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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生为主导的教学查房在高等护理教育中的应用 
 

陈海燕，贺意辉，霍人硕 

（广州医学院 第二附属医院呼吸内科, 广州 510260） 

 

 

    摘 要：目的：探讨以学生为主导的教学查房模式在高等护理教学中的作用。方法：由学生从教学查

房准备开始，到教学查房的具体实施过程以及最后的评价结果，都由学生作全过程的参与，由学生作主导

进行自我教学。结果：学生和老师对教学进行评价，共同总结查房的意义及效果。与采用传统查房教学方

法相比，学生比较欢迎这种主动的学习模式，认为以学生为主导可以更加调动学生的创造性，改变以往被

动学习的情况，对授课的内容掌握牢固，印象深刻。同时，教师也比较欢迎这种教学方法，认为它给教师

带来了相当压力的同时也促进了她们需要掌握更多的知识以应对学生在教学查房中提出的种种问题，综合

教学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结论：在高等护理临床教学中，尝试以学生为主导进行教学查房，可以充

分发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及主观创造性，同时促进教师提升自身素质，改进教学方法。 

    关键词：高等护理教育 教学查房 主导式 

 

 

  一直以来，护理教学查房是以教师为主导的单向教学，教学效果有待提高。我们在呼吸内科的护理教

学查房中尝试以学生为主导，由学生担当主角，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创造性，学习效果明显提高。 

  1.研究对象 

  护理学院2002年级护理大专临床实习阶段的39名学生，并以同年级37名学生采用传统的老师主导的教

学查房作为对比。 

  2.以学生为主导的教学查房的实施 

  2.1 教学查房准备 护理学教学查房的主体是2002年级护理大专临床实习阶段的39名学生，并以同年

级37名学生采用传统的老师主导的教学查房作为对比。教师选择一个有代表性的病例，如一名慢性阻塞性

肺气肿病人作为教学查房的对象。在查房前一天通知学生做好准备，要求了解查房的目的、进行病例选择

及资料整理、找出需要解决的问题、准备讨论方向并且与病人沟通做好配合，具体是了解该病人的诊断、

治疗、病情发展、目前心理、饮食和相关的家庭情况等内容。 

  2.2 教学查房分两个步骤进行 首先，随机挑选一名学生担任主讲，进行预先实地查房了解病人目前

的问题，并检查病人以获取第一手资料。第二步，以小组形式，要求人人参与发言进行讨论。针对病人的



情况，提出护理诊断、护理目标以及针对该病人应作出哪些改进措施，根据护理诊断制订进一步的护理计

划，结合病人的具体病情进行深入讨论。如慢性阻塞性肺气肿病人为何需要进行低流量吸氧、进行高流量

吸氧有何危害等等。老师针对性地提出几个延伸性的问题，如Ⅰ型呼吸衰竭和Ⅱ型呼吸衰竭的含义，由学

生讨论解答。老师主要起引导性的作用，学生对教学查房有充分的主导权。鼓励学生提出问题相关进行讨

论。经过共同的讨论制订出护理计划，再回过头来对照病历记载的护理措施，找出不同点进行对比性分

析。 

  2.3 效果评价 学生和老师对教学效果进行共同打分，总结本次查房的意义及效果，得出结论，对将

来的学习提出启迪作用。与2002年级采用传统查房教学的学生对比，评价结果如下表1。 

 

表1:学生主导式教学查房效果的总体评价 

   

    3.结果 

  学生比较欢迎这种主动的学习方法，认为这种学生主导的教学查房方法可以更加调动学习的创造性，

改变以往被动学习的方式。同时，这种教学方法也给教师带来了相当的压力，促使她们要尽可能的掌握更

多的知识。调查显示，学生对授课的内容掌握牢固，学习印象深刻。 

  4.讨论：以学生为主导的护理教学查房在高等护理教学中作用 

  4.1 充分发挥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及主观创造性 国际妇女论坛的一项研究发现，“更多的参与，分

享权力及信息，可以激发人们的自我价值，并且拥有对工作的更多兴趣。这反映了允许人们充分发挥他们

的贡献及感受到他们的重要性从而达到双赢”。这项研究认为在一个组织的工作效率中，“主导领导”是

一种很好的选择。 

  一直以来，我们的教学沿袭的是“知识灌输”的观念，忽略了教学本身就是教与学互相作用的过程。

在旧的观念和方法下，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及主观创造性被严重地压抑了。教学研究证明，教学查房效果的

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查房前的准备是否充分[2]。引入学生主导式教学模式，把学习的主导权交予学

生，给予她们充分的尊重和理解，相信她们的能力。很多研究已经证明，主动的学习比被动接受更为有

效。高等护理学教育的对象是具有高中起点的高护生，他们对教学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同时她们也已具备

相当的自我管理能力，这为实施学生主导式教学提供了基础。充分尊重学生的能力，让她们分享学习的乐

趣使她们可以充分释放自我管理、自我学习的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别无选择，她们必须到临床获

取信息，查阅资料，思考问题，这一切都是一种积极的学习与思考过程。而这个过程恰是我们所希望达到

的最大目的。事实证明，在经过充分的准备后，学生掌握的知识往往牢固而深刻。积极的讨论提供了学生

充分表现自己、发表意见的机会。在讨论会上要求人人发言的做法使学生可以表达看法，锻炼胆量，形成

积极思维，这对学生个人的将来发展大有裨益。 

  4.2 促进教师提升自身素质，改进教学方法 将学生摆在同等的位置直接给老师带来压力，如果不提

升自身素质，改进教学方法，即无法适应新的教学模式。在这种情况下，老师的再学习、再培训的动力促

  2002年级学生主导式教学查房（n=3

9）  

正面效果  负面效果  无影响    支持率%     

2002级老师主导式教学查房（n=37） 

正面效果  负面效果  无影响   支持率%    p值 

自信心 

学习兴趣 

记忆效果 

自学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 

对临床思维的影响 

36      0          3        92.30

34      2          3       87.18

    30           2          7       76.92

    32      3          4        82.05

    31           2          4        79.48

27      0          12        69.23

19        13         5      51.35      <0.05

17        18         2       45.94     <0.05

13        20         4       35.13     <0.05

15          0         1       40.54     <0.05

10         25         2      27.03     <0.05

14         19         4       35.90    <0.05



使他们需要积极应对，老师们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获得进步：广泛阅读相关书籍和文献；参加进修和学习；

积极参加医师组的教学查房，学习借鉴临床医师的医学知识及临床经验。护理人员参与医护结合的教学查

房可及时了解医学发展的动态，充实护理理论知识，拓宽护理人员的知识面[3]。 

  4.3 为教学改革提供经验，提高教学质量 以学生为主导的护理教学查房是一种新的尝试。在传统教

育里，老师通常是为领导者角色，学生则为被领导者。以学生为主导的模式并不与现代教育理念相矛盾，

而是充分调动教学双方的主观能动性的一种重要措施，是在教师指导下的发挥学生创造性的一个主动的学

习过程。在高等教育学里，教学是教师与学生的相互影响和作用。积极主动的学习方式可以大大提高师生

间的信息交流，使学习过程更多地成为师生之间传播知识、掌握知识、运用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过程。老师在教学查房过程中引导学生，改变以往“填鸭式”的教学方法，鼓励学生主动参与

到教学查房活动，使学习成为一种乐趣，最终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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