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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性评价体系在外科护理 PBL 临床教学的应用 

文清慧，王丽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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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形成性评价结合 PBL 教学法在外科学护理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2022 年 5 月-2023
年 2 月在外科学教学中选取 34 名实习生，将实习生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17 人）进行常规 PBL 教学，观察组

（17 人）应用形成性评价结合 PBL 教学法，对两组学生的考试成绩进行对比。结果 观察组考试成绩高于对照组

（P<0.05）。结论 在外科学教学中，形成性评价结合 PBL 教学法的应用可以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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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formative evaluation system in clinical teaching of surgical nursing P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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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formative evaluation and PBL teaching method in surgery 
nursing teaching. Methods From May 2022 to February 2023,34 interns were selected in surgery teaching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17) conducted routine PBL teaching. The observation group (17) applied 
formative evaluation combined with PBL teaching method to compare the test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est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Conclusion In foreign science 
teaching, the formative evaluation combined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PBL teaching method can improve the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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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育教学理念的不断更新和发展，形成性评

价和 PBL 教学法已经成为当前教育教学领域的热点话

题。形成性评价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评价方式，旨在

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发展，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和

学习动机[1]。PBL 教学法则是一种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

方法，旨在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外科学教学中，形成性评价和 PBL 教学法的联合应

用需要得到充分关注[2,3]。 
为了研究外科学教学中形成性评价结合 PBL 教学

法的应用效果，本研究选取 34 名实习生，分组应用不

同的教学方法，结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22 年 5 月-2023 年 2 月在外科学护理教学中选

取 34 名实习生，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学生

人数均为 17 人，对照组学生年龄 17-24 岁，平均年龄

（20.06±1.51）岁，观察组学生年龄 17-24 岁，平均年

龄（20.48±1.29）岁，两组实习生的一般资料不存在显

著差异（P>0.05）。 
1.2 教学方法 
（1）对照组 
使用常规 PBL 教学法，措施：①确定问题：教师

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目标和课程内容，确定一个或多

个问题，让学生在小组中进行讨论和解决。②组建小

组：教师可以将学生分成小组，每个小组由 4-6 名学生

组成，每个小组有一个组长，负责组织小组讨论和总

结。③学生自主学习：学生在小组中自主学习，通过查

阅文献、讨论和实践等方式，解决问题。④教师引导：

教师在学生自主学习的过程中，起到引导和监督的作

用，及时纠正学生的错误和不足。⑤小组讨论：小组成

员在讨论中交流彼此的想法和观点，共同解决问题。⑥

总结汇报：小组成员在讨论结束后，向全班汇报讨论结

果和解决方案，教师对学生的表现进行评价和反馈。⑦

评价反馈：教师对学生的表现进行评价和反馈，鼓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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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下一次讨论中改进不足。 
（2）观察组 
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形成性评价：①体系构建：

1）评价分类。教师评估可分为教师自我评估、学生评

估和监督评估。从各自的角度自我评估教师的教育能

力、教育态度和专业素质;对学生的评估主要是评估教

师对学生的重视程度、他们提供的援助程度、讲课内容

的细节、教学过程的相互作用以及对教学有效性的满

意程度;评价从同行的角度评估教师的行为、教学内容、

教学准备、教育活动以及教学效力。2）学习评价。学

习评估包括学生的自我评估和学习评估。学生的自我

评估主要基于对学生的态度、兴趣、技能和学习方法的

自我评估;学习评估是由受训教师对学生在不同阶段的

表现进行评估，包括学生在学习期间提出的问题、小组

讲座、阶段测试和有组织的实质性临床试验。3）导向

教学。以工作为导向的教育将促使人们更加重视在课

堂中学习传统知识的模块，混乱的环境，单向趋势的学

生、知识知识的学生很乏味，而将护士工作的问题实际

上是一个问题，通过教师和学生的互访，学生将作为照

顾工作的学生的“护士”，回答“实际发生了什么”，

“如何发生的”，“如何处理”，“我该怎么做”，“一

系列问题。4）体系的开发。形成性评价制度有助于理

解和应用学生的专业知识，并组织会前程序，以解决由

于难以调和第一门课程和以后几门课程而造成的“不

理解”问题。整合学习过程，渗透到学习的专业化，渗

透到工作经验/任务的完整模拟工作现状/对示范试验

的反馈/案例分析，思考和校对，从学习到专业知识，

加强深入和实时培训以及监测和评价系统，贯穿教学。

实施形式上的评估制度，包括教师评估、学生自我评估

和工业教师评估;理论考试、学习态度评估、工作流程

评估、内容的多样性、克服考试前考试过程中的缺陷、

减轻期末考试的压力、愉快和轻松的学习以及加强学

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都提高了学生在学习考试中

的表现。②应用措施：1）课堂测验：教师可以课堂上

进行小测验，测试学生对课程内容的掌握情况，及时发

现学生的不足之处，调整教学策略。2）作业评价：教

师可以对学生的作业进行评价，及时发现学生的不足

之处，给予针对性的指导和建议。3）小组讨论：教师

可以观察学生在小组讨论中的表现，及时发现学生的

不足之处，给出针对性的建议。4）实验评价：教师可

以对学生在实验中的表现进行评价，及时发现学生的

不足之处，帮助其改正。5）课程设计评价：教师可以

对学生的课程设计进行评价，及时发现学生的不足之

处，予针对性的指导和建议。6）学习笔记评价：教师

可以对学生的学习笔记进行评价，及时发现学生的不

足之处，给予针对性的指导和建议。7）反馈评价：教

师可以对学生学习情况进行反馈评价，指出学生的优

缺点，提出合理化建议。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学生的考试成绩，主要包括理论考试成

绩、操作技能考试成绩。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分析使用 SPSS 软件 20.0 版本，使用 t 检验

分析计量资料（x±s），结果 P<0.05 表示存在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实习生的考试成绩 
观察组专业知识考试成绩、操作技能考试成绩均

高于对照组（P<0.05），详见表 1。 
 

表 1  对比两组实习生的考试成绩（x±s） 

组别 例数 专业知识成绩 操作技能成绩 

观察组 17 88.26±0.31 89.15±0.34 

对照组 17 80.14±0.25 80.06±0.36 

t 值 - 84.068 75.688 

P 值 - 0.000 0.000 

 
3 讨论 
外科学教学通常包括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在理

论课程中，学生将学习外科学的基本概念、手术技术、

手术前后的护理和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在实践课程中，

学生将参与临床实践，观察和参与手术操作，学习手术

技能和团队合作等方面的技能。经过应用形成性评价，

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外科学知识。通过定

期的小测验、作业和课堂互动等形式，学生可以及时了

解自己的学习情况，及时纠正错误，加深对知识点的理

解和记忆[4]。这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促进学生主动学习。PBL 教学法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

应用外科学知识。PBL 教学法强调学生的主动性和实

践性，通过实际案例的分析和解决，学生可以更好地理

解和应用外科学知识。这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

能力、问题解决能力，为临床实践打下基础[5-6]。形成

性评价结合 PBL 教学法可以提高教学效果。通过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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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评价和 PBL 教学法的结合，教师可以更好地了解学

生的学习效果，针对性调整教学策略和方法，提高教学

效果[7]。同时，学生也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

和学习效果，及时调整学习方法和策略，提升学习效

果。 
在学生态度、动机、时间管理和处理词汇、在教师

从评估中学习过程中选取性的得分后，反馈将继续改

进技术，更加注重能力，内部动机可以通过确定教育目

标来加强。与此同时，教师本身也根据学生在有利评估

过程中的表现调整其教育，包括更加注重和注重课后

工作，从而使学生更容易掌握教学内容的主要内容[8]。

在形式上的评估过程中对学生进行多种形式的可持续

评估，将加强学生学习的动力，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及

时提供反馈，帮助学生调整学习方法并提高学习能力。

有效的形成性评估肯定会改善学生的学习战略。在教

师在实施形式上的评估制度方面的教学能力和责任感

得到提高之后，与实施前相比，对学生的评估、帮助、

细节和满意度的四个方面有明显的改善[9]。 
注重性教育，注重学习过程中的评估，以及学生考

试的结果，评估学生帮助系统的教师取得学习的进展，

让教师向学生学习，了解学习情况，了解从思考学习过

程中的不足之处或不当之处以及改进过程中获得的信

息所需要的学习，从而加强教师的教学责任和能力，最

终提高教育质量，同时强调个人之间和不同因素之间

的相互利用重申教师和学生的交流。诊断性评估的实

施也是一个教师和学生相互学习的过程，需要仔细设

计每一评价阶段和教学过程，同时投入更多的精力，增

加对教师能力和教育责任的需求[10]。 
综上所述，形成性评价结合 PBL 教学法在外科学

护理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是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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