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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CA 循环在新生儿脐部护理教学中的应用 

梁兰芳 

桂平市人民医院  广西贵港 

【摘要】目的 探究分析 PDCA 循环理论在新生儿脐部护理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随机选取 2020 年 5 月

至 2022 年 5 月本学院护理专业的学生 60 例，将其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30 例，其中，对照

组采用传统的授课方式进行教育，观察组采用 PDCA 循环理论进行教育。比较评估两组学生的考核成绩、教学管

理质量以及满意度情况。结果 观察组经过 PDCA 循环理论进行教育后的考核成绩的各项指标比对照组更具备优

势，其比较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的教学管理质量各项指标评分均占据着明显

优势，其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的满意度比对照组的高，其比较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脐部护理教学中应用 PDCA 循环理论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考核成绩，促使学生更快掌握护理技术，同时

提高教学质量，从而让学生对该教学方式的满意程度得到提升，其应有价值显著。 
【关键词】PDCA 循环；新生儿脐部；护理教学 
【收稿日期】2024 年 3 月 12 日    【出刊日期】2024 年 4 月 10 日    【DOI】10.12208/j.cn.20240172 

 

The application of PDCA cycle in neonatal umbilical nursing teaching 

Lanfang L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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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PDCA cycle theory in neonatal umbilical 
nursing teaching. Methods Sixty nursing students from our college from May 2020 to May 2022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of 30 cases each using a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education through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education 
through the PDCA cycle theory. Compare and evaluate the assessment scores, teaching management quality, and 
satisfaction of two groups of students. Results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more advantages in various indicators of 
assessment scores after being educated on the PDCA cycle theory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in 
comparison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a significant 
advantage in scoring various indicators of teaching management quality,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in 
comparison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PDCA cycle theory in umbilical nursing 
teaching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students' assessment scores, promote their faster mastery of nursing techniques, and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thereby increasing their satisfaction with this teaching method. Its expected value is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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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胎儿出生之后需要对其脐带进行结扎处理，等

到 7 天至 10 天后自然脱落[1]。在这段时间内，脐带的

残端成为了开放性的伤口，因此存在感染的风险，一旦

不给予措施进行预防，便会导致败血症发生，从而威胁

新生儿的生命安全。 
基于此，对新生儿的脐部采取护理措施恰好能够

降低感染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其中，新生儿脐部护理是

护理专业学生学习领域的硬性要求。在学习过程中一

般采用的是常规教学模式。这种传统教学模式存在非

常明显的缺点，即只注重“教”，而忽略了“省”。为

了改善这一状况，PDCA 循环理论便投入了新生儿脐

部护理教学的实践中。PDCA 循环，P 代表计划，D 代

表执行，C 代表检查，A 代表处理，以此做到对工作的

改进和提高质量。本文则是为了探究分析 PDCA 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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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在新生儿脐部护理教学中的应用效果。具体内容

如下所示：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 2020 年 5 月至 2022 年 5 月本学院护理

专业的学生 60 例，将其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

和观察组，每组各 30 例。其中，对照组的学生情况方

面，平均年龄为（21.76±0.52）岁。观察组的学生情况

方面，平均年龄（21.97±0.46）岁。 
纳入标准为：（1）学习态度端正。（2）自愿参加，

可配合研究开展。（3）入学资料与各项成绩等信息完

善。 
排除标准为：（1）缺乏依从性。（2）有缺考或者

补考记录。（3）个人信息有疏漏。两组学生在性别、

年龄等一般资料上的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组间可进行对比。本研究遵照相关规定开

展，且学生以及家长知悉研究内容，自愿签署知情协

议。 
1.2 方法 
对照组的 30 例学生采用传统的授课方式进行教

育，具体内容包括：学生按照视频内容进行模拟操作；

老师根据学生的操作进行解说；课程结束后，开始对所

学内容分进行考核。观察组的 30 例学生采用 PDCA 循

环理论进行教育，具体内容包括： 
（1）计划阶段。在进行操作讲解之前，首先要了

解关于新生儿脐部的知识，比如脐带处理以及自然脱

落时间，脐带结扎第一步先用碘伏消毒，然后使用气门

芯进行结扎，在 2-3 天内脐带逐渐干燥，7-10 天内自

然脱落；了解脐带残端感染的因素，其中，新生儿脐部

遭受水渍、汗液以及尿液的刺激而没有及时消毒则是

脐部感染的主要因素，因此预防感染的有效方法则是

保持脐部干燥；接着通过分析的问题制定脐部护理计

划，同时加强对产妇的健康教育。 
（2）执行阶段。学生按照视频内容进行模拟操作，

将与所学的理论知识联系起来，体会操作过程中的重

难点以及注意事项，个人通过反复练习比照规范操作，

纠正其不足之处，分析问题根源并及时改正，以此优化

护理措施，提高工作质量，从而巩固操作能力。 
（3）检査阶段。分成小组进行练习，组长要督促

组员操作并达成目标；在进行最后展示时，教师随时观

察学生的操作情况并提供专业的指导，纠正存在的缺

陷，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然后进入考核阶段，评估学生

的学习成果是否达到期望值。 

（4）总结处理阶段。对上述过程中的各环节进行

总结分析，及时纠正不合理、不规范的措施并将具有良

好效果的措施落实到下一个循环，如此不断循环，逐步

提高教学管理的质量。 
1.3 观察指标 
对两组学生进行脐部护理相关内容的测试，并进

行测试成绩的比较评估。两组学生的考核成绩包括随

堂检测、理论学习、实操能力以及吸收新知识的水平，

然后由教师对各项指标进行评分，评分范围为 0 分到

10 分，得分越高，意味着考核成绩越高。 
自制教学管理质量调查表对两组的教学质量进行

比较评估，内容分为自主学习意识、实际操作性以及解

决问题的灵活创造性这三个层面，每个层面采用 1 到

5 五级评分，总分为 5 分，分值越高，意味着教学质量

越好。 
自制问卷调查表，采用调查表形式设计相关问题

对两组学生的满意度进行调查评估，满意度的评估指

标为满意：学生对自身的学习情况以及教学模式均感

到满意；一般：学生对自身的学习情况以教学过程的各

环节较满意，但是仍然存在着细节问题；不满；学生对

自身的学习情况以及教学过程的各环节不满意，其中

存在着大量的问题没有解决，然后统计人数，计算占

比，比率越高，即满意度越高。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 25.0 软件进行数据的处理。考核成绩以

及见教学管理质量等计量资料用 （͞x±s）表示，采用 t
进行组间、组内比较的检验；满意度的计数资料则用 n
（%）表示，采用 χ2进行组间、组内比较的检验。P＜
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学生考核成绩之间的对比 
经对比，观察组经过 PDCA 循环理论进行教育后

的考核成绩的各项指标比对照组更具备优势，其差异

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1。 
2.2 两组学生教学管理质量之间的对比 
在教学管理质量方面，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的自

主学习意识、实际操作性以及解决问题的灵活创造性

的评分均占据着明显优势，其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如表 2。 
2.3 两组学生满意度之间的对比 
通过对两组学生的满意度调查可知，与对照组相

比，观察组的满意度更加高，其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

（P<0.05）。如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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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学生考核成绩之间的对比（͞x±s） 

组别 例数 随堂检测 理论学习 实操能力 吸收新知识水平 

对照组 30 （8.26±1.01） （8.10±1.04） （8.34±1.03） （8.21±1.03） 

观察组 30 （9.03±0.04） （9.10±0.03） （9.17±0.05） （9.05±0.06） 

t  4.506 5.210 4.823 4.050 

P 值  0.000 0.000 0.000 0.000 

表 2  两组学生教学管理质量之间的对比（͞x±s） 

组别 例数 自主学习意识 实际操作性 解决问题的灵活创造性 

对照组 30 （4.16±0.65） （4.18±0.61） （4.16±0.64） 

观察组 30 （4.32±0.65） （4.49±0.55） （4.50±0.41） 

t  2.088 2.668 4.082 

P 值  0.031 0.005 0.000 

表 3  两组学生满意度之间的对比[n（%）] 

组别 例数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满意度 

对照组 30 8（26.67） 12（40.00） 10（33.33） 20（66.67） 

观察组 30 16（53.33） 13（43.33） 1（3.33） 29（96.67） 

χ2     10.041 

P 值     0.002 

 
3 讨论 
新生儿的脐部护理是一项最基本的儿科护理操作

技能，能够有效避免感染风险[2-4]。在学习过程中一般

采用的是常规教学模式，该教学模式会导致学生对知

识的吸收缺乏主动性，从而使其自主学习能力丧失，学

习质量随之也下降。为了改善这一状况，PDCA 循环理

论便投入了新生儿脐部护理教学的实践中。PDCA 循

环管理是全面质量管理的工作步骤。其中，P 代表计

划，D 代表执行，C 代表检查，A 代表处理。PDCA 循

环，就是按计划、执行、检查、处理四个阶段循环不止

地进行全面质量管理的程序，以此做到对工作的改进

和提高质量[5-8]。本次研究结果表示，观察组经过 PDCA
循环理论进行教育后的考核成绩比对照组更具备优

势；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的教学管理质量各项指标评

分均占据着明显优势；观察组的满意度比对照组的高。

由此可知，基于 PDCA 循环理论进行教育后的整体效

果更佳。 
综上所述，在脐部护理教学中应用 PDCA 循环理

论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考核成绩，促使学生更快掌握

护理技术，同时提高教学质量，从而让学生对该教学方

式的满意程度得到提升，其应有价值显著。因此值得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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