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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目标学习法在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护理实习生
带教中的应用效果体会

黄亚梅Ǔ李Ǔ英*

陕西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一科Ǔ陕西Ǔ西安Ǔ710068

摘Ȟ要：目的：本文主要分析目标学习法在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护理实习生带教中的应用效果体会。方法：选取

在2022年12月~2023年12月入我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100例护理实习生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教学方式的不同进行分
组，对照组50名实习生采用传统教学方式，观察组50名实习生采用目标学习法教学方式，比较教学前后两组实习生理
论知识及实践操作成绩变化情况及临床能力评分变化情况，最终完成目标学习法在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护理实习生带

教中的应用效果探讨。结果：教学后，观察组实习生理论成绩及实践操作成绩提高，且高于对照组，数据可对比（P 
< 0.05）；教学后，观察组护生个人特质、护理能力、人际交往能力、思维能力评分提高，总分明显高于对照组，数
据可对比（P < 0.05）。结论：综上所述，在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护理教学过程中，应多多开展目标学习法教学，在
提高学生理论知识及实践操作能力的基础上，提高学生人际交往能力、思维能力及护理能力，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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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少年强则国强，因此，在各大医院中，为

提高整体医姿实力，提高教学质量是主要方式，主要原

因是通过提高教学水平可提高学生知识及技能水平，进

一步提高医院整体护理工作质量[1]。目前，部分带教教

师依旧采用传统教学方式进行教学，但随着社会不断进

步，传统教学法逐渐无法满足教师及实习生教与学需

求，在此背景之下，不断对教学方式进行优化，目标学

习法的出现则可达到实习生满意，将枯燥乏味的理论知

识转变为兴趣教学，在呼吸及危重科室，更好的提高实

习生对医用设备的认知与了解。基于此，本文为了进一

步探究并证实目标学习法在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护理实

习生带教中的应用效果，现做如下报道：*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在2022年12月~2023年12月入我院呼吸与危重

症医学科的100例护理实习生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教学方
式的不同进行分组，对照组50名实习生采用传统教学方
式，观察组50名实习生采用目标学习法教学方式，其中
对照组患者男女实习生比例为2∶1，实习生中最小年龄
为18岁，最大年龄为23岁，平均年龄为（20.36±1.08）
岁，学历人数中专∶大专∶本科比为1∶2∶1，入我院呼
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室后的首次考核成绩最低为65.3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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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为79.89分，平均分为（74.36±5.36）分；观察组患
者男女实习生比例为1∶1，实习生中最小年龄为19岁，
最大年龄为22岁，平均年龄为（20.96±0.86）岁，学历人
数中专∶大专∶本科比为1∶1∶2，入我院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科室后的首次考核成绩最低为60.36分，最高为78.36
分，平均分为（73.84±3.86）分。两组实习生基础资料无
明显差异，所有实习生入院实习时间均为1年，可参与探
究对比（P > 0.05）。

1.2  方法
对照组50名实习生采用传统教学方式，具体教学方

式如下：当所有实习生入科室后，由科室护士长为实习

生安排对应教师，在安排之前，需要对所有教师进行考

核评定，且必须有教师资格，工作经验为5年以上，经过
考核后，成绩合格方可参与带教。安排完成后，由带教

教师对护生进行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室工作制度及注意

事项宣讲。在每日教学之前，带教教师应根据知识点进

行教学大纲编制，并制定教学方案，所有教师可分享并

探讨，并按照探讨后的最终版教学方案展开教学，教学

内容可设定以下内容：医院及科室运行方式、科室内值

班情况、呼吸及危重医学科护理常规操作及实际案例操

作教学等。除此之外，教师还可通过观察、学习、竞赛

等方式对实习生展开教学，每周对实习生展开抽查，了

解学生学习结果，如护理过程中的实际操作情况、临场

应变情况等，一旦发生存在问题之处应立即指出，提出

改正意见，再进行二次实践，进而提高学生学习能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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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50名实习生采用目标学习法教学方式，目标
学习法教学分为两个阶段依次开展。

①教学目标制定。带教教师应根据确定的教学大纲

内容及科室护理特点进行教学目标设立，为实习生实习

期间的护理理论知识及临床实践操作技能制定学习目

标，并告知所有人员。在教学开始前，了解每一名护生

的学习能力及学习状态，根据入科室后的首次理论成绩

及实操成绩进行评估，并结合呼吸及危重学科的护理专

业特点为不同实习生设定不同教学方式，在教学过程

中，可适当进行深入讲解[3]。

②教学目标落实与实现。在每日单元知识教学完成

后，可通过考核的方式评定实习生教学目标完成情况，

对未完成教学目标的实习生，应督促尽快完成。若完

成目标过程中存在困难，带教教师应给予帮助。除此之

外，教师需要实习生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汇总，及

时评估教学方式是否匹配，若不匹配，应及时调整，为

达到教学目标奠定基础。在教学过程中，应不断告知学

生需要掌握的护理知识点，如不同疾病特点不同护理方

式等，可为实习生推荐护理书籍，要求其了解科室内常

见的疾病抢救护理工作、药物用法用量及医嘱处理等，

强化实习生学习技能。在整个学习期间，教师可安排实

习生进行床位管理护理，对患者进行完成的护理工作，

不断引导实习人员与患者沟通，了解患者心理状态，进

一步了解疾病，认知护理[4]。

1.3  观察指标
①观察教学前后两组实习生理论知识及实践操作成

绩变化情况

②观察教学前后两组实习生临床能力评分变化情况

1.4  评判标准
①通过考核测试，对护生教学前后理论成绩及实践

操作成绩进行评分，满分100分，分数越高则证明教学方
式越有效。

②分别对教学前后两组实习生临床能力进行评分，可

从个人特质、护理能力、人际交往能力、思维能力四个维

度进行，核算总分，分值越高则教学工作质量越高[5]。

1.5  统计学分析
本次实验数据采用SPSS20.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其中计量资料对比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对比采用χ2检

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观察教学前后两组实习生理论知识及实践操作成
绩变化情况

教学前，两组实习生理论成绩及实践操作成绩均较

低，无明显差异（P > 0.05）；教学后，观察组实习生理
论成绩及实践操作成绩提高，且高于对照组，数据可对

比（P < 0.05），见表1。

表1��教学前后两组实习生理论知识及实践操作成绩变化对比（ ）

组别 例数
理论成绩 实践操作成绩

教学前 教学后 教学前 教学后

观察组 50 73.84±3.86 92.52±1.89 60.33±2.87 87.31±1.38
对照组 50 74.36±5.36 80.36±1.98 61.78±2.83 72.58±0.36

t值 - 0.0136 4.3025 0.0117 3.6654
P值 - 4.3025 0.0012 4.8672 0.0013

2.2  观察教学前后两组实习生临床能力评分变化情况
教学前，两组护生总评估分值均较低，无明显差异

（P > 0.05）；教学后，观察组护生个人特质、护理能

力、人际交往能力、思维能力评分提高，总分明显高于

对照组，数据可对比（P < 0.05），见表2。

表2��教学前后两组实习生临床能力评分变化对比（ ）

组别 例数
个人特质 护理能力 人际交往能力 思维能力 总分

教学前 教学后 教学前 教学后 教学前 教学后 教学前 教学后 教学前 教学后

观察组 50 58.63±1.58 88.66±0.77 75.36±2.87 89.61±5.33 82.30±3.02 95.36±1.28 79.36±2.08 95.74±0.36 295.36±5.29369.89±7.08
对照组 50 59.32±199 69.36±0.72 76.02±3.69 77.36±3.20 80.25±2.93 86.36±2.03 80.34±2.96 89.98±0.45 295.98±5.67329.63±5.32

t值 - 0.0111 4.3256 0.0132 4.2058 0.0191 5.3017 0.0172 4.3025 0.0153 8.6305
P值 - 3.3214 0.0002 4.4521 0.0003 5.3024 0.0002 4.3627 0.0003 4.2505 0.0001

3��讨论

在各大医院内，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是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但患有呼吸疾病及危重症疾病后，对人体生命

威胁较大，因此对护理人员的要求较高，不仅仅需要护

理人员具有较高的理论知识掌握能力，同时实践操作能

力同样重要[6]。在传统教学过程中，大多数来是通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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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为教学核心，主要注重理论知识教学，忽视了临床

实践操作教学，进而当实习生进行实践护理工作时，因

临床经验不足出现错误，引发医疗事故发生。随着医学

行业不断进步，教学方式逐渐优化，由传统教学法逐渐

转变为目标学习法，教师可通过不同实习生不同学习状

况，进行教学目标设定，每课时设定不同教学目标及学

习计划，避免盲目学习状况出现，结合实践操作目标教

学，可进一步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及动手能力。基于此，

本文为进一步证实目标学习法在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护

理实习生带教中的应用效果，本文展开探讨，现得出如

下结论：教学后，观察组实习生理论成绩及实践操作成

绩提高，且高于对照组，数据可对比（P < 0.05）；教学
后，观察组护生个人特质、护理能力、人际交往能力、

思维能力评分提高，总分明显高于对照组，数据可对比

（P < 0.05）[7]。

综上所述，在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护理教学过程

中，应多多开展目标学习法教学，在提高学生理论知识

及实践操作能力的基础上，提高学生人际交往能力、思

维能力及护理能力，值得推广[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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