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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护理学教学是护理教师在社会实践及临床实践中

进行现场教学活动的组织形式，是帮助护生将课堂上做学

到的基础知识与分析，解决护理和专业问题的理论知识及

技能的过程 [1]。教学的目的旨在培养护生临床思维能力、理

论知识掌握能力、临床实践操作能力，以更好地服务患者 [2]。

一般讲授式教学法即传统讲授式教学法，取得了一定的教

学实践效果；为进一步提升教学实践性效果，需进一步应

用形成性评价体系教学法来提高教学效果。故此，论文为

分析外科护理学教学中的形成性评价体系教学法实践效果，

特就 2019年—2020年在外科实习的 200名护生作为受试对

象，相关细节报告如下。

选取某市 2019年—2020年在外科实习的 200名护生

作为受试对象，以随机分组方式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分

别施以常规教学评价法和形成性评价体系评价法，就两组

应用效果进行统计分析。

对照组：依据教学大纲展开护理教学。教学环节，通

-
-

Abstract

，
＜

Keywords

形成性评价体系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外科护理学中的应
用效果研究
王霞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中国·重庆

摘 要

目的：研究形成性评价体系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外科护理学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某市2021级专升本护生200名
作为受试对象，以随机分组方式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分别施以常规教学评价法和形成性评价体系评价法，就两组应
用效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实验组在教学能力、教学知识、教学素质、评价效果上显著优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外科护理学教学形成性评价体系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的实践效果突出，具有较高的教学评价结果，
可在外科护理学教学模式变革提供研究依据。

关键词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外科护理学；形成性评价体系

【作者简介】王霞（1981-），女，中国湖北武汉人，本

科，主管护师，从事护理管理、护士教育研究。



133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5卷·第 10期·2022 年 05月

过每章节学习目标了解学习哪些内容，提前进行预习。再通

过上课老师讲解的内容进行自我消化、并且回顾知识点，包

括病因、发病机制、影响、名词概念、临床表现、并发症、

护理措施、注意事项去了解。

实验组：在教学过程中为了解护生的学习情况，及时

发现教学中的问题而进行评价，方便后续改进教学方法，机

灵活动多样地以信息化为教学手段，善用多媒体等技术，整

体完成教学目标 [3]。建立了涵盖“基本情况”“行为习惯”

等评价指数；突出评价导向，注重过程激励，构建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的形成性评价体系。

例如，在外科护理学进行每周常规化科室培训，进行

仪器设备的使用与常见报警处置的理论授课，从开机设置、

患者佩戴、使用要点、维护保养等方面进行解说；让低年

资的护士参与到自身的培训中，使理论授课的热情度得到提

升，对理论授课内容做补充，主要从监护仪结构特点、专科

疾病监护重点、智能化监护等方面拓宽知识面。在操作演示

环节上，由轮转护士操作留置胃管与鼻饲技术，利用“翻转

课堂”模式 +“换位体验”模式。为患者进行“换位体验”，

口述对卧位舒适度的评价与留置胃管疑问，消除恐惧心理。

通过操作者耐心解释后，进行操作前准备、卧位摆放、长度

测量等常规方式。操作结束后，由大家共同讨论并提出相关

问题，使操作中需要注意的要点更能深刻地领会其含义。操

作结束后，由 N2级护士做补充，教学重点上，将操作授课

重点转移到管路维护、日常观察、应急处置上，通过“换位

体验”的方式也能设身处地地为患者着想。发挥学生课堂主

动性，小组合作有效性，训练及时性，共同打造符合学生实

际需求的课堂，促进师生共同进步。

两组教学实践结果包括教学内容、教学仪表、教学方

法、课堂互动。评价标准：优秀，分数＞ 90分；良好，分

数 80~90分；及格，分数 60~79分。优良 =优秀 +及格。

实习单位评价结果包括完全满意、不满意。

应用 SPSS23.0统计学软件包对所有研究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计数资料和计量资料为（%）、（x ±s）表示，用

X2、t检验，P＜ 0.05有统计学意义。

两组教学实践结果：

实验组在教学能力、教学知识、教学素质、评价效果

上显著优于对照组，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 1。

外科护理学是阐述和研究对外科患者进行整体护理的

一门临床护理学科，是基于医学科学的整体发展而形成的。

它包含医学基础理论，外科学基础理论，专科护理学基础理

论及技术，还包括护理心理学，护理伦理学和社会学等人文

科学知识。外科护理学是护理学的重要分支，它以创伤、感

染、肿瘤、畸形、梗阻、功能障碍等外科疾病患者为研究对

象，在现代医学模式和护理观的指导下，以人的健康为中心，

根据患者身心健康和社会家庭文化需求提供整体护理。以翻

转课堂为基础的教学方式方法，在患者的护理实践层面发挥

了积极的效果。形成性评价体系的应用，为课堂教学的实践

性提供了有效借鉴。

x±s）

组别
例

数
教学能力 教学知识 教学素质 评价效果

对照组

实验组

t

P

100

100

—

—

83.74±2.19

94.56±3.28

27.343

0.000

80.92±2.74

95.83±3.25

35.075

0.000

77.36±2.08

94.40±3.27

43.968

0.000

79.68±0.70

92.45±1.52

76.309

0.000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外科护理学教学的应用，有利于

提高护生的学习效果和综合能力；对提高护生的考试成绩，

还在护生学业评价的 11个指标中得到了显著的改善 [4]。构

建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本科护生学业形成性评价指标体系，

可有效进行翻转课堂教学评价提供依据；构建的翻转课堂教

学模式下本科护生学业形成性评价指标体系包括 4个一级指

标、9个二级指标和 33个三级指标 [5]。基于移动信息化翻

转课堂教学模式下对护生考试评价体系中形成性评价的构

建问题，即护生的形成性评价应与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对应

起来，从课前、课中和课后护生的学习任务过程中构建起形

成性评价的内容和体系 [6]。

从应用效果来讲，构建科学、合理的形成性评价体系，

以清晰的评价导向与积极的过程激励，促进护生自主、全面

发展，已成为基础教育学校深入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对促

进护生全面发展的形成性评价体系建设，并将其列为学校育

人评价特色工程，依托校本课程实施与智慧校园建设，创新

评价激励，促进护生发展。在教学实践过程中，要通过目标

定学，学案导学，微课助学，组内互学，点拨扩学，练习固学，

达标测学，反馈悟学等各要素的灵活组合，相互诱导，需要

教师做中学、感中悟；重视翻转课堂的学习，积极践行翻转

课堂的模式，认真组织研究讨论解决实践中碰到的问题，并

对护生加以培训。

综上所述，外科护理学教学中的形成性评价体系教学

法实践效果突出，具有较高的教学评价结果，可在翻转课堂

教学模式下大力推广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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