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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教育·

“多元实践-理论-实践”教学模式在康复护理教学中的应用*

孟 玲1 徐 江1,2 李巧玲1

康复护理近几年才纳入护理教学范畴,它是一门实践性

很强的学科,一直贯穿于整个临床护理活动中，而临床护理

能力在医学人才知识和能力结构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现有的传统教学模式存在诸多不足[1—2]：缺乏系统的、先进

的、整体的康复理论的教育和实践教学；教学依旧是纯理论

性的灌输式课堂教学模式，难以激发学生对康复护理学的兴

趣；理论与实践脱节，见习实习机会少，学生缺少在临床上获

得康复知识的机会；考试采用笔试为主、理论学习情况评价

为主的方式，造成实际操作技能的培训不够，学生实践动手

能力和创新精神差；故培养的学生难以成为高素质的临床应

用型人才。

如何利用有限的临床医学教学资源培养学生的临床康

复护理技能、提高临床护理能力, 满足日新月异的医学发展

和临床需求，是医学教育工作面临的重大挑战。为此，我们

将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第二临床医学院进行临床护

理学习的学生，随机分为传统教学模式对照组和“多元实践-

理论-实践”的教学模式研究组，探讨提高康复护理教学效果

的新途径。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08年2月—2010年6月将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

院第二临床医学院进行临床护理学习的2005级—2008级学

生，随机分为A、B两组，A组为2005级 5年制学生16人，

2006级5年制学生26人，2007级4年制学生25人，2008级4

年制学生22人，合计89人；B组为2007级5年制学生35人，

2008级5年制学生12人，2005级4年制学生23人，2006级4

年制学生20人，合计90人。同年级两组学生同时接受不同

的教学模式，A组为“多元实践-理论-实践”的教学模式研究

组；B组为传统教学模式对照组。

1.2 研究方法

1.2.1 建立多元教学模式，解决教学和临床分离的问题。以

康复病房为主要临床实习基地，采用多元实践，即多学科实

习、多学科联合教学，充分利用临床实习基地，提供康复护理

的实践机会。

1.2.2 第一阶段多元实践：时间9学时。提出护理问题：将

常见伤病的康复护理病例发放给学生，并结合教学大纲要

求，针对病例提出若干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探究意识。

查阅文献：学生利用图书馆和电脑资料检索系统查阅资

料，收集并整理资料，学会自主学习，终身学习的能力。

多科实践：以小组为单位，带教老师利用较短时间简单

介绍一些概念，如:脊髓损伤的功能障碍、康复评定、康复护

理措施等，让学生带着护理问题见习综合医院康复科的门诊

部、矫形工程部、康复治疗室、康复病房；骨外科和脑外科及

神经内科等。理论联系实际，研讨式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知

识传授与动手能力培养并重，使学生学习热情高涨。

1.2.3 第二阶段理论：时间20学时。根据康复护理学特点，

结合学生见习体会，分组讨论和发言，教师引导和归纳总

结。教学中，讲授和示教的同时，让学生重新观看有实习内

容的教学片，如常用物理疗法、基本护理操作技术等，学生眼

脑并用，视听结合，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1.2.4 第三阶段实践：时间84学时。在护理示教研室模拟

训练和演示：时间14学时。训练学生掌握正确功能位摆放

及变换，床-椅的转换，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等康复护理操作技

术。教师示教、学生分组训练、教师给予指导、纠正。为学生

进入临床实习打下良好基础。

临床实习：时间70学时。首先，在神经内、外科等科室

开展床边教学，解决教学和医疗分离的问题。学生按照实习

小组分到各科室，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和患者所患疾病的特

点，开展临床问题为中心的讨论。然后以康复病房为主要实

习基地，从具体的疾病入手，逐渐深入地探究，针对病、伤、残

者的病情评定，分析判断，并制定相应的康复护理计划，明确

康复护理措施。通过这一环节，培养学生融会贯通、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和综合分析的能力，提高学生面对病、伤、残者的

不同阶段，和同一阶段的不同临床表现，开展不同的康复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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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并有效地协助康复小组成员做好有针对性的康复治疗。

1.2.5 在整个过程中，以能力考核为中心，分别对基本理论，

学习实践、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动手能力和教学效果进

行跟踪考察和评价，了解学生掌握知识和技能情况，同时，通

过学生和教师对教学模式的效果评价问卷调查，调整“多元

实践-理论-实践”的教学模式，实现教学效果的最优化。

1.3 效果评价

1.3.1 患者对学生满意度的调查：给患者发放《患者对见习

护士工作表现满意度的调查问卷》，从操作目的解释是否清

晰满意、服务态度、操作技术等方面分别对两组学生进行评

价。

1.3.2 学生操作技术评估：采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

属同济医院康复科康复护理操作流程考核表，分别对两组学

生进行考核。未违反操作原则，操作较规范，成绩达80分以

上者定位优；未违反操作原则，操作基本规范，成绩60—80

分之间者定位良；违反操作原则，仅有动手能力，成绩60分

以下者定为一般。

学生综合成绩评定：实行统一命题和统一考试形式（理

论考核+综合技能考核）分别对两组学生进行考查，对学生考

试成绩进行比较分析。

1.3.3 师生对“多元实践-理论-实践”的教学模式满意度的

调查：对学生发放《对教师使用的教学模式的评价的调查问

卷》，从教学模式认可度、学习效率、教学系统性等方面考察

学生对教学的满意程度；对教师发放《对两种教学模式的评

价的调查问卷》评估教师对教学的满意度。

1.4 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输入计算机,采用SPSS12. 0统计软件包进行

分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t检验。

2 结果

2.1 患者对学生满意度的调查

共发放《患者对见习护士工作表现满意度的调查问卷》

160份，分别对两组学生进行评价，问卷回收160份，回收率

100%。患者对A、B两组学生的满意度的调查结果见表1。

由表1可见，尽管两组在服务态度上表现没有显著性差异，

但通过操作目的解释是否清晰、满意的统计结果发现A组学

生（66.7%）比B组学生（31.9%）语言交流和沟通能力强得多，

且操作技术更加令患者满意（59.5%>36.2%），这可能是“多

元实践-理论-实践”教学模式有利于提高学生实践能力、交

际沟通能力、敢于探究的能力。

2.2 学生操作技术评估

A、B两组学生的操作技术评估结果见表2。由表2可

见，在良肢位摆放、床-椅转换和Bobath训练等实际操作能力

方面A组学生的优秀率（分别为73.8%、66.7%、59.5%）明显

优于B组学生（分别为36.2%、31.9%、25.5%），这可能是“多

元实践-理论-实践”教学模式反复的实践环节和较早的接触

临床实践，首先在思想上让学生重视实际操作，其次在教学

环节上加强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最后学生通过新的教学模

式使动手能力得到极大提高。

2.3 学生综合成绩评定

A、B两组学生的理论考核成绩与综合操作技能考核成

绩评定结果见表3。由表3可见，在综合成绩评定结果方面

看到A组学生无论在理论考核还是综合操作技能考核上都

明显优于B组学生（P<0.05），这表明“多元实践-理论-实践”

教学模式，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自主学习、学会合作、善于沟

通、敢于探究的能力，而且有利于学生整体的理论和实践水

平的提升，是提高康复护理教学效果的有效途径。

2.4 师生对“多元实践-理论-实践”的教学模式满意度

在学生中发放《对教师使用的教学模式的评价的调查问

卷》179份，回收率100%，结果见表4。在教师中发放《对两

种教学模式的评价的调查问卷》8份（因只有8位教师），回收

率100%，结果见表4—5。由表4可见，在教学模式认可度方

面A组学生的满意率（满意+基本满意：85.7%）远远超出B组

学生（满意+基本满意：46.8%），即“多元实践-理论-实践”教

学模式受到学生普遍欢迎和认可，因为它能提高学生的学习

效率，健全教学内容的系统性和完整系。

由表5可见，教师对“多元实践-理论-实践”教学模式很

满意6人，基本满意2人，无不满意，且基本满意教师的原因

是感到使用该教学模式对教师要求更高，压力较大。这说明

“多元实践-理论-实践”教学模式有利于高素质的师资队伍

建设和师资水平的提高。

表1 患者对学生满意度的评价 （%）

评价项目

操作目的解释是否清晰、满意

服务态度

操作技术
①两组比较P<0.05

满意
A组
66.7①

59.5

59.5①

B组
31.9

57.4

36.2

一般
A组
28.6①

33.3

35.7

B组
57.4

36.2

48.9

不满意
A组
4.8①

7.1

4.8①

B组
10.6

6.4

14.9

表2 对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评价 （%）

评价项目

良肢位摆放
床-椅转换
Bobath训练

①两组比较P<0.05

优
A组
73.8①

66.7①

59.5①

B组
36.2
31.9
25.5

良
A组
23.8①

26.2①

28.6①

B组
57.4
57.5
59.6

一般
A组
2.4①

7.1①

11.9①

B组
6.4
10.6
14.9

表3 两组学生成绩 （x±s，分）

组别
A组
B组

①两组比较P<0.05

例数
89
90

理论考核
83.7±10.2①

74.5±9.7

综合技能考核
79.8±11.4①

70.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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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随着康复医学科的飞速发展和学科模式的转变，同时医

疗改革和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康复护理在人才培养面临着

一系列的挑战。一方面是教学学时有限，教学和学习任务的

增加。另一方面，社会与时代不断地对医学生和医务工作者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主要体现在用人单位更加注重临床实

践能力和对具体问题的处理能力，理论成绩优秀，传统的“好

学生”的竞争力往往不如动手能力强的学生。但临床、教学

和科研复合型的人才是目前社会对医学教育提出的要求。

传统的教学模式采用各个学科为主体，以基本理念的知

识点为中心，期望学生在学校里就能够完成基本知识的学

习，毕业后可以满足社会的需要。这一教学理念根植于我们

的文化传统之中，我们习惯于经典书籍和标准答案。实际上医

学发展日新月异，不断有新的观点，新的诊疗手段的出现，教材

往往不能及时跟上科学技术的发展，满足实际的临床科研需

要。因此，国内外学者提出理论与实践整合的理念[3—5]。本研

究实现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结合，建立了一个综合性的

教学评价体系。体现了以患者为中心的系统的、整体的康复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综合教学，调动了学生的主动学习和参

与意识；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及动手能力；提高了医患沟通

能力。同时，建立和培训了多学科教学的师资队伍。

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对新的教学模式进行综合评价，

分析其主要价值和不足，并加以完善，在师生普遍认可和欢

迎的基础上，以“康复护理学”为切入点，将“多元实践-理论-

实践”的教学模式成功制作为华中科技大学远程与继续教育

课件包而广泛推广。

本研究的主要优点在于：对千篇一律的“书本-听课-考

试”的理论教学进行改革尝试；减轻学生负担，提高教学效

果；应用多学科见习、课堂理论讲授、多媒体教学、模拟教学

个案病例研讨式讲授与自主学习相结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及创新思维；

课堂上穿插操作技术演习使气氛活跃，教师与学生形成互

动，提高教学效果，促进教师水平提高。

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在于：实现了以患者为中心的综合

教学：采用多学科联合教学、多种检查方法综合比较学习、结

合临床实践学习，从临床出发，回到临床中去，还教学服务于

临床的根本面目；实现了教学和实践相结合：利用我院康复

医学科实习基地为主，采取床边实时教学指导,突出分析和

解决问题及沟通能力。引入综合评价方法对学生的学习进

行动态综合评估：以能力考核为中心，分别对基本理论，学习

实践、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动手能力和教学效果进行跟

踪考察和评价，了解学生掌握知识和技能情况，同时，通过学

生和教师对教学模式的效果评价问卷调查，调整“多元实践-

理论-实践”的教学模式，实现教学效果的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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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学生对教学方法认可度的评价 （%）

评价项目

教学模式认可度
学习效率

教学系统性
①与B组比较P<0.05

很满意
A组
19.0①

26.2①

21.4①

B组
10.6
8.5
4.3

基本满意
A组
66.7①

59.5①

69.0①

B组
36.2
31.9
44.7①

一般
A组
9.5①

7.1①

7.2①

B组
46.8
75.9
48.9

不满意
A组
2.4
4.8
2.4

B组
4.3
6.4
2.1

很不满意
A组
2.4
2.4
0

B组
2.1
2.1
0

表5 教师对两种教学模式的评价 （例）

教学模式
“多元实践-理论-实践”教学模式

传统教学模式

很满意
6
0

基本满意
2
4

不满意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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