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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础护理是高职护理专业的基础课程，启发式教学方法能激发学生潜能，有助于学生更好地掌握基础护理
知识，获得较好的护理操作技能和独立分析处理问题的能力。通过构建启发式教学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评价模型，研究
启发式教学教学效果，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模型预测表明，启发式教学模式下的教学效果优于传统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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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护理是高职护生培养中的重要内容［１］。基础护

理涉及到的专业知识广、基础知识多，对护生职业技能和

职业素养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学生的记忆力、理解

力等有较高的要求。高职护生教学中，教师往往采用照

本宣科的方式，学生对护理知识的掌握则主要依靠死记

硬背的方法。大部分学生在短时间内通过填鸭式的死记

硬背能应付高职课程考试、通过相关从业资格考试，并拿

取职业证书。但在后期的护理从业中，却表现出不高的

专业素养［２］。启发式教学法有别于传统填鸭式教学方

法，以学生为教学主体，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根据实际的

教学需要，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启发学生思维，激发学

生潜能［３］。在教学实践中，启发式教学在中学、升学教育

等基础教学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国内众多学者研究了

其教学效果，相关学者研究了启发式教学在基础护理教

学实践［４］、护理操作技能［５］以及护理专业课［６］等方面的

应用，指出启发式教学能提高护理教学的教学效果，但这

些研究采用感性的分析，尚无学者从数理分析的角度对

启发式教学的教学效果进行研究。本文基于先前研究成

果，设计了启发式基础护理教学，并构建了用于评价基础

护理教学的回归分析模型，应用回归分析，模拟预测了启

发式教学在基础护理教学中的教学效果。

１　启发式基础护理教学设计
相对于传统的教师教－学生学 －练习考试的模仿式

基础护理教学，启发式教学以学生为主体，通过激发学生

的学习主动性开展教学实践。基础护理是一门涉及到专

业基础知识和基础护理操作技能的集知识与技能于一体

的护理课程，在应用启发式教学中，主要通过启发式基础

知识授课和启发式操作完成课程的教学设计。

１．１　启发式基础知识授课

护理基础是高职学生接触护理的基础课程，涉及到

大量的护理常识、护理技能以及护理原则的记忆。在进

行启发式基础知识的授课设计时，采用疑问激发、提问诱

发、学导引发的方式开展授课活动，具体的方法采用五步

法：（１）课前根据课程重点内容设计２个左右的核心问

题，交给学生，通过疑问激发其学习的兴趣；（２）学生以小

组的方式，依据问题预习课程、查阅资料、观看课件、寻找

问题答案的同时制作 ＰＰＴ；（３）课中以学生小组为主体，

派代表讲解课程问题，并提出自己的问题，教师在学生讲

解的过程中，通过提问进一步诱发学生思考；（４）教师根

据各组的问题和讲解的情况，总结性地讲解课程重点，并

回答学生提问；（５）阶段考核成绩纳入最终课程考核的成

绩评价中。

１．２　启发式护理操作教学

护理操作以护理知识为基础，在操作前需要学生细

致了解操作的方法、原理、原则和注意事项。传统的护理

操作遵循理论讲解 －播放操作录像 －教师指导操作，这

种模式学生被动接受，记忆浅，师生沟通少，甚至会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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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不好的操作习惯。启发式护理操作教学，在操作前

通过观看正确、错误的不同版本的护理操作视频，让学生

分组观察各个操作视频的要点和指出错误，加深学生记

忆，同时分组讨论正确操作视频中体现的护理基础知识

和操作原则方法等内容；然后教师总结并讲解，分组进行

练习，直至每个学生都掌握正确的操作方法；最后通过实

践技能模拟考核学生的操作技能。

２　教学效果评价模型
基于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构建护理教学评价模型，评价

模型的构建技术思路如图１所示。

图１　模型构建思路

采用实验组和对照组对比分析的方法，实验组采用

启发式教学方法进行基础护理相关课程和实验课程的教

学；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方法，在教学上无任何特殊的处

理。实验组和对照组从高职新生中选区１０名入学成绩

相近的学生，每组５名，实验组编号１～５，对照组编号６～

１０。同时，在课程讲解中，通过学校的既定教学评估队两

个组的教学效果进行打分，用于检验模拟结果的准确性；

并设定４人为预测组，分别编号１１、１２、１３、１４，其中１１、１２

加入实验组的启发式教学班，１３、１４采用传统教学。

２．１　变量因子确定

教学效果评估的自变量因子主要体现在学生的学习

效果上，确定基础护理学生的考试综合成绩、护理操作技

能、学生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技能４个自变量指标；以护

理生综合素质作为课程的教学效果评价指标。变量因子

指标如表１所示。其中，考试综合成绩为基础护理的以

１００分制确定的课程知识考试成绩和操作考试成绩，分别

确定得分０～７０为１，７１～８５为２，８５以上为３；分析问题

能力的考核通过设定一个护理场景，学生做 ＰＰＴ讲解该

场景的处理方法，评定优秀为３，合格为２，不合格为１；处

理问题能力则考察护生在处理该场景时的动手能力，评

定优秀为３，合格为２，不合格为１，这两个分数的评定由

任课教师完成；护理生综合素质分为优秀、好和良三个级

别，分别由任课教师、学生评价以及评估专家评价三方面

综合评分得到，设定优秀为３，好为２，良为１；１１～１４号不

予评价。

表１　变量因子指标

指标 变量名

考试综合成绩 Ｘ１

护理技能成绩 Ｘ２

分析问题能力 Ｘ３

处理问题能力 Ｘ４

综合素质 Ｙ

２．２　构建评价模型

上述的评价体系中，综合素质Ｙ为分类变量，共有３、

２、１三个水平的取值，为自变量，构建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

２．３　求取模型参数

经过一个学期的教学，最终考核评估后，获得了 １０

名学生的评分表（如表２所示）。

表２　学生考核成绩表

学生编号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Ｙ１

１ ３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３ ２ ３

３ ３ ２ ２ ３ ３

４ ２ ２ ２ ３ ２

５ ３ ３ ３ ３ ３

６ ２ ２ ２ ２ ２

７ １ ２ ３ ３ ２

８ １ １ １ ２ １

９ ２ １ １ ２ ２

１０ １ ２ ２ ３ ３

１１ ３ ３ ２ ３ －

１２ ３ ３ ３ ２ －

１３ １ ２ １ ２ －

１４ １ ２ １ １ －

２．４　教学效果评估

基于上述获得的评价模型，对１１～１４号未进行总体

评估的学生进行综合素质评估，将４位学生的成绩带入

回归方程，得到其预测的综合素质评估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１１～１４号学生评估结果

学生编号 Ｙ３ Ｙ２ Ｐ３ Ｐ２ Ｐ１

１１ １ ６ ０．７３ ０．２７ ０．００

１２ ２ ３ ０．８８ ０．０７ ０．０５

１３ －２ ２ ０．１２ ０．７６ ０．１２

１４ －３ ０ ０．０５ ０．４５ ０．５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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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３中可以看出，１１号和１２号的预测结果在 Ｐ３

即综合素质在优秀的概率为０．７３和０．８８，可以判断这两

个同学的综合素质评定为优秀，而１３与１４号在 Ｐ３的概

率为０．１２和０．２７，低于其在 Ｐ２的概率０．７６和０４５，１３

号的综合素质评定结果为好，１４号在 Ｐ１的概率最高，综

合素质评定为良。综合其各门考核，发现１４号护理基础

知识掌握较差且操作技能掌握不好，该综合成绩的评定

符合实际。１１、１２号预测结果表明，启发式教学的教学效

果要好于传统式教学，启发式教学能更好地激发学生

潜能。

３　结　论
本次研究设计了基础护理课程的启发式教学的方

式，通过疑问激发、提问诱发、学导引发的方式开展基础

知识和护理技能的授课活动，并基于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模

型，构建了评价启发式护理教学的效果评价模型，将该模

型用于实践教学评估，通过实验组、对照组和预测组的数

据分析，表明启发式教学所培养的学生能更好地掌握护

理基础知识，拥有更好的护理操作技能和独立分析处理

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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