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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打印技术在神经内科护理带教中的应用 

韩 敏，何 玲，杨 文，弋 霄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四川南充 

【摘要】目的 探究 3D 打印技术应用于神经内科护理带教当中的效果，为临床护理教学提供依据。方法 择
取 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我院神经内科 60 名实习护生作为研究对象，平均分为管理组和参照组个 30 人，管

理组实习生采用 3D 打印技术开展护理带教，参照组实习生实行普通护理带教，对比带教结果。结果 管理组考核

成绩高于参照组，（P＜0.05）；管理组护理带教模式认可度高于参照组，（P＜0.05）。结论 3D 打印技术应用于

神经内科护理带教当中可有效提升护理带教质量，值得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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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3D printing technology applied in neurology nursing teaching, and 
to provide basis for clinical nursing teaching. Methods: 60 nursing students in the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of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1 to December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management group and reference group with an average of 30 students. The management group interns carried out 
nursing teaching with 3D printing technology, and the reference group interns carried out general nursing teaching, and 
the teaching result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performance of management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reference 
group (P < 0.05); The recognition degree of nursing teaching mode in management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reference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3D printing technology in neurology nursing teaching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nursing teaching, worthy of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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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内科属于医院医疗结构当中的重要科室，由

于老龄化原因导致神经内科患者总量增加，医院需要

投入更多的医疗资源建设神经内科，构建高水平神经

内科科室管理体系，用以提升神经内科医疗质量，可

优先从护理带教入手建设高水平神经内科，借助优质

的护理带教体系可培养专业、优秀的神经内科护理人

员。常规的神经内科临床护理带教工作当中，对于大

脑发病后生理性变化的讲解缺乏立体度，实习护生极

容易丧失学习兴趣。由于神经内科护理带教当中的理

论内容较多，且护理工作中的实践性内容较多，要求

实习护生需要具备有良好临床思维[1]。3D 打印技术应

用数据设计文件将原材料逐层沉积、粘合构造成预设

的三维物体，该项技术在医疗领域当中应用前景较好，

被成功应用于牙科、骨科以及整形科室。借助 3D 打印

技术能够制作精细的大脑模型、疾病模型，借助模型

可有效提升护理带教质量。培养神经内科实习护生临

床思维，可借助护理带教教具，3D 打印技术可有效解

决高质量护理带教教具缺乏问题[2,3]。基于此本文主要

探究 3D 打印技术应用于神经内科护理带教中的应用

效果，研究结果见下文：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21.1-12 期间开展研究，60 名实习护生参与研究，

分为管理组和参照组。管理组：男 3 人，女 27 人，年

龄为（17~22）岁，平均年龄为（18.91±0.75）岁；参照

组：男 2 人，女 28 人，年龄为（17~23）岁，平均年龄

为（18.98±0.69）岁。两组实习护生一般资料差异较小，

无统计学意义（P＞0.05），本次研究通过科室审核。 
1.2 方法 
1）参照组应用传统护理带教方法，带教老师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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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神经内科护理教学大纲开展护理带教工作，带教

老师在讲解护理带教内容时，需要为实习护生进行演

示，同时指导实习护生完成规定的护理操作，当实习

护生护理操作存在失误，例如在进行脑卒中患者吸痰

护理操作时，动作过于缓慢可对患者的呼吸道、喉管

造成较大刺激，此时带教老师需要展示吸痰操作要点，

让实习护生认真学习、纠正错误护理操作。护理带教

内容结束之后，带教老师需要为实习护生布置作业，

实习护生需要按时上交。待神经内科护理带教结束后，

所有实习护生参加考核，并参与调研。 
2）管理组应用 3D 打印技术开展护理带教工作：

①确定护理带教计划：制定护理带教计划前，带教老

师需要对实习护生进行摸底，了解实习护生对于神经

内科理论知识、实践技能、专业素养情况，制定实习

带教教学大纲时需要从实习护生实际水平出发。带教

老师需要做好带教准备工作，根据实习护生摸底情况，

结合神经内科概念、收治患者疾病、疾病护理方式利

用 3D 打印技术制作护理带教教具，带教老师需要根据

3D 打印技术制作的护理带教教具设置相对应的学习

内容，例如制作大脑颅骨模型之后，需要设置缺血性

脑血管疾病、出血性脑血管疾病病变区域的教学内容。

②正式实施护理带教：实习护生进入神经内科开始实

习期之后，带教老师需要告知实习护生此次护理带教

的教学目标、阶段性学习目标，促使实习护生对于使

用 3D 技术开展神经内科护理带教的新型护理带教模

式有更加深入的了解，知晓在实习期内需要达到的学

习目标，做好实习期内的身心准备。带教老师需要安

排实习护生在实习期内管理床位，增加护理实践。在

集中授课当中，带教老师可借助 3D 打印技术让实习护

生近距离观察颅骨、病理状态下的大脑状态模型，通

过频繁近距离观察模型，结合理论知识讲解可让实习

护生在集中授课当中学习印象更加立体、深刻，更好

地消化神经内科有关护理学知识。③优化带教内容：

带教老师需要抽查实习护生的学习情况，通过翻看实

习护生的学习笔记、一对一的交流与询问了解实习护

生在护理带教当中存在的疑惑和困难，对带教内容进

行优化，例如实习护生反馈 3D 打印模型观看时间短问

题，可向实习护生发放教学模型，将实习护生分为学

习小组，学习模型可在学习小组当中保管和使用。带

教老师需要针对带教当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将发现存在的 3D 打印技术下开展神经内科护理带教

存在的问题进行反馈，用以优化护理带教内容[4]。 
1.3 观察指标 

（1）记录两组实习护生考核成绩，分为实践和理

论两个考核方向，每一个考核方向设置三种相同难度

的考核试卷，实习护生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考核，

实践考核延时完成需要扣分。考核结束后由其他带教

老师进行评分，根据分值高低判断护理带教质量[5]。（2）
调查两种护理带教模式在实习护生当中的认可度，为

确保所有实习护生在主观因素下给出认可度数据，采

取匿名调研方式，可向所有实习护生发送微信调查问

卷，在微信当中收集调查数据，统一汇总后计算实习

护生对护理带教模式的认可度，认可度分为三个等级：

非常认可、基本认可和不认可，护理带教模式认可度

为非常认可率加上基本认可率[6]。 
1.4 统计学方法 
SPSS24.0 分析研究数据，P 低于 0.05 具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考核成绩 
表 1，改进组考核成绩高于参照组，（P＜0.05）。 

表 1 考核成绩（ x s± ） 

组别 实践成绩 理论成绩 
改进组（n=30） 92.46±2.05 94.71±1.92 
参照组（n=30） 85.39±2.18 87.93±2.36 

T 值 9.0286 9.5729 
P 值 ＜0.05 ＜0.05 

2.2 护理带教模式认可度 
表 2，改进组护理带教模式认可度高于参照组，（P

＜0.05）。 

表 2 护理带教模式认可度[(n)%] 

组别 十分认可 基本认可 不认可 认可度（%） 
改进组 

（n=30） 
20 9 1 96.67（29/30） 

参照组 
（n=30） 

11 14 5 83.33（25/30） 

χ2 值 - - - 9.0757 
P 值 - - - ＜0.05 

3 讨论 
科技蓬勃发展，3D 打印技术的优势得到充分展

现，当前 3D 打印技术推广应用范畴不断扩大与该项技

术的应用成本下降有关，教学当中借助 3D 打印技术可

获得立体、形象的教学模型，只需要一台 3D 打印机即

可获得相应的教学模型。相较于工业使用的大型 3D 打

印仪器，小型 3D 打印机即可满足医学教学需求。3D
打印技术制作实物模型，可让学生学习理论知识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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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实物作为对照，学生在学习时可加深对理论知识的

理解程度，因此在消化吸收后利用理论知识方面的层

次会更高。护理带教课程当中对于优质教具模型的需

求量较高，临床上通过分析发现 3D 打印技术可满足护

理带教对于优质教具模型的需求，只需要利用

Solidworks 软件完成正向建模或者使用三维扫描仪逆

向建模，即可得到原始的打印数据，通过喷头喷出 3D
打印原材料即可完成教具模型打印[7]。 

传统神经内科护理带教当中展示神经内科有关疾

病的资料，大量的文字描述加上图片展示，内容过于

抽象化，实习护生很难通过扁平的文字和图像对具体

理论知识进行想象，消化理解有关内容知识较难，出

现学习方面的困难将会影响考核结果。本文当中利用

3D 打印技术革新神经内科护理带教模式，发现实习护

生考核成绩大幅提升、护理带教模式认可度提升，与

3D 打印技术的应用有关，应用该项技术提高实习护生

的学习积极性，通过观看 3D 打印技术制作的学习模

型，可让实习护生对神经内科的护理带教学习内容产

生较大的学习兴趣，同时学习模型还可拉近实习护生

与理论知识之间的距离，促使实习护生能够近距离感

受、理解学习模型所涉及的理论知识。本文中设置两

个观察指标判断神经内科护理带教质量，考核成绩为

客观观察指标，实习护生护理带教模式认可度为主观

观察指标，两个观察指标均与实习护生有关，与实习

护生属于护理带教主体有关，通过主客观评价，发现

3D 打印技术下开展神经内科护理带教实用性较高。在

3D 打印技术下开展神经内科护理带教工作，围绕实习

护生为工作核心，为更好地开展护理带教工作，在护

理带教准备工作当中，进行摸底排查，了解实习护生

真实水平，用以更好地开展新型护理带教模式[8,9]。当

前 3D 打印技术应用于神经内科护理带教工作当中还

存在一定缺陷，与 3D 打印仪器所用材料有关，当前

3D 打印机器使用的材料差异可影响模型效果，因此神

经内科在选购 3D 打印机时需要详细了解仪器的使用

注意事项、更换材料的注意事项，3D 打印机需要安排

专人管理，需要在合适的温度、湿度环境当中保管 3D
打印机和打印材料，避免仪器无法正常使用。每次开

机使用后，均需要用 3D 打印机试打印一个模型，成功

后开始正式使用，当发现故障后需要及时报修。 
综上所述，应用 3D 打印技术创新神经内科护理带

教模式，可有效提升实习护生的带教质量，同时实习

护生对于带教模式的认可度和满意度较高，建议在神

经内科护理带教当中推广和应用该种新型带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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