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专学校是住宿的，而且是首次离开父母，生活自理能力欠
缺，单纯的生活经历使之心理脆弱，缺乏承受挫折的压力，依
赖性强，适应力差，容易产生一些情绪问题。 在这个生理和心
理都会发生明显变化的特殊时期，学生的情绪体验不仅是强
烈的，而且是多变的、不稳定的，情绪波动大，给学生的身心带
来极大的危害。 随着护生年龄的增长，他们逐渐具备了一定
的情绪控制能力，学会排除不良情绪的方法，以缓解压力。
４　对策
４．１　提高情绪管理能力　积极的情绪有利于教学。 根据中
专护生的心理特点探索一些有效途径，应对压力来源，以活动
为组织形式，为学生创造一个放松心情的缓冲地带，不提倡单
纯举办心理学科知识的传授，通过开展心理剧、角色扮演、放

松疗法和小组讨论等各种具体的活动方式，让学生在活动和
感悟中获得成长和发展。
４．２　建立新生心理档案　定期开展学生心理问卷调查，以便

及时发现和解决学生存在的心理问题。 通过心理测量建立新
生心理档案，了解学生心理发展历程，为学生心理教育提供参
考，为学生管理提供依据。 对于存有心理问题的学生，重点登
记备案，给予不同层次的干预，对于重度的抑郁焦虑者及时转

借到专业机构进行治疗，并坚持跟踪调查。 本次调查中 ４ 例
严重焦虑和抑郁护生已经联系各自的家长，让他们及时带自

己的子女去专业机构接受心理咨询和治疗。
４．３　建立心理疏导机制　通过各种途径为学生提供心理咨
询服务，帮助学生化解内心矛盾，排解心理困惑，引导学生学
会净化心灵，把心灵中负性情绪及时清理出去，保持阳光、健
康、积极和乐观的心理状态。 创建心理宣泄室，如打沙袋、涂
鸦，放声歌唱等方式化解心理压力，将学生那些内隐和潜在的
行为问题，以动态、开放的形式加以解决，引导学生身心向着
健康的方向发展。 对本次调查中的轻中度焦虑和抑郁患者我

们已经进行个别和集体的心理辅导，如三线放松疗法、支持疗
法和认知疗法等。
４．４　设置班级心理委员　心理委员制度是朋辈心理辅导理
论的应用，朋辈心理辅导认为同伴辅导可以尊重求助者，真
诚地对待求助者，容易共情，有助于调动求助者的能动性，从
而走出心理困境。 因此挑选一些热衷于心理学并愿意帮助
别人的护生为心理委员，并由专职心理辅导员对她们进行心
理知识的培训，管理和指导。 这些心理委员具备一些老师没
有的优势，她们可以和同学打成一片，无话不谈，容易让同伴
亲近。
４．５　丰富校园生活　学校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建立多
种社团活动，举办多种社团活动，让沉迷于网络中的学生转移

到现实中，让学生及时从负性情绪里走出来。 通过内部的校
园网筛选一些健康的信息供学生使用，如建立学校交流平台、
健康教育信息平台和心理卫生园地等。

　　总之，研究中专护生的情绪状况，积极引导他们成为良好
的情绪管理者，缓解心理压力，他们的情绪管理能力也直接影
响到今后与人交往的能力，尤其是与疾病中各类患者交往。
因此引导学生加强自我感悟，帮助学生重塑自我，重塑自信，

促使其全面成长，提高其综合素质是我们教育工作者努力去
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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枟外科护理学新进展枠课程考核方式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王欣然
１，郭　京１，张　琰１ ，史淑萍１ ，张亚荣１ ，景作良１ ，贺　静２

（１．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北京市 １０００５３；２．首都医科大学全科医学与继续教育学院）

【摘　要】目的：探讨建立过程评价与终结评价相结合的成人护理专升本枟外科护理学新进展枠课程考核方式，为提升教学质量及
学习质量提供依据。 方法：将 ２０１２级、２０１３级 １１３名护理专升本学生作为对照组，２０１４ 级 ７２ 名护理专升本学生作为观察组，对
照组采用传统的理论考核方式，观察组采用过程评价与终结评价相结合的成人护理专升本枟外科护理学进展枠课程考核方式，比
较两组应用效果。 结果：观察组终结成绩及期末理论考试成绩均优于对照组（P ＜０．０１）；观察组期末理论考试成绩与随堂测试
成绩显著相关（P＜０．０１）；观察组学生对本次课程考试改革认可程度较高。 结论：注重过程评价和终结评价有机结合的成人护
理专升本枟外科护理学等进展枠课程考核的方式可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提高学习质量和教学质量。
【关键词】成人护理专升本；外科护理学新进展；考核方式；护理教育
中图分类号：Ｒ１９２．６　　文献标识码：Ｂ　　DOI：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６ －７２５６．２０１６．２０．０５４　　文章编号：１００６ －７２５６（２０１６）２０ －０１０１ －０３

［基金项目］首都医科大学校长基金（编号：２０１５ＪＹＹ９１）。

　　医学成人高等教育是与普通高等教育互补的另一种教育

形式，护理成人教育对广大在职护理人员的知识技能更新和

素质提高有重要作用。 枟外科护理学新进展枠是首都医科大学

成人护理教育改革的重点项目，是专升本护理专业的主干课

程，在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以巩固基础、更新知识为主

旨的外科护理学专升本教育成为护理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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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是连接医学基础与临床护理的桥梁课程。 设立此门
课程后，检验课程的教学效果、管理教师授课质量、评价学生
基本能力的有效手段就是考试，考试也是成人高等教育中的
重要环节。 现就该课程的考核方式改革报告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首都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护理专

升本学生 ２０１２级 ６５名、２０１３级 ４８名、２０１４ 级 ７２ 名。 入选标
准：首次学习枟外科护理学进展枠并修完全部课程；完成课程期
末考核者。 排除标准：未修完全部枟外科护理学进展枠课程；未
参加课程期末考核。 将 ２０１２级、２０１３ 级 １１３ 名学生作为对照
组，２０１４级 ７２名学生作为观察组，两组学生性别、年龄等资料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
１．２　方法　两组学生均接受 ３６ 学时理论授课，授课教师、授
课方式一致。 对照组沿用传统的理论考核方式，即枟外科护理

学进展枠课程修完后，期末一次性闭卷、笔试的方式，考试结束
教师集中阅卷，记录考试成绩，试卷满分 １００ 分，６０ 分为及格，

理论考试成绩作为本门课程的终结成绩。 观察组采用过程评
价与终结评价相结合的成人护理专升本枟外科护理学进展枠课

程考核方式。 ①增加过程评价。 过程评价采取 ２ 种形式：第
一是随堂测验，要求教师结合所讲内容，在每节课授课结束时

进行，测验内容由当堂所授内容中出 １ 道典型案例分析题（含
２ ～３个思考问题）对学生进行测验，要求测验答题卡现场发放
现场收回，以验证学生对课堂所学知识理解与应用能力，确定

学习效果，及时调整教学方案，为更好实施此项改革，自主研
发配套文件包括枟随堂测试要求枠枟随堂测试标准出题模板枠
枟随堂测试试题库枠枟随堂测试试卷枠枟随堂测试评分标准枠枟随

堂测试成绩汇总表枠，本门课程共 ３６ 学时，安排 １５ 次随堂测
试，每次测试成绩满分 ２０分；第二是完成学习报告，学生挑选
课程中自己最感兴趣的教学内容，结合课堂所学、临床实践及

文献检索，梳理知识的重点、难点，记录临床实际工作中的应
用与体会，查阅知识的更新，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及理论联
系实际的能力，为确保项目实施，配套文件包括枟学习报告书
写要求枠枟学习报告书写样章枠枟学习报告单枠枟学习报告评分

标准枠枟学习报告成绩汇总表枠，要求学生选择感兴趣的教学内
容至少完成 １次学习报告，期末考试前上交记录成绩，每份学
习报告的满分成绩为 １００ 分。 ②实施综合评价。 课程修完后
保留期末理论考核，仍为闭卷、笔试的方式，试卷满分为 １００

分，试题源自枟外科护理学新进展枠试题库，试卷难易度、题量、
考核时间与对照组保持一致，以检验学生的学习结果，评定教
学设计的有效性。 但是，此次理论考试成绩不再作为本门课

程的终结成绩，终结成绩改革为综合评价，即将过程评价和终
末考核有机结合，总分 １００ 分，６０ 分为及格，期中期末理论考
核成绩占总成绩的 ６０％，过程评价中随堂测验成绩（取 ５个最

高分将成绩相加纳入）占总成绩的 ２０％，学习报告成绩占总成
绩的 ２０％。 ③学生评价效果。 本门课程完成期末考试后，从
考核方法的认可程度、促进教师教学水平、激发学习的兴趣和

潜能、增强自学能力等方面，对学生进行不记名问卷调查。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经专人整理后输入计算机，采用
ＳＰＳＳ２２．０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统计分析方法包括 t检验及多

元线性回归分析。 以 P＜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学生终结成绩比较　见表 １。

表 １　两组学生终结成绩比较（分，x±s）
组别 n 随堂测试 学习报告 期末理论考试 终结成绩

观察组 ７２  １９ 汉．４１４ ±１．２４０ １８ *．８０６ ±１．４０１ ５１ 潩．５５０ ±４．８７０倡 ８９ 汉．７１９ ±５．６９３倡

对照组 １１３  － － ７９ 殮．４３４ ±８．６２０ ７９ 父．４３４ ±８．６２０

　注：与对照组比较，倡P ＜０．０１

２．２　观察组期末理论考试影响因素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以
观察组期末理论考试成绩为因变量，以学生出勤频次、随堂测
试成绩、学习报告成绩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方
差分析显示，F ＝５．９９４，P ＝０．００１，因而至少 １ 个自变量的回

归系数不为 ０，所建立的回归模型是有统计学意义的。 观察组
期末理论考试成绩与各主要因素之间的线性关系式为 y ＝
３６．７２０ ＋０．４１０x１ ＋２．４５１x２ －０．１３１x３ ，其中随堂测试成绩起主
导作用（P＜０．０１），见表 ２。
表 ２　观察组期末理论考试影响因素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因变量 β值 标准误差 t值 P 值
观察组

　常数 ３６ 6．７２０ １８ "．５４８ １  ．９８０ ０ 媼．０５２
期末理论考试成绩

　出勤频次 ０ 6．４１０ ０ "．３８８ １  ．０５６ ０ 媼．２９５
　随堂测试成绩 ２ 6．４５１ ０ "．８２５ ２  ．９７３ ０ 媼．００４
　学习报告成绩 －０ 6．１３１ ０ "．６２７ －０  ．２０９ ０ 媼．８３５

２．３　观察组学生对考试改革的满意情况　见表 ３。
表 ３　观察组学生对考试改革的满意情况（n ＝７２）

项目
满意

例 ％
一般

例 ％
不满意

例 ％
认同枟外科护理学新进展枠考核方式的改革 ６６ *９１ 热．６７ ５ �６ :．９４ １ A１ 苘．３９
改革使授课老师的讲课重点更加突出 ６８ *９４ 热．４５ ４ �５ :．５５ ０ A０ 苘．００
随堂测试与老师授课重点相符 ７２ *１００ 热．００ ０ �０ :．００ ０ A０ 苘．００
改革能够调动授课老师的积极性 ６８ *９４ 热．４５ ３ �４ :．１７ １ A１ 苘．３９
改革能够带动学生学习的热情 ６４ *８８ 热．８９ ５ �６ :．９５ ３ A４ 苘．１６
学习报告对知识的掌握和梳理有帮助 ７２ *１００ 热．００ ０ �０ :．００ ０ A０ 苘．００
考试改革更利于学生取得好成绩 ７１ *９８ 热．６１ １ �１ :．３９ ０ A０ 苘．００
改革的模式可以推广到其他课程中 ６１ *８４ 热．７２ ７ �９ :．７２ ４ A５ 苘．５６

３　讨论
３．１　提高学习质量　传统的成人学历教育课程考试方式使
试卷分数成为衡量学习质量的唯一标准，这种片面评价给学
生带来“期末大于平时、结果大于过程”的错误导向［１］ 。 学生
为了应付考试只注重机械记忆，而忽视知识深层次的理解、思
考和融会贯通。 本研究通过考核方式改革，不是用一次期末
考试卷来评定学生的学习成绩，而是注重过程考核。 通过每
次随堂测验，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所学知识的重点、难点，并
学会灵活运用所学知识为典型案例查找护理问题并学会解决

问题。 通过课后整理撰写学习报告，增强成人学生的创新精
神和主动学习意识，促使其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高岗位适
应能力。 本研究课程的终结成绩由随堂测试成绩、学习报告
成绩、期末理论考试成绩共同组成，３ 个单项成绩显示考评结
果达到考试过程贯穿整个学习过程，使学生更重视学习的过
程［２］ 。 结果显示，观察组终结成绩及期末理论考试成绩均优于
对照组（P＜０．０１），在提高学习质量的同时，也有助于提升成人

２０１

齐鲁护理杂志 ２０１６ 年 １０月第 ２２卷第 ２０期

万方数据



学生学习的自信心。 学生对枟外科护理学新进展枠考核方式的
改革认同度达 ９１．６７％，认为考试改革更利于学生取得好成绩。
３．２　提升教学质量　护理成人学历教育生具有“学生”和“临
床护士”的双重性，他们渴望学习和提高能力及水平，却面临
工作压力大、学习时间少和困难多等问题［３］ 。 成人学历教育
课程普遍存在学生出勤频次较低、教师授课热情不高、教学质
量欠佳等问题。 既往采取多种方法提高学生的出勤频次，但
存在学生出勤但学习质量不高的问题。 本研究不以单纯提高
出勤频次为目标，而是通过实施随堂测试使授课老师的讲课
重点更加突出，调动授课老师的积极性及学生学习的热情，促
进教学质量的提高。 进行终结评价时，只取学生 ５ 次随堂测
验最高成绩，但随堂测试成绩汇总表记录的数据显示，２ 名学

生参考≤５次，５３名参考次数≥９ 次，１７ 名参考次数≥１２ 次，
且调查数据证明改革有助于提高教师教学及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 统计分析显示，学生的出勤频次并非是决定期末理论考

试成绩的关键因素，观察组期末理论考试成绩与随堂测试成绩
呈显著相关（P＜０．０１），体现了考试改革重过程促质量的目的。
考试是检验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质量的重要手段，本研究证
明，较传统考试模式，注重过程评价和终结评价的有机结合，更
有利于调动成人学历教育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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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半合作式”客观结构化临床考核（ＯＳＣＥ）在实习中期考核中的应用，发现实习护生存在的问题，寻找解决途
径。 方法：对 ９３名本科实习护生进行“半合作式”ＯＳＣＥ考核及成绩分析。 结果：本次考核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系数为０．５９，区别度为
０．１５，难度指数为 ０．７８，信效度较好；一级指标得分率由低到高依次为护理评估（７１．７３％）、护理计划（７３．５６％）、护理操作
（８３．８％），二级指标中护理诊断依据（５０．７％）、护理计划依据（５６．７％）及体格检查（７０．２％）的得分率最低。 结论：“半合作式”

ＯＳＣＥ能客观准确反映护生的临床能力，提高考核效率，实习中期护生在护理评估及护理诊断方面仍存在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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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习中期是一个特殊的阶段，此阶段实习护生对临床工

作基本熟悉，但缺乏辨证施护的意识，仅机械重复操作而忽略
整体护理，表现为缺乏护理评估技能、人际沟通技巧等［１］ 。 客

观结构化临床考核（ＯＳＣＥ）是由多个考站组成，考核了考生知
识、技能和态度的综合能力的客观评价方法，考生需在规定时

间内通过各考站，最终成绩由各站点成绩综合而成。 ＯＳＣＥ目
前已被应用于护理的临床考核中，但该考核框架下的考核形

式和内容仍处于探索阶段［２］ 。 我院选取实习中期的时机，采

用改良的“半合作式”ＯＳＣＥ模式，考核护生独立思维和操作能

力的同时，强调了对其协同配合能力的考核，现将护生实习中
期存在的问题报告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在各实习医院实习的我院护理 ２０１２ 级护理
本科四年级的学生，实习期为 １０ 个月。 本次接受考核 ９３ 人，

均为女生。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考核方法　“半合作式”ＯＳＣＥ 以整体护理为理念，模

拟“责任制护理”工作模式，分为 ３ 个大站（一级指标），１３ 个

小站（二级指标）。 选用真实的临床案例，结合各实习医院的

特点（其中一家实习医院为儿童专科医院，其余均为综合性医

院），主要为内科、外科及儿科病例。 每站包括 ２ 名监考老师，

分别为学院老师和各实习医院的临床带教老师，双人背对背
评分后取平均分。 站点 １：护理评估，分值占 ３０％，包括 ５ 个小

站：①复述病史：根据案例信息复述主要病史；②健康史采集：

采集案例中未收集的病史资料，包括家族史、既往史、用药史
等；③表达能力：考核护生语言和非语言沟通能力；④体格检

查：根据病例实施专科体格检查，如对肠梗阻患者实施腹部的

查体；⑤开放式问题：结合疾病特点及体格检查进行提问，问

题开放。 站点 ２：护理计划，分值占 ２５％，包括 ２ 个小站：①提

出 ３条主要的护理诊断并简述其病史依据；②列举相应的护

理计划并阐述其理论依据。 站点３：护理操作，分值占４５％，包

括 ６个小站：①操作能力：结合案例由考官指定一项基础护理

操作，如吸氧；②应变能力：操作中加设特殊情境，如输液过程
中出现胸闷、气短等反应，考核患者分析和解决突发状况的能

力；③协作能力：考察护生在操作过程中双人核对、交接及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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