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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评价以核心胜任力为导向的 Ｓａｎｄｗｉｃｈ 教学法在儿科护理学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方

法　 选择广西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 ２０１５ 级护理学专业 １、２ 班的 １９６ 名护理学生为研究对象，每班各 ９８
人，以抽签法分组（班）。 试验班（１ 班）采用以核心胜任力为导向的 Ｓａｎｄｗｉｃｈ 教学法开展儿科护理教学，
对照班（２ 班）采用传统教学法。 采用满意度评价问卷、核心能力量表和期末理论考试等评价方式分析教

学效果。 结果　 试验班学生理论考核成绩、评判性思维能力好于对照班（Ｐ＜０ ０５），对教学效果及教学方

法的总体满意度及评价均明显优于对照班（均 Ｐ＜０ ０５）。 结论　 以核心胜任力为导向的 Ｓａｎｄｗｉｃｈ 教学法

有利于引导学生解决护理实践中的实际问题，增强学生评判性思维，提高分析与解决儿科护理临床问题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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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科护理学》是一门搭建理论教学与临床实 践教学的桥梁课程，是引导护理学生由课堂顺利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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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实习及工作岗位过渡的学习过程。 如何培养

出具有护理综合能力的临床实用型人才已成为护

理教学急需解决的问题。 国外学者［１］ 指出，给学生

一个独立解决护理问题的机会有利于提高学生临

床护理决策能力。 Ｓａｎｄｗｉｃｈ 教学法是一项有组织、
有计划、有评价的系统教学活动，建立了“教师引导⁃
师生讨论⁃共同总结⁃深化主题”的双向或多向互动

模式［２］，是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引导的新的教学

方法。 多位学者研究［３⁃８］ 表明，Ｓａｎｄｗｉｃｈ 教学法应

用于临床带教和临床见习教学，能够吸引学生的学

习兴趣。 本研究以核心胜任力为导向，渗透临床儿

科护 理 案 例， 在 儿 科 护 理 学 课 堂 教 学 中 采 用

Ｓａｎｄｗｉｃｈ 教学法，效果良好，现报道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在我校就读的

２０１５ 级护理学专业 １、２ 班 １９６ 名学生，每班各 ９８
人。 抽签法随机分为试验班和对照班，试验班（１
班）男生 ７ 例，女生 ９２ 例；平均年龄（２２ １９±２ ４５）
岁；入学成绩（４６５ ７５±２２ １６）分。 对照班（２ 班）男
生 ９ 例，女生 ９０ 例；平均年龄（２１ ９３±３ １６）岁；入
学成绩（４６８ ２５ ± ２３ ４７）分。 两班学生在年龄、性
别、入学成绩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
两班的教学大纲、授课学时、授课内容、授课教师相

同，教学进度基本一致。
１．２　 教学内容

教材选用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儿科护理

学》第 ５ 版（崔焱主编）。 试验教学内容为第七章呼

吸系统疾病患儿的护理和第九章消化系统疾病患

儿的护理，作为研究内容的两个章节各需要 ５ 个

课时。
１．３　 教学方法（以呼吸系统疾病患儿的护理章节为例）
１．３．１　 教学准备 　 用理论 ２ 课时讲授形式概述第

七章呼吸系统疾病患儿的护理中儿童呼吸系统解

剖生理特点及护理系统常见疾病的临床表现等内

容。 编写 Ｓａｎｄｗｉｃｈ 教学设计 ３ 课时，提出 ７ 个问

题。 以呼吸系统疾病小儿肺炎为案例，给出案例并

提出问题：①根据案例评估内容有哪些？ ②此患儿

最需解决的首优护理问题及其依据是什么？ ③根

据所给案例提出 ３ ～ ５ 个患儿目前存在的护理问题

及其依据？ ④入院后１ ｄ、３ ｄ、１ ｗ及出院前分别要

达到怎样的护理目标？ ⑤根据案例首优护理问题

应进行哪些护理措施？ ⑥根据案例进行哪些护理

措施？ ⑦如何预防小儿肺炎的发生？
１．３．２　 试验班教学过程　 将 ９８ 名学生进一步分成

两大组，每组 ４９ 人。 以第一大组为例，４９ 人再次分

成 ７ 个小组。 学生通过抽签随机得到自己的编号

（１⁃１、１⁃２…１⁃７；２⁃１、２⁃２…以此类推），然后对号入

座。 授课时间为 ３ 个课时。 基本流程：①案例导入

（１０ ｍｉｎ），教师首先用儿科临床的真实案例导入授

课内容，并给出前期准备好的 ７ 个问题，７ 个小组随

机抽签得到一个对应问题。 ②分组讨论（３０ ｍｉｎ），
各小组学生就本组对应问题进行组内讨论。 ③交

叉讨论（１０ ｍｉｎ），学生根据编号重新组合，如 １⁃１、２⁃
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１ 为 １ 组，新成立的小组组员

依次向其他同学汇报自己原组讨论的结果，并再次

讨论。 ④汇报阶段（４０ ｍｉｎ）：所有人回归原组，汇总

意见后，每组选择 １ 名学生上台汇报本组对应问题

的综合讨论结果。 ⑤点评阶段（１０ ｍｉｎ）：教师针对

讨论结果进行点评，提出新护理问题来检验学生运

用所学知识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 ⑥深入讨论阶

段（１０ ｍｉｎ）：随机抽取 ７ 名学生组成新的分析小组，
讨论教师提出的新问题，其他学生认真倾听及反

馈。 ⑦反馈阶段（１０ ｍｉｎ）：学生填写教学反馈表，分
享学习感受，教师听取学生的学习体会、感受和

心得。
１．３．３　 对照组教学过程　 采用传统理论式教学法，
即大课堂教师讲授“小儿呼吸系统疾病的护理”，共
计 ５ 课时。
１．４　 教学效果评价方法

１．４．１　 问卷调查 　 课程考核结束后采用自行设计

的调查问卷对两班学生进行网络无记名调查。 内

容包括：①对教学设计、教学效果进行综合评价，分
为好、较好、一般、差选项，以“较好”及“好”评定为

满意。 ②对学生的学习兴趣、语言表达能力、合作

精神、解决问题能力（明显提高、有提高、无提高），
以“明显提高”评定为显性指标。
１．４．２　 理论考试成绩　 期末考核试卷总分 １００ 分，
其中试验研究内容第七章和第九章 ３０ 分（占卷面

总分的 ３０％），采用计算机考试形式，统一改卷。
１．４．３　 学生核心能力比较 　 采用刘明等编制的护

士核心能力表［４］ 部分内容（包括自主学习能力 ４
条、临床思维能力 ４ 条、临床决策能力 ４ 条、沟通合

作能力 ４ 条、语言表达能力 ４ 条，共 ２０ 个条目，每个

条目 １ 分。）对学生的核心能力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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