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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堂教学方法
在临床护理技能培训中的应用

张琰，王欣然，张宇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北京100053)

摘要：目的探讨中心静脉导管维护第二课堂在临床护理技能培训中的应用效果。方法将重症医学科58名临床护士分

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分别采用第二课堂教学方法和传统教学法。培训后通过理论和技能成绩分析，比较两组教学效果。结果

实验组理论和技能成绩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P<o．05)。结论应用中心静脉导管维护第二课堂教学方法开展临床

护士技能培训效果较好，可尝试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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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堂是一种以学生为主体、以科研课题为中心、以开

放性实验室为基地、以增强学生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能力为主

要目的的立体复合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l】。中心静脉导管即经

锁骨下静脉、颈内静脉、股静脉置管，尖端位于上腔或下腔静脉

的导管，广泛应用于重症患者、外科围手术期患者救治过程中。

尤其是在重症监护室，中心静脉导管维护成为护士必须具备的

技能。我们前期在首都医科大学高职学生中开展了中心静脉导

管维护第二课堂，取得了丰厚的教学成果。教师通过第二课堂

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收集了大量教学资源；学生通过第二

课堂的学习基本掌握了中心静脉导管维护知识和技能，激发了

学习兴趣，为临床护理实践打下基础。然而，大多数临床护士的

中心静脉导管维护技能并不符合要求且无相关评价标准。因

此，本研究拟应用中心静脉导管维护第二课堂教学方法对临床

护士开展技能培训，并通过理论及技能考核进行效果评价，旨

在进一步规范临床护士的操作，探索适合临床的护理技能培训

方法。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选择2叭7年北京某三级甲等医院重症医学科的58名临

床护士作为研究对象，全部为女性。纳入标准：均在重症医学科

从事临床工作3个月以上，2叭7年1—12月均在重症医学科从

事临床工作。根据随机数字表分为两组，其中对照组29人，年

龄21—44岁，平均(27．76±5．23)岁，工作年限中位数为6年；

实验组为29人，年龄21～46岁，平均(29．66士6．32)岁，工作年

限中位数为8年。两组在年龄、性别、工作年限及2016年每季

度业务考核平均成绩等方面差异无显著性(伶0．05)，具有可比

性。

1．2教学方法

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法，参加科室业务学习。安排静脉治

基金项目：首都医科大学第二课堂项目(drkt2016095)

疗专科护士每次以讲座形式集中授课20分钟，内容为静脉治

疗相关知识，共授课4学时。实验组在传统教学法基础上，应用

中心静脉导管维护第二课堂教学方法，具体如下。

1．2．1教学目标掌握中心静脉导管维护技术相关知识及规范

要求，熟悉中心静脉导管每日评估技术知识内容及要求，掌握

中心静脉导管冲、封管原则和操作方法，掌握中心静脉导管敷

料更换原则和操作技术。

1．2．2教学内容理论培训2学时，包括中心静脉导管维护技

术相关知识及规范要求、中心静脉导管护理流程；实践技能培

训8学时，包括每日评估技术、冲管与封管技术、敷料更换技

术。采用技能讲解与演示、模拟训练、临床综合演练有机结合方

式，其中技能讲解与演示2学时，模拟训练4学时，临床综合演

练2学时。所有模拟训练均采用工作坊形式，由中心静脉导管

维护第二课堂的4名教师承担培训任务，其中2名教师是静脉

治疗专科护士。

1．2．3教学过程(1)第一次集中培训：2学时，主要内容为中心

静脉导管维护相关理论知识。发放中心静脉导管维护技术讲

义，播放教学视频，进行全面系统的讲解。护士针对临床实际操

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向培训教师咨询。教师将教学视频发

送给护士，供其日常学习。教师根据护士知识掌握情况，针对性

地调整教学重点。

(2)第二次集中培训：2学时，主要内容为每日评估技术。要

求护士熟悉每日评估的内容，并对不同位置的中心静脉导管进

行评估。课前教师检查护士对评估要点的掌握情况，复习相关

理论知识。护士分为4组，每组分配1名教师，带领护士进入病

房为已选定患者进行中心静脉导管评估，并记录评估内容。结

束后，护士反馈，教师点评。

(3)第三次集中培训：2学时，主要内容为冲、封管技术。护

士分为4组，每组分配1名教师，借助导管模具(中心静脉导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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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注射器、混有颜色的自来水及盛水容器)进行模拟训练。

先由教师示范，再由护士操作，每人至少练习10次。一名护士

操作时，其他护士监督其操作是否规范，及时提出意见。教师从

旁指导，直至护士掌握正确冲、封管技术。每组选出一名护士，

进病房为已选定患者进行冲、封管操作。结束后，护士反馈，教

师点评。

(4)第四次集中培训：2学时，主要内容为敷料更换。将护士

分为4组，每组分配1名教师，借助模具进行模拟训练，内容包

括撕除及粘贴敷料的手法、消毒要求等。期间由小组成员互相

监督，强调操作时的无菌技术，直至完全掌握。之后4名教师分

别带领护士对已选定患者进行敷料更换。结束后，护士反馈，教

师点评。

(5)第五次集中培训：2学时，主要内容为综合演练。首先护

士集中观看中心静脉导管维护技术教学视频，教师答疑。之后4

名教师分别带领一组护士对患者进行实际中心静脉导管维护

综合演练，包括评估、冲管、封管、敷料更换等全部操作过程。结

束后，教师针对操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个别指导和评价。护士

共同讨论、反馈操作中的实际问题，教师讲解中心静脉导管维

护评价标准，指导护士观看视频，规范操作，做好考核准备。

1．3评价方法

两组共同进行中心静脉导管维护理论及技能考评。理论考

评内容及标准依据美国静脉输液护理学会制定的《输液治疗实

践标准》(2016年修订版)；技能考评包括操作前、操作中、操作

后3部分，操作前包括体位、沟通、患者评估、操作者准备及用

物准备，操作中包括穿刺部位评估、揭开贴膜的手法、消毒和粘

贴敷料的手法及冲、封管操作等，操作后包括用物处置及手消

毒。以上考核内容及标准均与中心静脉导管维护第二课堂相

同。比较两组理论与技能成绩，总分均为100分，得分越高说明

护士对培训内容掌握程度越好。

1．4统计分析

采用Excel录入数据，使用sPSs 22．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表示，计数资

料采用频数、百分比进行统计描述。以两样本￡检验比较两组理

论及技能成绩差异，以P<0．05为差异具有显著性。

2结果

2．1两组中心静脉导管维护理论成绩比较

结果显示，培训前两组理论成绩差异无显著性，培训后实

验组理论成绩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差异有显著性(见表

1)。

表l两组护士培训前后理论成绩比较(n=58)

2．2两组中心静脉导管维护技能成绩比按

结果显示，技能考核实验组成绩为(94．31±3．24)分，对照

组为(90．24±3．47)，实验组高于对照组，两组差异有显著性(见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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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两组培训后技能考核成绩比较(；蜘．分)

3讨论

3．1第二锞堂教学方法规范了护理行为

第二课堂教学的实践环节以护士职业能力培养为主线【2I，

这使得中心静脉导管维护第二课堂教学方法应用于临床护理

技能培训成为可能。本研究中实验组应用第二课堂p懈决了中

心静脉导管维护实际操作机会有限、风险较大的问题，课堂、示

范、模拟与实践教学的多元化组合满足了临床护士技能培训需

求。培训中应用的操作视频和讲义，均为前期第二课堂研究成

果。其内容简洁、精确，非常适合临床护士进行自主学习，同时

也促进了临床护士接受并习惯自主学习模式，为继续教育的开

展奠定了基础。考核是检验和提升培训质量的重要手段【4】。本研

究结果显示，实验组理论和技能成绩均高于对照组(P<0．05)，

说明经过系统培训的护士，其护理行为更加规范。中心静脉导

管维护第二课堂教学方法和成果，同样适用于相关技能的临床

培训。

3．2第二课堂教学方法提升了护理质量

第二课堂是第一课堂的拓展和延伸，重点培养学生基本技

能，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习，这与I临床护士培养的目标相契合，最

终达到提升护理质量的目的。护理质量与患者感染发生率密切

相关昀。中心静脉导管质量管理应包括详细的操作流程，标准化

的无菌操作，翔实的记录，严格的血管内导管应用管理与监测

制度，定期考核，对标准执行进行评估以及置管后随访等研。中

心静脉导管维护的操作流程和考核标准是第二课堂教学的重

点，由护理部、医院感染办公室、医院Icu学组反复推敲、共同

制定。医院感染办公室与重症医学科密切协作，严格进行导管

感染监控。2016年中心静脉导管感染发病率11．36‰，2017年

在中心静脉导管使用率大幅上升的前提下，感染率下降至

6．36‰，说明质量控制与规范操作对提升护理质量具有重要意

义。

3．3第二锞堂教学方法促避了教学相长

中心静脉导管维护第二课堂教学方法促进了教与学的良

性循环。护士在学习过程中，体会到专业技能的重要性，对职业

更加尊重和喜爱，对自身专业素质有了更高要求。教师在教学

准备过程中，广泛查阅资料，严格细节训练，反复进行过程研

讨，充分调动了积极性，提高了责任心。在培训与考核过程中，

教师理论与操作水平不断提升，从而提高了教学水平与教学质

量，促进了教学相长。

综上所述，中心静脉导管维护第二课堂应用于临床护理技

能培训，为护士搭建了专业培训平台，规范了护理行为，提高了

护理质量，促进了教学相长，为今后在临床开展更多专业培训

项目起到了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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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驱动学习法在护理研究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王庆华1，宋淑霞2，王亚茹2，徐殿红2+
(1．滨州医学院，山东滨州256603；2．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滨州256603)

摘要：目的探讨任务驱动学习法在护理研究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方法整群抽取护理学专业2015级本科生239人

作为研究对象，对照组采用常规教学法，实验组采用任务驱动学习法，学期末比较两组课程考试成绩和教学满意度。结果

实验组学生护理研究课程考试成绩和教学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尸≮o．05)，实验组对任务驱动学习法的评价较高。结论

在护理研究课程教学中应用任务驱动学习法，有利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教学质量。

关键词：任务驱动学习法；护理学专业；护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G424．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l一1246(2018)13—0093_02

护理研究是护理学专业四年制本科教育必修课，旨在培养

学生科研意识和创新能力，使其熟悉科研步骤与程序，具备科

研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任务驱动学习法是在任务驱动的基础

上，学生按照课程教学目标和授课教师的要求进行学习，其将

以传授知识为主的传统教学理念，转变为以解决问题、完成任

务为主的互动式教学理念，将再现式教学转变为探究式学习，

学生学习主动性、积极性高，每位学生都能根据自己对任务及

问题的理解，运用所学知识和经验提出问题解决方案，培养科

研意识与创新能力。本项目团队在护理研究课程教学中应用任

务驱动学习法，效果良好，现报告如下。

l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2017年9—12月，整群抽取山东省某医学院护理学专业

2015级4个平行班239人作为研究对象，选取2015级护理本

科1、2班119人作为实验组，其中男生9名、女生110名，年龄

18—22岁，平均(21．O土3．5)岁；选取3、4班120人作为对照组，

其中男生12名、女生108名，年龄18～23岁，平均(20．5±4．5)

岁。护理研究开设于护理学专业本科三年级上学期，共40学

时，其中理论学时30，实践学时10，教材采用胡雁主编的《护理

研究》第4版。两组学生性别、年龄、前期学习课程、任课教师、

学时、期末考试试卷难易度和平时成绩等方面比较无显著性差

异(P>0．05)。

1．2方法

1．2．1教学方法护理研究课前两周，教研室召开课程教学改

革会议，项目组负责人介绍任务驱动学习法的实施要求和具体

办法，根据课程教学要求和教学目标拟定具体教学程序与实施

方案，制定任务驱动学习法教学评价体系。基本步骤：教师提出

任务主题一师生共同分析任务一学生自主学习、小组讨论一完

成任务—分析、总结及评价。对照组采用讲授法、案例式教学等

常规教学方法。实验组在课前召开学生座谈会，讲解护理研究

课程学习目标和任务驱动学习法，选取护理研究选题、研究设

计、收集资料方法、论文撰写、质性研究和论文评价6个主题作

为任务，开展任务驱动教学，教师根据任务主题制订教学方案，

开展辅导答疑工作，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每组5～6人，按照授课

安排，讨论每个任务主题的学习目标和学习内容，如选题、开题

报告、论文撰写与论文评价等，指导教师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

给予指导，每周召开一次师生讨论会，学生以小组形式针对选

定的任务主题(例如肠内营养干预的效果研究)查阅文献，讨论

评价标准，发表自己的观点，形成小组集体结论。进行第二次师

生讨论时，各小组选派代表针对选定的主题讲述小组观点和结

论，其他小组成员就任务主题提问，指导教师针对任务主题进

行点评和辅导，鼓励学生阅读与护理科研相关的书籍、报纸杂

志和网络资源，建议学生写科研心得体会与科研日记进行反思

和总结。同时教师通过面对面与学生互动讨论，为学生答疑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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