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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 联合微信视频教学对乳腺外科护理带教效果的影响 

杨 文，韩 敏，何怡丹，何 玲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四川南充 

【摘要】目的 探究、分析 PBL 教学法联合微信视频教学在乳腺外科护理带教中的实际应用效果和价值。方

法 从我院乳腺外科科室护生中随机选取了 64 名护生作为本次研究、观察的对象，带教学过程中遵循人性化、以

人为本的教学原则，以掷骰子法将护生随机、平均分配，即分为 2 组。分别命名为对照组与实验组。对照组中的

护生以常规教学为护理带教方法，而实验组护生以 PBL 结合微信视频的教学方法为护理带教方式。统计、对比 2
组护生带教结束后的考核成绩、学员对不同教学模式的满意程度以及临床带教评价效果。结果 经过 2 组带教模式

的培训后，同对照组护生对比，实验组的护生在考核成绩（理论知识、病例分析、实践操作）方面均更高、对教

学模式的满意度更高且临床教学效果得到显著提升。上述所有观察指标在 2 组护生比较上均具有统计学差异（P
＜0.05）。结论 对于乳腺外科护生而言，通过 PBL 教学结合微信视频教学的模式能够提高学生的实践水平、学习

能力，是一种值得在护理带教中推广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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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BL combined with WeChat video teaching on nursing teaching effect of breast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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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effect and value of PBL teaching method 
combined with wechat video teaching in breast surgical nursing teaching. Methods: 64 nursing student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rom the department of breast surgery of our hospital as the object of this study and observation.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following the humanization and people-oriented teaching principle, the nursing students were randomly and 
evenly allocated by dice rolling method, namely divided into 2 groups. They were named control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p. The nursing stud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took conventional teaching as nursing teaching method, while the 
nursing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ook PBL combined with wechat video teaching method as nursing teaching 
method. Statistics and comparison of the two groups of nursing students after the end of teaching, students' satisfaction 
with different teaching modes and clinical teaching evaluation effect. Results: After the training of the two groups with 
teaching mode,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nursing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higher in the 
examination results (theoretical knowledge, case analysis, practical operation), higher satisfaction with the teaching mode, 
and the clinical teaching effect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ll the above observation indicators had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nursing students (P < 0.05). Conclusion: For nursing students of breast surgery, PBL teaching 
combined with wechat video teaching mode can improve students' practical level and learning ability, which is a teaching 
method worth promoting in nursing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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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患有肿瘤疾病的患者呈现出逐年上

升的趋势，在女性群体中，乳腺癌是发病率相对较高

的癌症之一。在乳腺外科手术治疗方面具有一定的复

杂性，对医护人员的操作水平、理论知识掌握程度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并且手术的位置相对特殊，会对女

性患者造成一定的心理影响，容易产生各种不良情绪，

也会出现抵触、依从性不高的情况，甚至会严重影响

术后恢复水平[1]。因此，则需要对患者采取及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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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护理方式，这也对护理人员的综合职业素养、实践

操作水平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需要培养更

多的护理人才来满足现阶段护理需求。然而部分护生

在实习带教的过程中，带教教师通常采取传统的教学

模式，护生通常是被动式教学，对于知识的掌握能力

以及操作能力较为缺乏，没有做到理论、实践相结合，

导致整体的带教效果并不显著。为此，需要优化带教

方式。本文分析 PBL 联合微信视频教学在护理带教中

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选取的 64名护生均是本院乳腺外科实习

护生，以规范化教学为带教的基本原则。选取时间段

位于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分组方法采用掷骰

子法，对应的 2 组护生例数分别为对照组（36 名）和

实验组（36 名）。护生的基础知识掌握能力和实践操

作能力以研究开始前乳腺外科所出的试卷考试成绩为

依据，对照组护生的笔试成绩为[78-82（80±4）]分，

实践操作成绩为[77-84（80±5）]分，本科以上学历（20
例）、大专学历（16 例），年龄[19-23（21.25±1.51）]；
实验组护生的笔试成绩为[78-85（81±3）]分，实践操

作成绩为[79-86（81±4）]分，本科以上学历（22 例）、

大专学历（14 例），年龄[19-24（21.32±1.87）]。2
组乳腺外科实习护生的成绩、学历、年龄对比差异不

明显（P＞0.05），具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2]：①均为大专学历及以上护生；②为全

日制护理专业的护生；③对本次研究的内容、流程、

目的均充分了解的护生；④积极参与本次带教，并签

署了相关知情书。排除标准[3]：①中途退出本次乳腺外

科护理带教护生。 
1.2 方法 
对照组护生采用常规的带教方式，即传统带教形

式。具体内容为：在开展培训活动前由乳腺外科科室

安排具有多年丰富护理经验的带教老师，每位带教老

师负责 6 名护生，共计 6 名带教老师。在带教期间内，

带教老师应当以路线外科护理基础知识内容和实践内

容为教学主体框架，在课堂中开展理论知识基础讲解

教学，基础知识主要包括乳疾病病因、临床症状、护

理、预防等多个方面。在实践内容教学中，在带教教

师的引导下来到实操教师，按照乳腺外科护理实操内

容开展培训，具体的技能培训内容包括术前护理准备

工作、术中护理、术后护理等。然后在带教教师的带

领下向护生讲解在护理工作需要关注的注意事项。在

此过程中，护生可以向带教教师询问问题，并可以护

生之间相互讨论、探究。最后培训完成后进行出科前

的考试，其中，实践操作内容以随机选取一项内容作

为考核方法。 
实验组护生采用 PBL 教学联合微信视频的带教方

式。具体内容为：带教教师结合乳腺外科护理带教经

验，针对护生实际的学习情况制定教学方案，建立乳

腺外科模型后，以多媒体设备向护生播放乳腺外科护

理的相关视频，然后在带教教师的带领下，向护生讲

解乳腺外科护理的相关知识、护理流程、重点、治疗

原则、临床症状等，然后将护生分为 6 个小组，带教

教师建立微信群，由带教教师和 6 名护生组成。首先

向护生提出一些列的病例问题，让护生先进行自我学

习，主要围绕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方面进

行分析，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临床病历等方式来

提出自己总结出的观点和解决方法。然在在教师的统

一引导下，每周均开展一次 PBL 教学培训，并针对学

生提出的问题给予合理的解决方法[4]。并对每位护生进

行点评。然后将整理好的知识重点、病例问题内容、

解决方法等以视频的形式将其上传到微信群当中，便

于护生反复学习、观看，也可以随时随地提问问题、

总结问题，进而提高自身的知识掌握能力。另外，在

施行 PBL 教学联合微信视频的带教方式过程中，带教

老师应当注重护生学习情绪、综合素养的培养。以护

生为本，教师作为引导者来开展各方面的知识讨论，

进而提升护生独立思考、创新水平、学习能力、写作

能力、应对突发事件能力。 
1.3 观察指标 
（1）考核成绩。待学生培训完成后，对 2 组护生

进行知识技能考核，考核内容包括理论知识、病例分

析和实践操作，三项。每项满分均为 100 分。 
（2）教学模式满意度。教学模式满意度具体评定

方法：通过本次培训带教教师制作的教学模式满意度

评价调查表对 2 组护生培训后进行评价，然后将每组

提交的满意度调查表进行统计后，分为十分满意、一

般满意和不满意。若存在不满意的情况，了解不满意

的原因，并进行及时记录，利于乳腺外科护理带教后

续开展的完善和优化[5]。教学模式满意度计算方法：满

意度=（十分满意例数+一般满意例数）/总例数×100%。 
（3）教学效果评价。教学效果评价具体评定方法：

由带教教师发放乳腺外科科室制作的评价调查问卷，

由 2 组护生均对对应的教学方法进行评价。调查问卷

内容共包括 5 个项目，分别为学习兴趣、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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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能力、处理问题能力、协作能力。满分共计 100
分，分数在 85 分以上则说明教学效果有所提高[6]。 

1.4 统计学分析 
本文涉及数据均在 SPSS22.0 中输入展开统计，组

间计数内容采用（％）表示，行 χ²检验，计量内容采

用（ x s± ）表示，行 t 检验，P＜0.05 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2 组护生考核成绩比较 
2 组护生考核的理论知识、实践操作、病例分析三

大项成绩比较（如表 1 所示）中，实验组护生的每项

成绩，同对照组相对比，均更高，2 组护生比较差异显

著（P＜0.05）。 
2.2 2 组护生对教学模式满意度比较 
2 组护生对两种不同教学模式满意程度比较情况

（如表 2 所示）中，实验组护生总体满意度，同对照

组对比更高，2 组护生比较差异显著（P＜0.05）。 
2.3 2 组护生教学效果评价比较 
2 组护生的各项临床教学效果指标对比情况（如表

3 所示），实验组护生的临床各项能力，同对照组护生

对比，均有明显提升，2 组护生比较差异显著（P＜
0.05）。 

表 1  2 组护生考核成绩对比（ x s± ，分） 

组别 理论知识 病例分析 实践操作 

实验组（n=32） 91.59±3.67 92.76±3.34 91.32±3.22 

对照组（n=32） 84.32±2.96 85.13±3.01 85.35±2.95 

t 值 8.7224 9.5996 7.7333 

P 值 0.0000 0.0000 0.0000 

表 2  2 组护生对教学模式满意度对比[n（%）] 

组别 十分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实验组（n=32） 18（52.25） 13（40.63） 1（3.12） 31（96.88） 

对照组（n=32） 11（34.38） 15（46.88） 6（18.75） 26（81.25） 

χ2 值    4.0100 

P 值    0.0452 

表 3  2 组护生教学效果评价指标对比分析[n（%）] 

组别 学习兴趣 学习能力 表达能力 处理问题能力 协作能力 

实验组（n=32） 30（93.75） 31（96.88） 28（87.50） 29（90.63） 29（90.63） 

对照组（n=32） 22（68.75） 23（71.88） 21（65.63） 21（65.63） 20（62.50） 

χ2 值 6.5641 7.5852 4.2267 5.8514 7.0531 

P 值 0.0104 0.0059 0.0389 0.0156 0.0079 

 
3 讨论 
在乳腺外科中，不仅需要对患者采取及时、有效

的治疗方法，也需要采取合理的护理方式进行干预，

才能改善患者术后治疗的恢复水平。在护理过程中则

需要对护理人员的专业知识水平、操作能力、应对能

力、写作能力等多个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在护生实

习的过程中，带教教师一般采取“填鸭式”的带教方

式，通过护理教学大纲中内容来向护生传授知识[7]。这

种带教模式难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对于知识的掌

握程度也不高，最终造成整体的带教效果并不理想。

而 PBL 教学法以提出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作为

教学核心，提供给护生更多自主学习、思考、查阅资

料的时间，让护生在带教的过程中提高自身的主观能

动性，结合工作经验、临床知识来总结问题。而在 PBL
教学法中结合了微信视频教学方法，学生能够直接在

微信软件上与带教教师进行视频沟通，不受时间、地

点的约束，不仅提高带教效率，也能加强师生之间的

沟通、交流水平，提高临床带教效果。 
从本次研究结果来看，护生考核成绩，同对照组

护生相比更高，对教学方式更为满意，且临床整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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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教效果也更高，充分说明了两种结合的带教方式应

用优势。综上所述，在乳腺外科护理带教的过程中，

引用 PBL 联合微信视频教学的方式效果显著，值得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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