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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导向式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法相结合在血管外科护理教学中的应用 

姚田庆 

重庆市第七人民医院  重庆 

【摘要】目的 探讨问题导向式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法相结合在血管外科护理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择我

院 2021.01——2022.01 期间于血管外科进行护理学习护生为研究对象，共计 100 名，依照时间顺序将护理教学阶

段分成两部分，即为常规组、实验组。于 2021.01——2021.06 期间接受传统教学法 50 名护生纳入常规组，于 2021.07
——2022.01 期间接受传统教学法结合问题导向式教学法 50 名护生纳入实验组。对比两组护生综合考核成绩、护

生对护理教学满意度、教学模式认同率。结果 相较常规组，实验组护生对护理教学满意度、综合考核成绩更高，

P＜0.05。相较常规组，实验组教学模式认同率更高，P＜0.05。结论 在血管外科护理教学中，问题导向式教学法

与传统教学法结合教学效果更佳提高护生综合能力，效果理想建议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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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problem oriented teaching method combined with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in nursing 

teaching of vascular sur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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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the combination of problem-oriented teaching method 
and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in vascular surgery nursing teaching. Methods: a total of 100 nursing students who 
studied nursing in vascular surgery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1 to January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 nursing teaching stage wa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according to the chronological order, namely the routine 
group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From January 2021 to June 2021, 50 nursing students who received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were included in the routine group, and from July 2021 to January 2022, 50 nursing students who 
received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combined with problem-oriented teaching methods were included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results, nursing students'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teaching and the 
recognition rate of teaching mod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routine group, the 
nursing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had higher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teaching and comprehensive examination 
scores (P < 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group, the recognition rate of teaching mod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P < 0.05). Conclusion: in the nursing teaching of vascular surgery, the combination of 
problem-oriented teaching method and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has better teaching effect, and the effect is ideal. It is 
suggested to apply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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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外科（Vascular Surgery）属于外科学的分支

学科之一，主要针对患者心脏血管、脑血管之外的外

周血管疾病开展治疗、诊断、预防处理，人体除了表

面毛发、角膜之外血管遍布全身，因此血管外科的服

务范围相对较为广泛。近些年临床愈发重视血管的专

业人员培养，针对此学科的护生教学工作开展从根源

处理的教学模式革新，积极创新有效的联合教学法，

提高教学质量。其中问题导向式教学法（PBL）是临

床新探究的有效教学模式，基于传统教学法（LBL）
上联合应用，将临床问题设为激发学生产生学习动力

的主要方向，引导护生能够掌握血管外科的学习内容

的教学方法[1]。PBL 教学法于 1969 年首次提出后在全

世界广泛推行使用近 40年时间内此教学方法在我国广

泛应用并优化后得到认可，从 LBL 教学模式的以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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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解为中心让学生参与其中外围绕问题进行导向教

学，结合教学模式应用于血管外科中适应性较强[2]。本

次统计于 2021年 1月~2022年 1月建立教学成果统计，

旨在探析 LBL 结合 PBL 教学在血管外科中的应用成

效，详情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21.01——2022.01 期间需要完成血管外科

护理学习护生共计 100 名，按照时间顺序将护理教学

阶段分成常规组（2021.01——2021.06）、实验组

（2021.07——2022.01），每组 50 例施行不同教学办

法。 
常规组：男 10 例、女 40 例，年龄均值（23.02±

0.52）岁、年龄范围 20 岁—25 岁；体检检查合格；体

重 50-76kg。实验组：男 11 例、女 39 例，年龄均值（22.58
±0.60）岁、年龄范围 19 岁—25 岁；体检检查合格；

体重 50-74kg。对比性分析 2 组资料 P>0.05。 
1.2 方法 
常规组：采用 LBL 教学法。血管外科教师向护生

开展以课堂为主的授课行为，建立同一性教学模式，

组织护生积极参与血管外科的护理教学，按照教学计

划逐步讲解本科室的护理重点知识，然后对课堂内容

进行统一归纳总结，并借助课堂反馈模式让学生被动

的高效接受血管外科护理教学知识。 
实验组：采用 LBL+PBL 教学法，将血管外科的护

理教学分为三方面。第一方面：教学方式按照问题导

向式原则进行教学方法梳理，首先护理教师应向学生

介绍血管外科护理教学的大纲流程，分阶段进行课程

讲解，确定不同环节的护理教学目标和方向，妥善选

择教学问题。其次用课堂形式方式讲述在血管外科处

理各种疾病时所应用的护理措施和技术要点，提出相

关学习目标。第二方面：依旧按照问题导向式原则开

展教学，此阶段护理老师的教学中心在于与护生建立

交流并督促护生学习。建议护生可以通过查阅医学电

子资料或书本资料自学，于科室内常见的病例每周组

讨论小组进行细节分析。第三方面：主要开展综合评

价。护理教师向护生随机提出几项问题，由小组形式

推选出一名护生借助多媒体模式回答护理教师的问

题。组内其他学生可适当斟酌补充回答，并对问题提

出合理质疑。护理教师可提前半个月与护生们进行血

管外科的典型病例筛选，让其提前了解此科室病例的

特殊性，随后教师合理设计一些问题提高护生对病情

资料的熟悉性。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护生综合考核成绩、护生对护理教学满

意度、教学模式认同率。 
（1）综合考核成绩评价标准：评估理论考试、操

作技能、整体考核、职业素质评分，护理教学效果佳

数值趋高。 
（2）教学模式认同率评价标准：评估单项认同率

=认同例数/组间数*100%，护理教学效果佳数值趋高。 
（3）教学满意度评价标准：评估总满意度=（满

意+较满意）/组间数*100%，护理教学效果佳数值趋高。 
1.4 统计 
采用 SPSS23.0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

料以（χ±s）表示，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

采用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护生综合考核成绩对比 
常规组：理论考试评分（75.66±1.61）分、操作

技能评分（80.25±2.89）分、整体考核评分（74.24±
3.15）分、职业素质评分（80.14±3.33）分；实验组理

论考试评分（95.36±2.61）分、操作技能评分（86.61
±1.66）分、整体考核评分（90.45±4.02）分、职业素

质评分（94.21±1.00）分。可见实验组护生综合考核

成绩高于常规组，对比差值 T=45.425、13.494、22.443、
28.614，P＜0.05。 

2.2 教学模式认同率对比 
常规组：深刻理解中重点难点 29 例、占比 58.00%；

激发工作主动 28 例、占比 56.00%；探究型思维形成

30 例、占比 60.00%；激发工作创造性 31 例、占比

62.00%；合作精神建立 32 例、占比 64.00%。实验组：

深刻理解中重点难点 48 例、占比 96.00%；激发工作

主动 45 例、占比 90.00%；探究型思维形成 46 例、占

比 92.00%；激发工作创造性 42 例、占比 84.00%；合

作精神建立 48 例、占比 96.00%。可见实验组教学模

式认同率高于常规组，对比差值 χ2=20.384、14.662、
14.035、6.139、16.000，P＜0.05。 

2.3 护生对护理教学满意度对比 
常规组满意 19 例、较满意 25 例、不满意 6 例，

总满意度 88.00%。实验组满意 23 例、较满意 26 例、

不满意 1 例，总满意度 98.00%。可见实验组护生对护

理教学满意度更高，对比差值 X2=3.840，P＜0.05。 
3 讨论 
LBL 教学法属于以围绕授课方式建立的教学方

法，教师从课堂平台上向学生进行讲解，学生被动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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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习，整个教学程序和教材互相呼应，属于顺向教

学思维。在此教学模式下，血管外科的护理教学在科

室开展重点倾向于知识传授，而学生是否拥有自觉性

以及学习主动性，直接影响了教学成果。且血管外科

护理教学信息量大，通常教师会依靠教学大纲进行基

础知识筛选，整体教学系统性强，可以弥补基础水平

较差的护生提高知识储存量。但 LBL 教学法在一定程

度上忽视了学生的实际能力培养，导致理论教学和技

术操作环节脱节，学生缺乏主动性，理论和实操同步

强化的潜能开发被限制[3]。而 PBL 教学法结合应用后，

主要围绕问题开展导向性教学，教学工作围绕护生开

展组织护生建立小组式讨论。首先护理教师让护生能

够明白血管外科的相关疾病特，在教学大纲中筛选不

同疾病的重点护理学习要求以及需掌握的护理内容，

指定相关章节。引导学生收集有用的信息，可通过图

书馆资源查阅、电子教材进行媒体化学习，找寻相关

问题的答案尽可能自我理，有利于后续教师引导更加

高效。也能积极培养学生对问题的探索精神，打破传

统教学局限化。LBL 结合 PBL 教学优势明显，对每一

项课程的教学均有明显教学广度和深度，能促使护生

掌握全面、系统的护理知识，授课过程中能够取长补

短，互相填补教学短板做到教学高效化[4]。 
结果可见，实验组护生对护理教学满意度、综合

考核成绩、教学模式认同率更高于常规组，P＜0.05。 
综上所述，问题导向式教学法结合传统教学法在

血管外科护理教学中应用效果甚佳，可提高护生综合

能力，建议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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