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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护理操作技术相结合的高职护理专业人体解剖学

教学模式探讨

李方　 徐永超　 宋佩杉　 陈丽君　 杜松　 张文卿

【摘要】 　 目的　 探索将护理操作技术嵌入高职护理专业人体解剖学教学中的应用效果ꎮ 方法　 选

取本院 ２０１８ 级三年制高职护理专业四个班级共 ２２４ 名学生为研究对象ꎬ随机分为对照组(１１５ 名)和实验

组(１０９ 名)ꎬ分别采用传统人体解剖学教学模式和与护理操作技术结合的人体解剖学教学模式ꎮ 通过期

末理论测试、实践操作考核及问卷调查等方式对教学效果进行评价ꎮ 结果　 无论是期末考试成绩还是实

践操作考核成绩ꎬ实验组都显著高于对照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调查问卷结果显示ꎬ实验组在

教学模式的认同感、学习热情、学习信心、临床思维及动手能力方面均高于对照组ꎬ在课程学习难度方面ꎬ
对照组比例显著高于实验组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结论　 与护理操作技术相结合的人体解剖

学教学模式是提高教学效果有效教学手段ꎬ值得推广应用ꎮ
【关键词】 　 人体解剖学ꎻ　 护理操作技术ꎻ　 应用解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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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体解剖学是护理专业课程体系的基础ꎬ多项护理操作

技术都是以人体解剖学作为指导ꎬ因此ꎬ扎实的解剖学基础对

护理学专业至关重要[１] ꎮ 长期以来ꎬ护理专业人体解剖学教

学模式都是参照临床医学专业构建ꎬ并未体现出护理专业的

需求和特点ꎮ 有研究表明ꎬ目前人体解剖学教学内容有近

４０％与护士职业关系不大ꎬ且有近 ２０％的解剖学内容需要补

充或强化才能满足护士的职业需求[２] ꎻ同时ꎬ高职院校生源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质量工程教学研究项目(２０１７ｊｙｘｍ１０７１)
　 　 作者单位:２３４０００ 安徽宿州ꎬ皖北卫生职业学院

　 　 通信作者:张文卿ꎬＥｍａｉｌ:ｑｉａｏｍｕｌｅｅ＠ １２６.ｃｏｍ

素质偏低ꎬ学生理解能力差ꎬ再加上人体解剖学内容枯燥ꎬ记
忆繁琐ꎬ遗忘频率高ꎬ从而导致解剖学教学效果远远达不到后

续专业课程学习的要求ꎮ 因此ꎬ如何提高高职护理专业人体

解剖学的教学效果一直困扰着广大人体解剖学教师ꎬ鉴于此ꎬ
本研究将护理操作技术与人体解剖学教学相结合ꎬ取得一定

成果ꎬ现报道如下ꎮ
一、资料与方法

１.一般资料:选取某医学高职院校 ２０１８ 级三年制高职护

理专业四个班级共 ２２４ 名作为研究对象ꎬ全部为高中生源ꎬ将
１ 班和 ３ 班设为对照组ꎬ共 １１５ 名ꎬ其中男生 １４ 名ꎬ女生 １０１
名ꎬ平均年龄(１９.５±１.０６)岁ꎬ入学分数(１７８.４±２５.４)分ꎻ将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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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和 ４ 班设为实验组ꎬ共 １０９ 名ꎬ其中男生 １４ 名ꎬ女生 ９５ 名ꎬ
平均年龄(１９.３±１.１８)岁ꎬ入学分数(１８１.３±２３.５)分ꎻ经统计

学比较ꎬ两组学生在性别、年龄及入学分数等方面无明显差异

(Ｐ>０.０５)ꎮ 两组学生任课教师相同ꎮ 所有学生均知晓本次

研究目的并自愿参加ꎮ
２.方法:(１)组建教改小组:为确保实验组教学模式顺利

实施ꎬ课题组纳入具有临床医学背景的人体解剖学教师 ３ 名ꎬ
基础护理学教师 ３ 名组建教改小组ꎮ 课题参与人均具有 ３ 年

以上临床工作经历ꎬ教龄均超过 ５ 年且具有中级以上职称ꎮ
(２)制定课件及教材:课题组在课程开始前共组织 ５ 次集体

备课ꎬ整理出与护理操作技术相关的人体解剖学知识ꎬ经过多

次讨论最终形成完整的人体解剖学教学课件ꎬ并编写«护理

应用解剖学知识要点»ꎮ 课件制作并不是简单地将两门课内

容“１＋１”叠加ꎬ而是找出护理操作与解剖学之间的关联并进

行有机整合ꎬ如在“男性尿道”这一节ꎬ教师首先插入临床案

例以引出导尿操作的应用ꎬ然后再重点介绍男、女性尿道的特

点ꎬ随后让学生思考男、女性导尿时应该注意的问题ꎬ最后根

据学生回答情况进行详细解答ꎮ (３)建立护理应用解剖实验

室:目前ꎬ各院校护理应用解剖实验室建设滞后ꎬ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护理专业人体解剖学教学的发展[３] ꎮ 借助学校基础

医学实验中心扩建契机ꎬ本院解剖生理学教研室同基础护理

学教研室共同申请建成 １ 间护理应用解剖学实验室ꎮ 内含系

统及应用解剖学标本共 ８０ 余件ꎬ多媒体教学系统 １ 套ꎬ全自

动净化解剖台 ２ 台ꎮ (４)实施过程:采用理论课教学和实验

课教学结合的模式ꎮ 对照组采用传统人体解剖学教学方法ꎮ
理论课教学主要通过课件对各系统解剖学内容逐一讲解ꎬ对
与护理操作相关的解剖学知识点重点强调ꎮ 实验课教学主要

通过标本、模型及录像使同学们对解剖学结构进行验证性学

习并指认ꎮ 实验组采用与护理操作技术相结合的教学方法ꎮ
理论课教学过程中ꎬ通过视频、图片等形式在课件中加入相应

护理操作内容ꎬ重点介绍解剖学结构在护理操作中的作用及

注意事项ꎬ使学生在护理操作的介绍中完成解剖学知识的学

习ꎮ 如在进行咽及食管的教学时ꎬ首先介绍器官结构特点及

毗邻ꎬ然后通过临床案例引入插管操作ꎬ并提出问题:在插管

时患者出现咳嗽、发绀可能是什么原因? 如何才能避免此类

情况? 操作过程中检查口腔的目的是什么? 随后让学生通过

观看插鼻胃管的操作视频去寻找答案ꎮ 同时ꎬ相应缩减其余

解剖学内容的授课时间ꎮ 在实验课教学时ꎬ首先让学生通过

１ 课时进行验证性学习ꎬ剩余 １ 课时让学生通过护理应用解

剖学标本复习护理操作ꎬ如通过头颈部正中矢状面标本观察

鼻胃管依次通过的具体结构ꎬ通过直观接触解剖学标本ꎬ进一

步理解操作步骤内涵ꎬ掌握解剖学结构ꎮ
３.评价指标:(１)期末测试:由学校教务部门安排省内其

它高职医学院校教师命题ꎮ 命题教师必须取得中级以上职

称ꎬ试卷分 Ａ、Ｂ 卷ꎬ内容紧扣护理专业人体解剖学教学大纲ꎮ
(２)实践操作考核:学期末进行人体解剖学实验考核ꎬ考核过

程由 ２ 位授课教师负责ꎮ 考核采取随机抽签的形式ꎬ每张标

签上有 １０ 个解剖学结构ꎬ每个结构 １０ 分ꎬ学生根据所抽到的

标签内容指认ꎮ (３)问卷调查:问卷包括教学模式认同感、学
习热情、学习难度、掌握程度、学习自信、临床思维、动手能力

等 ７ 方面内容ꎬ每题均包含“是”、“否”两个选项ꎮ 调查在学

期结束时进行ꎬ共发放 ２２４ 份ꎬ回收 ２２４ 份ꎬ回收率 １００％ꎮ
４.统计学处理: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进行统计学分析ꎮ 计量资

料以均数±标准差( ｘ±ｓ)表示ꎬ两组间量的比较采用 ｔ 检验ꎮ
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ꎬ组间率的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
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二、结果

１.两组学生期末理论测试及实践操作考核成绩比较:实
验组期末理论测试和实践考核成绩均显著高于对照组ꎬ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两组学生期末理论测试成绩及实践操作考核成绩

比较(ｘ±ｓꎬ分)
组别 理论测试成绩 实践考核成绩

对照组(ｎ＝ １１５) ６７.３３±６.１９ ５８.４９±６.４４
实验组(ｎ＝ １０９) ７２.１６±６.８２ ７０.４１±７.３６

ｔ 值 ５.５６ １２.９２
Ｐ 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两组学生问卷调查结果比较:实验组在教学模式的认

同感、学习热情、学习信心、临床思维及动手能力方面均高于

对照组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在学习难度方面ꎬ对
照组要高于实验组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两组学生问卷调查结果比较[ｎ(％)]

组别
认同目前教学

模式

具有学习解剖学

的热情

人体解剖学

学习难度大

熟练掌握相关

解剖学知识

对后续专业课程

有信心

该教学模式提高

临床思维

实验课提高了

动手能力
对照组(ｎ＝ １１５) ６３(５４.８) ５１(４４.３) ８２(７１.３) ４５(３９.１) ４８(４１.７) ４１(３５.７) ７６(６６.１)
实验组(ｎ＝ １０９) ７６(６９.７) ７０(６４.２) ５８(５３.２) ６７(６１.５) ６８(６２.４) ７３(６７.０) ８９(８１.７)

χ２ 值 ５.３０６ ８.８９７ ７.８１６ １１.１７ ９.５５４ ２１.９６ ６.９８７
Ｐ 值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８

　 　 讨论 　 «国家医药卫生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指出ꎬ护理专业作为紧缺人才专业ꎬ其主要任

务为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４] ꎮ 然而ꎬ由于解剖学基础薄

弱ꎬ很多护生在护理操作练习时只能照葫芦画瓢ꎬ虽然学会了

操作步骤ꎬ却无法理解操作的内涵ꎬ更不可能根据临床特征灵

活应变ꎬ因解剖学知识不足而导致的医疗事故也时有发

生[５] ꎮ 本研究将护理操作融入到人体解剖学教学中ꎬ使学生

提前接触到医学课程ꎬ提高了学生对人体解剖学的兴趣ꎮ 结

果表明ꎬ实验组不论是理论考试还是实践考核成绩均高于对

照组ꎻ问卷结果也显示ꎬ实验组学生学习热情更高ꎬ学习效果

更好ꎬ自信心及临床思维也更强ꎮ 因此ꎬ这种课程整合式教学

模式有必要在以后的解剖学教学中继续推广应用ꎬ但是ꎬ在实

践过程中ꎬ二者的结合还应注重几个环节ꎮ
改革考核方式ꎮ 人体解剖学作为形态学课程ꎬ验证性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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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教学是整个教学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在多数学校的人体

解剖学教学中ꎬ实验课目的在于帮助学生识记理论课中所学

知识点ꎬ学生的最终考评成绩主要由期中及期末理论考试成

绩构成ꎬ这种“一卷定乾坤”的考核模式ꎬ严重制约了学生对

实验课的学习热情ꎬ使实验教学效果大打折扣[６] ꎮ 通过将实

验考核成绩纳入综合考核ꎬ可以激发学生在实验课中的学习

兴趣ꎬ切实掌握人体各器官结构在实体标本中的具体位置、形
态及毗邻ꎬ同时也锻炼和考察了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ꎮ

师资队伍建设ꎮ 课堂是教学改革的主要阵地ꎬ教师就是

课堂的组织者及引导者ꎮ 实验组教学模式需要将临床护理学

操作融入人体解剖学教学ꎬ尤其是护理操作及注意事项与人

体解剖学结构的因果关系ꎬ因此ꎬ在人体解剖学教学过程中ꎬ
教师必须具有丰富的临床护理经验ꎬ对护理操作的目的、步
骤、注意事项等掌握透彻ꎬ不然就很难将护理学操作完美融入

解剖学教学过程ꎮ 本研究中 ３ 名解剖学教师均为具有临床执

业医师背景的双师型教师ꎬ并拥有 ３ 年以上临床经历ꎬ同时通

过与基础护理学教师集体备课、实践操作练习及推门听课ꎬ使
解剖学教师具备了丰富的护理学知识储备ꎮ

建设护理应用解剖实验室ꎮ 实践是巩固理论知识的重要

途径ꎮ 传统的人体解剖学实验教学中ꎬ学生主要通过模型及

标本进行识记ꎮ 学生在第一次课时尚有兴趣ꎬ第二次课开始

学生便热情大减ꎬ导致课堂气氛沉闷ꎬ教学质量下降ꎮ 而且ꎬ
在单调的教学模式下ꎬ学生对解剖学结构的记忆也不够深刻ꎬ
容易遗忘ꎮ 在护理应用解剖实验室ꎬ应用解剖学标本可以与

临床护理操作更好地贴合ꎬ使学生能更直观地去理解护理操

作的内容ꎬ加深对解剖学知识的理解ꎬ而不需要去死记硬背ꎮ
对于护生来说ꎬ护理操作技术是他们以后工作中的看家本领ꎬ
融入临床知识会增加他们的职业归属感ꎻ同时ꎬ能够将解剖学

知识应用于以后的职业技能ꎬ也会增强他们对解剖学的重视

程度ꎬ提高学习积极性ꎮ
恰当的临床案例ꎮ 为了增强学生的临床带入感ꎬ通过案

例将护理操作融入教学过程是非常必要的ꎮ 由于是初次接触

医学ꎬ学生对以后的工作尚充满好奇ꎬ通过临床病例的引导可

以使他们集中注意力ꎬ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去ꎮ 由于人体解

剖学是医学院校第一门专业基础课ꎬ同学们尚没有临床基础ꎬ
因此ꎬ病例设计只需起到带入作用ꎬ简单明了就好ꎬ太过繁琐

或复杂则会超出学生的接受能力ꎬ学习热情也将会大大降低ꎮ
在临床工作中ꎬ护士扮演着重要角色ꎬ如何培养出基础理

论扎实、操作能力强、具有职业胜任力的临床护士值得深思ꎮ
本研究通过人体解剖学与护理操作技术的融合ꎬ对新型系统

解剖学教学模式进行了探索和实践ꎬ突出了人体解剖学教学

的专业针对性和应用性ꎬ贴近了专业和临床ꎬ为高素质和实用

型护理人才的培养进行了有益的尝试ꎬ后续本课题组将继续

追踪实验组同学护理学基础的学习效果ꎬ以期形成更加完整

的教研成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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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对护理专业学生采用护士核心能力培养

课程的教学效果

刘静　 于海艳　 徐嵘嵘　 王梦吟

【摘要】 　 目的 　 探讨分析高职院校对护理专业学生采用护士核心能力培养课程的教学效果ꎮ
方法　 选择某高职院校 ２０１８ 级护理专业(３ 年制)学生 １０２ 名为研究组ꎬ在教学期间给予护士核心能力培

养课程展开教学ꎻ并选择 ２０１７ 级护理专业学生 １０２ 名为对照组ꎬ在教学期间给予常规方法教学ꎮ 对比两

组在教学期间采用不同教学模式对于护理学生自身护理技能及教学效果的影响ꎮ 结果　 研究组学生在进

行一学期与一学年教学后ꎬ其理论知识、实践操作成绩均高于对照组ꎻＣＩＲＮ 评分中健康教育、临床护理、心
理护理、人际关系、伦理与法律、护理制度、领导能力各维度护士核心能力评分均高于对照组ꎻ且研究组学

生对于教学方式总满意度相比较对照组提高ꎬ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结论　 对于高职院

校护理专业学生ꎬ在进行教学过程中通过基于护士核心能力培养课程的设置ꎬ继而提高教学效果ꎬ增强护

理专业学生个人技能水平ꎬ提高其护理核心能力ꎮ
【关键词】 　 护理专业ꎻ　 护士核心能力ꎻ　 教学效果ꎻ　 能力评分

[中图分类号]Ｒ４７１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１２５６.２０２０.０９.０４０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一般教研项目(２０１８ｊｙｘｍ０６９３)
　 　 作者单位:２３８０００ 安徽合肥ꎬ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通信作者:刘静ꎬＥｍａｉｌ:６４９２５０６３７＠ ｑｑ.ｃｏｍ

１６１１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 ２０２０ 年第 ４１ 卷第 ９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Ｑｉｑｉｈａｒ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２０２０ꎬＶｏｌ.４１ꎬＮｏ.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