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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高护理能力为中心的选修课考试改革
200032 　上海医科大学护理学院 　吕探云 　周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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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我校于 1997 年在护理选修课程中实施了以考核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临床实际问题能力中
心的课程考试改革 ,结果表明该考试形式在促进学生重视能力培养 ,建立良好学风及全面评价学生学业成绩等方
面明显优于传统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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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作为学生学业成绩评定的主要手段 ,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的学习行为 ,学习者通常以考
试的要求和标准来调整自己的学习 ,形成与考试的
要求和标准相一致的知识和能力结构 ,造成应试者
的智力在哪方面受到刺激 ,就必然引起哪方面的急
剧发展[1 ] 。探索、认识和掌握考试的规律 ,用以指导
考试对学生能力发展的导向作用 ,是保证教学效果
的重要环节之一。为此 ,我校在护理选修课程中实
施了以提高临床护理能力为中心的课程考试改革。
1 　课程背景
　　本次课程考试以我校 1992 年起在护理本科教
育中增设的限制性选修课《症状护理学》为试点。该
课程以护理程序为主体结构 ,将医学知识、人文学科
知识和各临床专科护理知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全
面阐述了各种临床常见症状的护理[2 ] ,实现了护理
课程内容的改革。为完善护理课程 ,取得更好的教
学效果 ,1996 年起 ,在该课程的教学中试行了以问
题为中心的教学方法的改革 ,旨使学生在模拟临床
的情景下 ,通过临床推理的认知过程将各基础学科
知识与临床学科的知识综合和组织起来[3 ] ,培养和
发展学生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 ,分析和解决临床实
际问题的能力。在此基础上 ,我们又对该课程考试
和内容进行了改革 ,以提高临床护理能力为中心取
代了传统的以记忆为中心的课程考试 ,利用考试对
学习者学习行为的调节作用 ,引导学生将学习的重
点放在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上 ,使学生的能力得到
更好的发展。
2 　对象与方法

对象为本校 94 级护理本科生 ,共 36 名。
考试的重点是了解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

决临床实际病例护理问题的能力水平 ,采用开卷的
形式和综合性的 ,适于扩展性回答 ,能充分表现考生
独到见解的试题形式。试卷由两个临床病例组成 ,

每一病例包含 2～3 个以上常见临床症状 ,如病例 1

为一脑出血病人 ,其症状除运动障碍、意识障碍外 ,

还包括排尿异常、压疮等。要求学生在规定的 2 h

考试时间内 ,根据病例中给定的有关病人的症状、体
征、心理社会和文化背景等资料 ,作出护理诊断及制

定相应的护理措施。考试结束后对 36 名学生进行
问卷调查 ,回收 36 份。
3 　结果
311 　对开卷考试的态度 , 表示赞同者 32 人
(8819 %) ,表示无所谓者 4 人 (1111 %) ,无 1 人反
对。
312 　学生对两种不同考试形式在教学中导向作用
的评价 (附表) 。
附表 　36 名学生对两种考试形式在教学中导向作用的评价

项　目
以能力为中心考试 不清楚 传统考试

人数 ( %) 人数 ( %) 人数 ( %)

11 哪种形式更有利于在复习期
间对所学知识的归纳、整理 ,使
之系统化、条理化

25 (6914) 2 (516) 9 (25)

21哪种形式更能体验所学
知识和解决临床病的实际
问题的能力

25(6914) 4 (1111) 7 (1914)

31哪种形式更能反映出对
课程内容的理解和掌握的
实际水平

21(5813) 5 (1319) 8 (2212)

313 　与以往相比 ,学生用于本次复习迎考的时间减
少者 30 人 (3016 %) ;未复习者 4 人 (1111 %) ,基本不
变者 2 人 (516 %) 。关于考试重点 ,认为将平时学习
和试前复习重点放在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和运用上的
学生为 100 %。
314 　关于影响本次考试成绩的因素 ,认为同缺乏临
床实际知识有关的为 21 人 (5813 %) ;同个人学习有
关的 11 人 ( 3016 %) ; 同教学方法有关的 6 人
(1617 %) ;同试题不当有关的 2 人 (516 %) ;仅 1 人
认为与不适应开卷考试形式有关。影响本次考试成
绩的因素按重要性程度排序的调查显示 ,第一位的
因素为缺乏临床实际知识 ,其次为个人学习 ,影响最
小的因素分别为不适应开卷考试形式和试题不当。
4 　讨论
411 　问卷调查显示 ,全部学生将平时学习和试前复
习的重点放在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和应用上 ,且半数
以上学生认为此种形式考试更有利于在复习期间将
所学知识加以归纳、整理 ,使之系统化和条理化。这
一结果揭示了两种不同的考试方法在调节学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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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应试行为方面的重要作用。学生为应付传统的局
限于对学生是否掌握教学大纲规定的内容 ,以记忆
为主的考试 ,不得不将学习和复习的重点放在对课
程内容的死记硬背上 ,这种考试形式的弊端在于使
学生智力发展的方向趋于记忆的层次 ,制约了学生
能力的发展 ,造就了高分低能的学生。以能力为中
心的考试重在考核学生理解和综合运用知识的能
力 ,引导学生将平时学习和试前复习的重点转移到
领会所学知识间的内在联系 ,力求对所学课程内容
的融会贯通 ,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综合运用上。这
一考试形式作为旨在发展学生分析和解决临床实际
问题能力的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法改革的继续和
深化 ,较之单纯地改革教学方法对学生有着更深层
的影响 ,其优点突出地表现在促进应试者临床思维
能力和处理问题能力的发展上 ,同时也有助于学生
在应试压力相对较轻的情况下有的放矢地学习 ,养
成实事求是 ,学以致用的学风。
412 　本次考试以临床实际病例为试题 ,每一病例牵
涉到数个不同的症状 ,这就要求学生在考试时将所
学课程知识综合性地运用到具体的病例中去 ,系统
地分析病人的健康资料 ,准确地找出主要的护理诊
断和制定最佳的护理方案。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
水平 ,掌握程度 ,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逻辑思维能
力以及组织表达能力等均可从答卷中充分表现出
来。因此 ,这一形式的考试可以从不同侧面考核学
生对知识掌握的深度、广度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 ,从而更真实地评价学生的知识和能力水平。对
此 ,应试者是持肯定态度的 ,从附表中可见半数以上
的学生认为以临床护理能力为中心的考试更能发现
和体验自己学到的知识、能力对解决临床病例问题
的能动作用 ,更能反映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和掌握的
实际水平。
413 　关于影响本次考试成绩的因素 ,半数以上学生
认为与缺乏临床实际知识有关 ,3016 %的学生认为
同个人学习有关 ,并将两者分别列为第一位和第二
位的影响因素。由此可见 ,在该课程教学中虽然采
用了以讨论为主的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法 ,但在教
学内容的组织和安排上尚不尽如人意。今后在教学
中应对此作出适当的调整和改进 ,尤其是提供更好
的有利学生学习的临床情景方面。

综上所述 ,以提高能力为中心的考试实现了从
知识测验向能力测验的转变 ,在促进学生重视能力
的培养方面起着很好的导向作用 ,并且能更全面地
评价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和运用水平。实践同时还表
明 ,教育改革除了课程内容改革和教学方法改革外 ,

还应包括课程考核形式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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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护生人文素质缺陷及对策
528000 　广东省佛山市卫生学校 　马静敏

　　摘 　要 　随着护理模式的转变 ,对护士的职业技能和人文素质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现阶段的护理教育中 ,

对人文素质教育则有一些欠缺。本文旨在提出存在问题 ,与同行共同探讨解决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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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素质可理解为人的生理、心理、智能、知识
等方面的基本特征[1 ] 。人文素质则是指人们通过学
习而形成的一种基本属性。其养成主要得力于学习
文学、语言学、艺术学、哲学、史学等等。人文素质是
人的整体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

由于护士职业的特殊性 ,护士素质培养人们一
直是比较关注的。今天 ,随着生物医学模式向着生
物 —心理 —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和人民健康需求的
不断提高 ,必然要求改变护理工作模式 ,提高护理服
务质量。现在提出的整体护理 ,是把护理对象视为
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发展的人 ,对护士的要求是
“帮助病人解决问题”[2 ] 。即是说 ,护士要提供适合
于不同个人需要的护理 ,要运用自己的知识、技能和

态度为改善和增进病人的健康服务。这就对护理人
员整体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护生人文素质和人文素质教育现状
111 　人文素质缺陷是目前护生整体素质发展中较
突出的问题。
11111 　从事护理专业目的不明确 ,学习不刻苦 ,不
勤奋 ,操作训练不认真 ,随心所欲。
11112 　缺乏同情心 ,处处以自我为中心 ,只习惯别
人替她们着想 ,不习惯替别人着想 ,只思索取 ,不思
奉献 ,对待自己的父母亲人都只是一味索取 ,对病人
的同情和爱心更无从谈起。
11113 　缺乏责任感 ,待人处事很随意 ,不负责任 ,言
而无信 ;护理病历书写潦草 ,护理操作不规范 ,无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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