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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团队学习法对内科护理学教学效果的影响

余　珊，缪希松
（昆明学院 医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２１４）

摘要：为探讨改良团队学习法在内科护理学教学中的运用效果，以传统教学法班级为对照班，改良团队

学习法班级为实验班，比较两个班级的期末考试成绩及病例分析题得分，并用自编问卷从５个方面对比
不同教学模式的两个班级学生对教学效果的评价．结果显示，采用改良团队学习法提高了学生的期末考
试成绩及病例分析题得分；学生对教学效果的评价，实验班持肯定意见的学生人数明显高于对照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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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科护理学”是护理学专业的核心课程，

也是护理程序在临床护理中的具体应用及各专科护

理的基础，该课程对护理学专业学生的培养至关重

要．传统的内科护理学教学方法以讲授法为主，不
能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导致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主动性及创造性受到一定的影响，难以取得最

佳的学习效果．近年来，一些学校采用团队学习法
（Ｔｅａｍｂａｓ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ＢＬ）进行教学，并取得了
较好的效果［１－２］．但经典的 ＴＢＬ教学法尚存在学
生学习机会不均衡，难以避免小组内学习自觉性不

高的学生存在偷懒的情况．为改变这一状况，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在内科护理学教学中采用改良的
以团队为基础的学习法，并取得了较好的教学

效果．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教学对象
教学对象为某学院护理学专业３年级学生．随

机选择２０１６级１班为实验班，２０１６级２班为对照
班．１班学生人数５２人，２班学生人数４９人．两
个班级学生年龄、性别、既往学习成绩相比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１２　教学方法

对照班采用传统的以讲授法为主的教学法

（传统教学法），实验班采用改良的 ＴＢＬ教学法，
实验班具体做法如下．
１２１　实验班教学方法

１）学生分组：将５２名同学按照７～８人为１



组，共７组．各组学生既往学习成绩分布基本均
衡．组长由组员轮流担任，每周换一名组长．每学
期教学周１８周，每一名学生每学期平均担任组长
２～３次．

２）课前准备：学生分组后由各组建微信群，
教师和全班学生共同组建班群．建群后，教师在每
次课前一周将教学课件及相关病例资料发到班群

里．学生收到资料后，由各组轮值组长组织本组同
学熟悉课件内容，通读教材，并结合病例，查阅资

料，进行讨论，列出病例的护理诊断及护理措施，

再根据讨论结果制作ＰＰＴ．查阅资料及制作ＰＰＴ采
用分工合作的方式进行，最后由组长合成全组的

ＰＰＴ，并发给小组每一位同学熟悉．学生在课外学
习过程中，可以随时利用微信群与其他组同学交流

及请老师对疑惑进行指导．
３）课堂教学：将 ２学时安排为一个教学专

题，完成一个内科疾病的护理教学任务，每学时

４５ｍｉｎ．其中，第１学时，教师随机抽取每组的１
位同学代表本组报告通过学习并根据病例分析提出

的护理诊断及护理措施，每位同学的时间为５ｍｉｎ，
３５ｍｉｎ完成．然后由教师用１０ｍｉｎ的时间对各组
汇报情况进行点评．第２学时，教师首先根据学生
汇报情况讲解该疾病护理的重点、难点，用时为

３０ｍｉｎ．讲解完成后用８ｍｉｎ的时间进行随堂测试，
测试题为选择题．测试完成后公布答案，以１０分
制计算成绩．由同桌的学生交换试卷交叉评分，完
成后以组为单位将试卷交给老师，此过程用时

２ｍｉｎ．最后５ｍｉｎ进行该疾病相关知识问题的抢答，
教师公布题目后，发口令，由各组组长发本组序号

在班级微信群，老师根据组号的排序宣布第１个发
出组号的组获得答题权，由该组任选一位同学代表

本组答题．答对加１０分，计入本组平时成绩．答错
不扣分，由教师讲解正确答案．每次课抢答２～３题．
１２２　期末考试及病例分析题成绩评定

两个班级期末考试均采用同一份试卷进行闭卷

考试，成绩以 １００分计算，其中选择题占 ５０％，
问答题占２０％，病例分析题占３０％．病例分析题

是考核学生临床护理思维和实践能力的重要题型．
因此，除了对两组学生期末考试总成绩进行对比之

外，还对两组学生病例分析题的得分情况进行统计

分析．
１２３　平时成绩评定方法

两个班级平时成绩均占总成绩的４０％，但评
定方法不同．实验班平时成绩由课堂测试、团队报
告及抢答、实验操作与报告组成．课堂测试成绩占
１０％，团队报告及抢答加分占１５％，实验操作及
报告占１５％．团队报告及抢答以组评分，小组成
员个人每次得分相同．对照班平时成绩由出勤
１０％，作业１５％，实验操作与报告１５％构成，均
为个人评分．
１２４　学生对两种教学方法的评价

自制教学方法评价表，内容包括：是否提高学

习积极性、是否增强了团队精神、是否提高了语言

表达能力、是否提升了心理素质、是否提升了护理

实践能力及病例分析能力，共５项．要求两个班级
所有学生无记名填报，发放评价表共１０１份，回收
率为１００％．
１２５　统计学处理

使用Ｅｘｃｅｌｌ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期末考试
总成绩及病例分析题得分用 （ｘ±ｓ）表示，教学方
法评价表结果用百分比表示．期末考试总成绩及病
例分析题得分比较采用ｔ检验，教学评价结果比较
采用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教学效果比较

２１　两个班期末考试总成绩及病例分析题得分
比较

由表１可看出，两个班相比较，改良ＴＢＬ教学
班期末考试总成绩及病例分析题得分均高于传统教

学班，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换言之，改良团队学
习法提高了学生的期末考试成绩及病例分析题得分．
２２　两个班教学评价问卷调查

由表２可知，５项调查内容均为改良ＴＢＬ教学
班明显优于传统教学班，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１　两个班内科护理学成绩比较

　　　班级　　　　　　　　期末考成绩　　　　　　　　　　ｔ　　　　　　　　　Ｐ　　　　　病例分析题得分　　　　　　ｔ　　　　　　　　　　Ｐ　　　　　

实验班 ８７３０±０３５

对照班 ７９２０±０２３
７２３ ＜００５

２３４０±０３２

１９５０±０２４
４５３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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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两个班学生对内科护理学教学评价调查统计

调查内容
　　　实验班　　　 　　　对照班　　　

是 否 是 否
χ２ Ｐ

是否提高学习积极性 ４８ ４ ３８ １１ ４３４ ＜００５

是否增强了团队精神 ４９ ３ ３５ １４ ９３４ ＜００１

是否提高了语言表达能力 ４２ １０ ２９ ２０ ５６３ ＜００５

是否提升了心理素质 ４５ ７ ３４ １５ ４３６ ＜００５

是否提升了护理实践及病例分析能力 ４７ ５ ３１ １８ １０５５ ＜００１

３　讨论与结论

ＴＢＬ教学法是美国教育学家 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ｅｎ在 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末创立的，其是以团队为载体，注重
学习者自主学习及创新精神培养的一种教学模

式［１］．该模式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及
独立思考能力．经典的 ＴＢＬ教学模式把学生按照
６～８人分为１组，即分组建立团队，由教师指定或
团队成员推选出组长负责小组内学习任务的组织与

实施．教师课前布置学习的病例，小组成员分别进
行资料查阅、集体讨论、制作 ＰＰＴ等．课堂教学
时每个团队推选一名成员代表团队汇报学习成果，

最后教师进行点评及总结．这种教学方法活跃了课
堂气氛，促进了团队合作精神及自主学习精神的培

养，提高了教学效果［３］．目前，国内已有许多学
者报道［４－６］在内科护理学理论及实践教学中运用

ＴＢＬ教学模式，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本文在运用经典的 ＴＢＬ教学模式的教学实践

过程中发现，团队组长每学期基本固定一人，课堂

汇报由团队推选一名成员代表团队汇报，有可能造

成一些学习自觉性不高的学生出现偷懒的情况，而

且不能给每个学生提供锻炼自己和提高组织管理能

力的机会．由于每个学生的学习基础及语言表达、
逻辑思维等方面的能力参差不齐，有可能会影响团

队的汇报学习效果，进而影响全班学生的学习效

果．此外，课堂中形成性评价力度不强，也不利于
对学生学习效果的及时检验．这些问题的存在，使
ＴＢＬ教学法的教学效果受到一定影响．

基于以上问题，本研究对 ＴＢＬ教学法进行了
改良：团队组建过程中，组长由团队成员轮流担

任，每次学习由一名成员担任组长，负责组织整个

课题的学习过程，每学期每个学生均有２～３次担

任组长的机会．课堂教学中，代表团队汇报的学生
由教师随机抽取团队一名成员负责汇报，每次汇报

每一个同学都有可能被抽到，杜绝了由团队每次推

选一名同学汇报，而其他同学可能存在对课题学习

敷衍了事的情况．此外，教师对各组汇报情况进行
总结点评之后，针对各团队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再

用讲授法对每一课题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精讲，然

后进行课堂测试，最后进行抢答．这种改良的ＴＢＬ
教学模式，解决了经典的 ＴＢＬ教学模式团队成员
学习锻炼机会不均衡，学习效果监测不及时，学习

知识不系统的弊病．而且在课堂测试之后加入的抢
答环节，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活跃了

课堂气氛．由于两个班级平时成绩评定方法不同，
实验班在学习的过程中，每个团队成员的表现都与

团队的学习成绩评定密切相关，更加突出了团队精

神的培养．而对照班每个学生平时成绩评定由个人
因素决定，导致团队意识有所欠缺．

本研究结果表明，实验班与对照班相比，期末

考试成绩及病例分析题得分均高于对照班，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在对教学方法是否提高学习积极性、
是否增强了团队精神、是否提高了语言表达能力、

是否提升了心理素质、是否提升了护理实践及病例

分析能力５个维度的问卷调查中，实验班持肯定意
见的学生人数明显高于对照班，两者间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因此，改良 ＴＢＬ教学法在内科护理学教
学中运用效果良好，值得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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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式自主学习方式［３］，该教学模式是在带教老师

的引导下，以临床病例为载体，围绕教学中的重

点、难点，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进行

讨论，最后解决问题．但如何解答学生的问题、拓
展学生创新思维，就需要带教老师深入思考，并选

择最有效的教学方法．
由于脊柱位于人体的深部，周围涉及重要的

大血管、脊髓神经、重要的内脏组织等．且椎骨
属于不规则骨，结构复杂．因此对于脊柱外科的
临床实习则要求实习生具备较好的解剖学基础知

识，在教学过程中还需要直观模型来展示病例的

解剖及病理生理，才能帮助学生进一步认识和理

解病例．
目前，脊柱相关的微创手术技术报道已相对较

多，但在教学中不易将其直观地展现出来．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３Ｄ打印技术开始应用于脊柱外科临床
教学［４］，３Ｄ打印的模型能够逼真地展示组织器官
的结构关系．因此，在临床教学中采用３Ｄ打印 ＋
ＰＢＬ教学模式，学生通过对骨盆、距骨、脊柱等三
维模型的观察，增强了其对脊柱外科相关骨结构的

认识和理解，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

率，同时还弥补了解剖学标本及模具的不足所带来

的难题［５］．此外，３Ｄ打印技术还可应用于临床教
学病例的诊断、术前规划、术中导航、植入物定制

等，并提高精准性及安全性．因此，采用 ３Ｄ打
印＋ＰＢＬ教学模式能有效地弥补单纯采用 ＰＢＬ教
学法的不足．

本文探讨了３Ｄ＋ＰＢＬ教学法在脊柱外科临床

教学中应用效果，发现该教学法可提升实习生的理

论知识水平和实际操作能力，以及学生的学习主动

性，值得在有条件的教学医院推广．
然而，应该注意的是，３Ｄ打印技术目前尚存

在一些不足：１）由于其成本较高，采用３Ｄ打印
技术的教学医院需具备相关条件和充足的教学经

费；２）３Ｄ打印还不能展示器官内不同病理类型的
结构；３）３Ｄ打印出来的模型是静态的，无法展示
组织器官的动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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