手段。通过

分层次考核评价，我们发现，实践教学改革后，学生的

学习主动性明显增强。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有 84.7%
的学生对实践教学改革表示赞同和赞同；有 83.3%的学

生认为提高了他们的学习兴趣；有 83.3%的学生认为提

高了他们的专业自信。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学生在专

业自信、对临床工作兴趣和对实践教学改革满意度上

均具有显著差异（P<0.01）。 
分层次考核评价方法能帮助教师更好地了解学生

对实践教学的反馈信息，有利于教师及时调整实践教

学内容和方法，帮助学生实现由“要我学”向“我要学”

的转变。此外，分层次考核评价可以促使学生自觉地去

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通过自我评价、相互

评价和教师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自

主学习能力。 
5 结语 
儿科护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传统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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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教学方法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教育改革的需要，探

索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新型实践教学模式势

在必行。我们将情景教学法、PBL 教学法、模拟人教

学法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新型实践教学方法引入实践

教学中，让学生在短时间内掌握儿科护理学知识与技

能。在整个实践教学过程中，我们对学生进行分层次考

核评价，让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临床实践，同时也提

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多种形式相结合

的新型实践教学方法的运用，不仅激发了学生对儿科

护理学学习的兴趣，而且提高了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综合素质和

创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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