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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教育联合PBL教学方法在中医科实习护生带教中
的应用研究

王窕 俸一然 陈玉兰 刘晗

[摘要] 目的 探讨叙事教育联合基于问题的学习方法（PBL）教学方法在中医科实习护生带教中的应用效果。方

法 选取在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实习的 64名护生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32名）和实验组

（32名），对照组采用传统的常规带教方法，实验组采用叙事教育联合PBL的带教方法。出科时两组护生分别填写

教学满意度问卷和评判性思维倾向量表，并进行比较。结果 实验组护生教学满意度总分及各维度评分均高于对

照组（t分别= 7.32、6.65、5.56、6.80、6.66，P均＜0.05）。出科前实验组与对照组相比，评判性维倾向量表（CTDI-CV）

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上升（t分别= 8.24、3.30、4.97、5.85、9.50、6.70、3.09、6.36，P均＜0.05），实验组出科前与入科时

相比CTDI-CV总分及各维度的得分亦均得到提升（t分别=53.38、24.17、22.81、4.68、24.62、18.23、9.06、29.55，P均＜

0.05）。结论 叙事教育联合PBL教学方法有助于提升护生对临床教学的满意度和评判性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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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research of narrative education combined with PBL teaching method in teaching practice nursing
student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epartment WANG Tiao，FENG Yiran，CHEN Yulan，et al.Depar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Kunming 650032，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narrative education combined with PBL teaching method in

teaching practice nursing students in the depar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Methods A total of 64 nursing stu-

dents who practiced in the depar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of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experimental group

with 32 cases in each.The control group adopted the traditional conventional teaching method，the experimental group ad-

opted the teaching method of narrative education combined with PBL.When leaving the department，the nursing students

of two groups filled out the teaching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and the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inventory-Chinese ver-

sion（CTDI-CV）respectively. Results The total score and the scores of each dimension of nursing students in the ex-

perimental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t=7.32，6.65，5.56，6.80，6.66，P＜0.05）.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the CTDI-CV total score and the scores of each dimension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ncreased before

leaving the department（t=8.24，3.30，4.97，5.85，9.50，6.70，3.09，6.36，P＜0.05）. The CTDI-CV total score and the

scores of each dimension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before leaving the department were higher than those when admis-

sion（t=53.38，24.17，22.81，4.68，24.62，18.23，9.06，29.55，P＜0.05）. Conclusion Narrative education combined with

PBL teaching method can help nursing students improve their satisfaction with clinical teaching and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Key words] narrative education； problem-based learning； teaching satisfaction； critical thinking

叙事是叙述者将自己的经历、故事进行讲述[1]。

叙事教育是指教育者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对学生或

教育者的故事及经历进行叙述、重构，使学生在整

个教学过程中加强对抽象概念的理解与掌握，逐步

··921



全科医学临床与教育 2022年 10月 第 20卷第 10期 Clinical Education of General Practice Oct.2022，Vol.20，No.10

形成自己独特的、正面的专业价值观，从而达到良

好的教学效果的一种教育形式[2]。基于问题的学习

方法（problem-based learning，PBL）以问题为核心，

让学生成为教学主体，激发学生进行开放性、探索

性的学习，从而提高教学质量[3]。护理学是一门实

践性和科学性均很强的应用型学科[4]，护生实习是

学生将理论知识与实际临床相结合的关键时期，

是一个非常重要和关键的阶段，对其以后的职业

生涯都有着很大的影响。本次研究尝试开展叙事

教育联合 PBL 教学方法，并应用于中医科实习护

生的带教中，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效果。现报道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20年 7 月至 2022年 1 月在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实习的护理专

业的学生 64名，年龄 22～23 岁，均为女性。纳入标

准为：①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实习的

护理专业的学生；②自愿参与，签署知情同意书。

并剔除：①在中医科实习期间请假天数大于半天的

护生；②中途退出，不能全程参与的护生。所有学

生均顺利完成研究，无脱落情况。纳入对象随机分

为两组，实验组年龄（22.41±0.50）岁，对照组年龄

（22.44±0.51）岁。两组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传统的常规带教方法，实验

组采用叙事教育联合 PBL的带教方法，在中医科实

习时间均为4 周。

实验组研究对象入科完成入科宣教后，带教老

师与学生以“一对一”方式进行带教。第一、二周带

教老师带领学生全程负责所管患者的护理（从患者

入院到出院期间的治疗、健康教育等），第三、四周

在带教老师的监管下，学生负责 2~3 个患者的护

理，每天下班前和带教老师复盘当天护理的情况，

有问题及疑问及时提出，带教老师进行指导及反

馈，下班后每天完成关于当天工作的反思日记。每

周选取典型病例或印象深刻的或难以解决的事件

做成PPT的形式进行小组讨论。

1.3 评价指标 ①比较两组护生对教学的满意度。

出科前，护生填写对科室的教学质量的满意度评

价，主要包括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方法、教学

效果 4方面内容，共 20 个条目，采用Likert 6级计分

法（非常不满意、不满意、基本不满意、基本满意、满

意、非常满意分别计为 0～5 分）。分数越高说明学

生越认可该条目的内容。②比较两组护生的评判

性思维倾向量表（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inven⁃
tory-Chinese version，CTDI-CV）[5]问卷结果。两组护

生在入科时和出科前分别填写CTDI-CV，该量表共

7 个维度，分别为寻求真相、开放思想、分析能力、系

统化能力、评判性思维的自信心、求知欲与认知成

熟度。每个维度含10 个条目，共70 个条目，正性条

目 30 个，负性条目 40 个。正性条目“非常赞同”计

6 分，“赞同”计 5 分，“基本赞同”计 4 分，“基本不赞

同”计3 分，“不赞同”计2 分，“非常不赞同”计1 分；

负性条目反向计分。各维度的分数为 10～60 分，

40 分或以上表明为正性，低于 30 分表明为负性，30
～40 分表明倾向性不明[6]。总分在 70～420 分，

280 分或以上表明为正性的评判性思维态度倾向，

低于 210 分表明具有负性的态度倾向，210～280 分

表明倾向性不明。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使用 SPSS 20.0软件

进行统计学分析，用均值±标准差（x±s）来表示计量

资料。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和配对样本 t检验。设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护生教学满意度比较 问卷采用不记名

形式。共发放问卷 64份，回收有效问卷 64份，有效

回收率为 100%。出科时两组护生教学满意度评分

见表1。
表1 出科时两组护生教学满意度评分比较/分

组别

实验组

对照组

教学内容

23.88±1.26*

21.44±1.64

教学过程

23.91±1.17*

22.00±1.59

教学方法

24.50±0.98*

21.28±2.49

教学效果

24.59±0.98*

21.63±2.32

总分

96.86±4.09*

86.34±7.08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由表 1可见，实验组护生教学满意度总分、教学

内容、教学过程、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评分均明显

高于对照组（t分别=7.32、6.65、5.56、6.80、6.66，P均

＜0.05）。
2.2 入科时及出科前两组护生CTDI-CV问卷得分

比较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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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入科时及出科前两组护生CTDI-CV问卷得分比较/分

CTDI-CV评分

总分

寻求真相

开放思想

分析能力

系统化能力

评判性思维的自信心

求知欲

认知成熟度

实验组

入科时

261.66±9.69

32.03±2.47

35.84±2.20

40.53±1.92

36.81±1.38

41.94±2.05

41.69±3.14

32.81±1.68

出科前

284.25±9.59*

35.00±2.70*

38.91±2.10*

43.88±1.88*

40.44±1.58*

45.50±2.19*

44.47±3.56*

36.06±2.30*

对照组

入科时

262.84±9.91

32.34±2.21

36.25±1.67

41.06±1.66

36.69±1.42

42.03±1.73

41.91±2.49

32.56±1.68

出科前

265.41±8.68

33.03±2.02

36.56±1.65

41.50±1.32

37.00±1.30

42.41±1.43

42.09±2.51

32.81±1.75

注：*：与对照组出科前比较，P＜0.05。
由表 2可见，入科时两组护生CTDI-CV总分及

各维度得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分别=
0.49、0.53、0.83、1.18、0.36、0.20、0.31、0.51，P均＞

0.05）。出科前实验组CTDI-CV总分及各维度得分

均较对照组上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分别=
8.24、3.30、4.97、5.85、9.50、6.70、3.09、6.36，P均＜

0.05）。
3 讨论

实习阶段对于护生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

段。实习阶段护生对临床护理工作的体验感和满

意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护生将来的就业选择，护

生实习满意度不高会对其毕业后的留职意愿产生

影响。

本次研究通过叙事教育联合 PBL 教学方法提

高了护生在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方法、教学效

果等各个方面的满意度。其中在教学过程方面，叙

事教育联合 PBL 教学方法能让护生更多地主动地

与带教老师沟通，师生关系更加融洽；在教学方法

方面，护生对叙事教育联合 PBL教学方法有较高的

接受度；在教学效果和内容方面，叙事教育联合PBL
教学方法能够更加生动鲜明的展现内容，发现问

题，讨论解决问题，可激发护生的学习兴趣，提升护

生的满意度。

本次研究通过叙事教育联合 PBL 教学方法也

提高了护生的评判性思维能力。师生间的叙事及

问答互动能够促使护生更加积极主动地探索问题

背后的真相，能够在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锻炼

思维的发散能力、学会有序的工作及整合问题，从

而培养护生的自信心，让护生在实习期间充满求知

欲，最终通过联合教学使护生对基本的整体护理有

一个成熟的认知和了解。

接受叙事教育联合 PBL 教学方法是教学实践

中相对更好的方式。叙事教育联合 PBL 教学方法

要求在实习的后半阶段，护生在老师的监管下单独

管理患者，每天工作后及时复盘、总结，老师给予指

导和反馈，每周选取典型病例或印象深刻的或难以

解决的事件做成 PPT的形式进行小组讨论，激发了

护生学习的兴趣，增强了护生的责任心，更加积极

主动思考，提高了综合能力。

综上所述，在中医科护生实习带教中，采用叙

事教育联合 PBL 教学方法能够提升护生的满意度

和其评判性思维能力，可以考虑在我院更大范围内

推广运用叙事教育联合 PBL 教学方法进行护生实

习带教并进行更深入的实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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