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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形式案例教学法在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护理教学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张树林 

重庆市人民医院  重庆 

【摘要】目的 研究多形式案例教学法在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护理教学中的应用效果观察。方法 抽取我院 2021
年 6 月-2022 年 7 月耳鼻咽喉头颈外科进行临床护理的护理人员 42 例，根据随机选取模式选取其中 21 例，进行

常规教学法，即常规组。则剩下 21 例进行多形式案例教学法，即观察组。最后并对两组护理人员的各项护理专

业能力水平以及对教学模式满意度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经过比较分析，观察组护理人员的满意率明显高于常规

组；观察组护理人员的各项护理专业能力水平优于常规组，两组基础数据均具有明显差异（P＜0.05），有统计

学意义。结论 多形式案例教学法在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护理教学中应用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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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multi form Case method method in the nursing teaching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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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multi form Case method in the teaching of otorhinolaryngology head 
and neck surgery nursing. Method: A total of 42 nursing staff from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21 to July 2022 were 
selected for clinical nursing care in the Department of Otolaryngology, Head and Neck Surgery. 21 of them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ccording to the selection mode and received routine teaching method, namely the routine group. The 
remaining 21 cases were given the multi form Case method method, namely the observation group. Finally,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the various nursing professional abilities and satisfaction with teaching models of the two 
groups of nursing staff. Result: After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satisfaction rate of nursing staff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better nursing professional 
abilities than the conventional group, and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basic data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multi form Case method method in the nursing 
teaching of otorhinolaryngology head and neck surgery is 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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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医学教学模式是在老师授课的基础上进行

填鸭式的知识灌输，在课堂上老师起到了主导作用，

而护理人员则处于被动的状态，教学效果不佳。护理

人员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着主动性与参与性不足的问

题，他们只是为了考试而学习，在考前进行突击，死

记硬背，导致了对知识的不理解，这不仅对他们今后

走向临床没有任何帮助，也导致了他们缺少了自我学

习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1-2]。作为一门专业性很强，

实践性很强的专业，运用多形式案例教学方法，改变

了传统的教学理念，提高了护理人员的临床动手能力，

详细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一般资料 
抽取我院 2021 年 6 月-2022 年 7 月耳鼻咽喉头颈

外科进行临床护理的护理人员 42 例，根据随机选取模

式选取其中 21 例，进行常规教学法，即常规组。则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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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21 例进行多形式案例教学法，即观察组。 
1.2 方法 
依照耳鼻咽喉科每一章节的内容展开讲解，比如

解剖、生理、检查方法、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等。之后，

老师就会开始对案例的介绍。在课堂上，老师会先将

典型病例展示出来，之后用设计的问题来引发学生的

思考，鼓励学生提出问题，并表达出自己的看法。学

生利用自己所掌握的解剖及生理知识，在老师的指导

下，对案例进行分析，师生之间相互问答。老师在提

问与回答的过程中，会对相关重点内容展开讲解，分

析诊断思路，讲述治疗难点，并向学生介绍相关疾病

的国内外研究动态及研究热点，从而培养他们的创新

思维能力[3-5]。在临床见习教学过程中，案例教学法的

具体方法是：①在课前，老师选择病例：病例不仅具

有共性，也就是可以概括出此类病的临床表现及典型

特征，还具备综合和实用价值。它可以与前后所学病

例展开区分，同时还能将两者之间联系起来，为今后

走向临床奠定基础。在病案中，应该包含有较多的诊

断和辨证信息，使学生更容易找到问题，更容易分析

问题。②在见习前，由老师出示病历，要求学生对理

论课所讲的知识进行回顾，并参考相关文献，进行反

思。③对所给的案例展开分析，并在案例中指出与之

有关的诊断和鉴别诊断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老师

将会在教学过程中，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详细解释，

并将这些问题与其他类似的案例进行比较，并指出如

何对这些案例做出正确的判断，如何对它们进行治疗

和预防[6-8]。 

1.3 观察指标 
对两组护理人员的各项护理专业能力水平以及对

教学模式满意度进行统计分析。①对两组护理人员的

各项护理专业能力水平进行评分，评分越高代表护理

人员综合知识掌握越好。②统计记录两组护理人员对

教学模式满意度，教学模式满意度，将满意度分为特

别满意（7 分～10 分）、基本满意（6 分～7 分）和不

满意（6 分以下）三个评分等级。 
1.4 统计学方法 
将数据纳入 SPSS221.0 系统软件中进行计算，以

（ x s± ）进行计量统计，以（%）进行计数统计，t
检验与 χ2 检验，P＜0.05 则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护理人员对教学模式满意度情况对比 
在对两组护理人员其接受教学模式后满意度情况

中对比发现，常规组护理人员教学模式后满意度为

（85.71%），而观察组多形式案例教学模式后满意度

为（47.61%），观察组护理人员满意率明显高于常规

组；且两组数据对比在统计学上具有明显差异（P＜
0.05）。详见表 1： 

2.1 两组护理人员各项护理专业能力水平评分对

比 
在对两组护理人员其接受教学模式后各项护理专

业能力水平情况中对比发现，观察组护理人员各项护

理专业能力水平明显高于常规组；且两组数据对比在

统计学上具有明显差异（P＜0.05）。详见表 2： 
 

表 1  两组护理人员对教学模式满意度情况对比[n,(%)] 

组别 例数 特别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满意率 

观察组 21 7（33.33%） 11（52.38%） 3（14.28%） 18（85.71%） 

常规组 21 3（14.28 %） 7（33.33 %） 11（52.38%） 10（47.61%） 

χ2 - - - - 6.857 

P - - - - 0.009 

表 2  两组护理人员各项护理专业能力水平评分对比（ x s± ） 

组别 例数 生理知识 临床治疗能力知识 综合学习能力 

观察组 21 13.65±2.68 14.74±1.98 18.06±1.15 

常规组 21 7.56±1.36 8.65±0.85 13.74±2.86 

t - 9.286 12.951 6.422 

P - 0.001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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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耳鼻喉-头颈部外科是一门具有较高专业、较高教

学难度临床二级学科，其理论、实践、应用三者兼备。

当前，我国耳鼻喉科临床实习与实习存在着如下问题：

①教学内容扩充快，实习实践时间短；②学生对本课

程兴趣不大，理论与实际之间脱节比较严重。③耳鼻

喉科各个脏器都比较隐秘和狭窄，给检查和操作带来

了很大困难，如果只是通过教师和学生之间交流，很

难让学生对其解剖结构有一个直观了解[9]。④整体性

教学缺乏系统性和主动性，固定化教学较多，导致教

学效果不佳[10]。 
运用多形式案例教学法，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拓宽他们思路，并培养他们创新性思维，这对提升他

们学习成绩有很大帮助，尤其是对提升学生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能力有很大帮助，可以将学生学习积极性完

全调动起来，还可以培养他们自学能力和创新精神。

利用典型案例，可以让学生对该学科产生浓厚兴趣，

并带着兴趣去学习新知识。新病例，可以让学生全身

心地投入其中，把学习知识当成一种乐趣，在乐趣中

学习，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学生不仅学到了知识，

还培养了学习者创造力，为日后走向临床奠定了分析

问题能力基础。本次研究显示：常规组护理人员教学

模式后满意度为（85.71%），而观察组多形式案例教

学模式后满意度为（47.61%），观察组护理人员满意

率明显高于常规组；观察组护理人员各项护理专业能

力水平明显高于常规组；且两组数据对比在统计学上

具有明显差异（P＜0.05）。在案例教学中，通过对病

例讨论、归纳、总结，对学生发现、分析、解决问题

能力有了一定提升，同时还对学生总结、组织语言能

力有了一定提升，为日后走上临床岗位，诊断病例，

与患者沟通奠定了良好基础。 
综上，多形式案例教学法在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护

理教学中应用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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