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３．１　加强标准试题库的建设　考试对师生的教与学行为有明
显的导向作用，命题、审题工作对考试质量影响巨大。教师在命
题前应考虑专业的培养目标，认定教学的主要内容，结合执业资
格考试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宜的题型进行命题。通过试卷及结
果分析，积累优质试题，对质量不高的试题应淘汰或修改，在此
基础上不断完善题库建设，使命题组卷逐渐客观、科学［２］。护理
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护理教学的目的在于应用，而理解
又是应用的前提。因此，在今后组卷过程中应以综合应用型试
题为主，增强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激励学生注重自
身综合能力的培养。

３．２　考试试卷分析　本次试题整体难度系数为０．７２，难度适
中。多选题难度较大，大部分学生出现漏选或错选情况，说明学
生复习不认真，可能有应付考试的现象。本次毕业考试单选题、
多选题、判断题、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的区分度分别为０．５６、

０．２０、０．５０、０．４８、０．５７、０．４４，除多选题外均大于０．４０，显示试
题区分学生的功能良好，可靠性较高，试题基本能够真实地反映
考试结果。

３．３　考试失分情况分析　从统计结果来看，学生平均成绩为

８３．１６分，平均分适中，９０分以上１２人，成绩多数集中在７０分～
９０分，反映学生对《护理学综合》的掌握和理解程度较好。失分
率较高的题中８道为掌握的内容、２道为熟悉的内容，２道为了
解的内容，以知识的综合理解应用为主，反映学生灵活运用知识
的能力不足。因此，在今后的教学中，教师应结合临床实际，加
强学生对知识的灵活应用。

３．４　教学效果分析　本次考试试题层次分布中记忆型题占

２５％，理解型题占３５％，综合应用型题占４０％。统计分析发现，
记忆型题得分较高，理解与综合应用型题得分较低，说明学生的
学习方法欠科学、思路不够开阔，不会用学过的知识和方法去分
析、解决问题。因此，教师应在今后的教学中创新教学模式，提
倡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启发式教学，引导学生正确地
分析与思考问题，拓宽思路，掌握良好的学习方法，注重学生综
合能力的培养，把所学的理论知识与临床应用有机地结合起来。

总之，考试是教学中的重要环节，能反映教与学的质量与效
果，经常对试卷进行深入分析，及时发现教学中的不足［３］，应作
为高职护理教育改革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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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答疑教学法在护生临床实践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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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观察日答疑教学法在护生临床实践教学中的教学效果。［方法］选取在医院参与临床实践的护生６４人，随机分为两组，
每组３２人，对照组采用传统模式带教，观察组采用日答疑教学法，比较两组护生出科考试成绩、护生对教学满意度及病人对护生满
意度。［结果］观察组出科考试成绩、护生对教学满意度及病人对护生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１）。［结论］日答疑教学法有利
于护生全面掌握专科理论及技能，可有效提高教学质量，提高护生对教学的满意度及病人对护生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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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生实习结束后对专科理论知识掌握少，出科考试成绩不
理想，对病人实施健康教育能力弱。为了使护生在较短时间内
掌握专科理论知识并能较好地对病人实施健康教育，２００９年７
月—２０１０年４月我院采用日答疑教学法进行教学，提高了护生
的学习积极性及主动性，同时也提高了临床护士的教学水平，取
得了较满意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选择在我院参与临床实践的护生６４人，其中男生

７人，女生５７人；年龄１９岁～２３岁。将６４名护生随机分为对
照组和观察组，各３２人，两组护生年龄、实习时间、教学计划、轮
转科室安排、考核以及带教老师的职称、学历、教学资历等方面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带教方法　对照组采用传统模式带教。主要以教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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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根据教学计划采用讲授方式带教。观察组在传统模式带
教基础上采用日答疑教学法带教，即每日１６：００左右针对护生
当天遇到的问题进行解答。具体方法：护生进入科室后，带教老
师首先与护生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带教前与护生沟通，掌握护
生的基本情况，由护士长进行护士素质、本科室特点、规章制度、
常见病种、实习期间注意事项等介绍，带教老师进行科室环境、
物品、药品、工作流程等介绍。护生在基本结束每天的临床实践
后，由带教老师组织护生针对当天在实践中所学的内容进行反
馈，由护生提出问题，先由护生讨论，然后由老师进行提醒及总
结，及时解决问题。必要时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告诉护生，以备随
时解决护生遇到问题时的困惑。

１．２．２　评估内容及方法　于实习周结束前，由带教老师和护士
长对护生进行理论、操作及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学习兴趣、临床
思维及解决问题能力等综合素质考核。护生填写教学满意度调
查问卷，病人填写对护生满意度调查问卷。

１．２．３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ｘ±ｓ）表示，采
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所有统计分析均使用

ＳＰＳＳ１１．０统计软件完成。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护生考试成绩比较（见表１）
表１　两组护生考试成绩比较

组别 人数
理论成绩

分

操作成绩

分

　综合素质考核（人）　
优 良 一般

对照组 ３２ ８１．２±５．６ ７８．５±４．３ １３ ８ １１
观察组 ３２ ９５．１±３．５ ９０．２±６．２ ２５ ５ ２

２．２　两组护生对教学满意情况（见表２）
表２　两组护生对教学满意情况

组别 人数
满意

人

不满意

人

满意率

％
对照组 ３２ ２６ ６ ８１．３
观察组 ３２ ３１ １ ９６．９

２．３　病人对两组护生满意情况（见表３）
表３　病人对两组护生满意情况

组别 人数
满意

人

不满意

人

满意率

％
对照组 ３２ ２４ ８ ７５．０
观察组 ３２ ２９ ３ ９０．６

３　讨论

３．１　日答疑教学法可提高护生学习的积极性及主动性　运用
日答疑方法进行带教，随时解决护生在临床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使护生从盲目的操作中解脱出来，培养护生的整体护理理念，提
高带教质量。同时根据护生的心理特点及科室特点将当日教学
的主要内容预先告诉护生，一方面调动护生的积极性；另一方面
护生也能在查房中提出自己的看法，有利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心理学家认为，学生在兴趣盎然的状态下学习，观察力敏锐，记
忆力增强，想象力丰富，才会兴致勃勃、心情愉快地去学习，并表
现出个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１］。带教老师每日对护生给予必要
的启发和指导，使护生始终处于发现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
的良性循环中，逐步从陌生到熟悉，充分调动了护生的积极性及

主动性，培养了独立工作能力和良好的工作习惯。

３．２　日答疑教学法有利于护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传统的
教学模式只是“单向式”灌输，老师主动地讲，护生被动地听，这
种教学模式使师生之间缺乏互动性，护生学习热情不高，特别是
随着实习时间的延长，护士学习的积极性进一步下降，尤其是实
习后期因对各项工作较熟悉从而产生了懈怠情绪，这样不利于
护理人才的培养。日答疑教学法打破了以往教师“绝对教”、护
生“绝对学”的教学方式，改变了“满堂灌”的教学弊端，教学形式
活泼、气氛活跃，护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在实习中各抒己见，求
新求异，对知识的理解更加透彻，掌握更加牢固。

３．３　日答疑教学法使护生掌握知识更加全面，提高了护生的综
合素质　培养高素质护理人才是护理学科发展的要求，也是适
应体制改革对人才层次、能力要求的必要结果［２］。临床实习阶
段是护生向临床护士的过渡，是形成专业化角色特征的重要阶
段。日答疑的内容不仅仅限于传统教学所涉及的临床理论知识
及技能，且包括诸如各项规章制度的具体落实、应急预案的应
用、与医护患之间的沟通等各方面知识，使护生在有限的时间内
学到更全面的知识，从而也提高了护生的综合素质。

３．４　日答疑教学法可进一步提高带教老师的教学水平　医学
模式的转变和社会的进步，对护士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一方
面要继承传统教育思想，培养护生临床实际能力和扎实的专业
理论素质；另一方面更应加强护生的科研、管理和人文素质的培
养。日答疑教学法可促使护理带教老师不断掌握新知识、开展
新业务，进行前瞻性的护理学科探讨，以胜任带教老师的角色，
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的高层次护理人才。

３．５　日答疑教学法提高了护生对教学的满意度　由于护理工
作量大，带教老师常忙于日常工作，容易忽视理论讲解和操作示
范，护生看得多、实际操作少，或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使护生对
自己没有信心。加之多数护生不愿与带教老师沟通，从而对临
床教学产生不满情绪，认为临床教学质量达不到自己的期望值，
严重挫伤了护生的学习积极性。日答疑教学法增加了相互沟通
的机会，带教老师会主动关心护生的学习，在日常工作中也注重
为护生创造学习机会，并且自觉学习新知识、新技术，不断提高
自身素质，使老师有一定的压力和动力做好带教工作，增加了责
任感；护生为了有问题可问，学习中勤于思考，激发了主动求知
的愿望，变被动接受知识为主动摄取知识，增加了护生的学习自
觉性和学习热情，提高了学习效率，从而提高了对教学的满意
度。

３．６　日答疑教学法提高了病人对护生满意度　不愿意让护生
为自己进行操作是大多数病人的想法及做法。日答疑教学法不
仅使护生对专业知识的掌握更加全面，操作更加自信、娴熟，而
且使带教老师与护生的交流增多，教会了护生与病人之间怎样
进行沟通，所以提高了病人对护生的信任度和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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