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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分析思维导图分层次教学在内科实习护生医院感染防控带教中的应用。 方法：选取 2021

年 7月至 2023年 1月在内科实习护生 34名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各 17 名。 对比两组综合护

理考核成绩及带教满意度。 结果：试验组护生各项综合护理考核成绩及带教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在内科实习护生带教中采用思维导图分层次教学，可有效提高护生医院感染防控知识的掌握水平，护生

对带教满意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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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科疾病多而复杂，医源性感染加重患者病情，增加

医务人员工作量，因此要求实习护生具备较高的操作技能

及护理能力，事关医院感染的防控和职业防护。 在实习护

生入科后积极进行防控医院感染带教尤为重要，思维导图

是由著名学习方法研究专家托尼·博赞（Tony Buzan） 于

20世纪 70年代提出的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和学习方法，

思维导图分层次教学是指通过图文结合的方式将信息用

层级图表现出来，根据不同层级学员差异性、针对性的输

送知识，使教学更具有科学性，被公认为有助于提高记忆

力、思考力和创造力的有效思维方式[1–2] 。 本次研究将思

维导图分层次教学应用于内科实习护生带教中，以期优化

传统教学方法。

一、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选取 2021年 7 月至 2022 年 3 月在内科实习护生 17

名为对照组，男 5名，女 12名，年龄 20~24 岁，平均（21.82

±0.95）岁，本科 10名，专科 7名；选取 2022年 4月至 2023

年 1月在内科实习护生 17 名为试验组，男 6 名，女 11 名，

年龄 20~24 岁，平均（21.94 ±1.03）岁，本科 9 名，专科 8

名。 两组基本资料比较无差异（P＞0.05）。

（二）方法。

对照组采取内科传统实习带教方法。 试验组对实习

护生采取思维导图分层次教学:（1）方案制定:带教老师根

据实习护生文化程度制定专科和本科带教计划，入科后带

教老师向护生解释思维导图分层次教学原因、优势及意

义，将内科操作技能、院感防控相关内容纳入实习带教工

作中，分发带教计划，使实习护生明确学习目标；（2）带教

过程:带教老师确定主题内容，运用图文并茂的技巧，从主

题中心向外延伸，每个延伸分支与主题中心相互隶属，利

用关键词表达分支内容，使用不同的颜色、图案、数字等标

识符号对内科相关知识点进行修饰，以医院感染防控为主

题，向外扩展第一分支，包括护理管理、实习培训、职业暴

露处理流程及质量控制等方面，采用视频、图文结合的方

式展现，进行内容分层记忆，确保医院感染防控过程的每

一个知识都有清晰的层次和明确的主题，让护生清楚掌握

知识点；（3）总结评价:每周五由带教老师组织小组讨论，

实习护生根据本周所做的思维导图进行自我评价，组间

成员进行讨论，提出疑问，带教老师纠正护生观点中的

错误，弥补缺陷，协同探讨符合病例实际情况的感染防

控方案。

（三）评价方法。

1.综合护理考核成绩。 出科前采用自制试卷对实习

护生进行综合护理考核，包括理论知识，操作技能、感染防

控、医患沟通及应急处理 5个方面，每项评分 20 分，共 100

分，分数与护生综合护理能力呈正比。

2.满意度。 评估护生对带教的满意度，包括满意、基

本满意及不满意。

（四）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数据用 SPSS 22.0 进行分析，两组的计数、计

量资料以 n（%）和（★±s）表示，进行 χ2、t 检验。 P ＜0.05

视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 果

（一）综合护理考核成绩。

试验组实习护生各项综合护理考核成绩均高于对照

组（P＜0.05），见表 1。

表 1 综合护理考核成绩（分，★±s）

组别 理论知识 操作技能 感染防控 医患沟通 应急处理

试验组（n=17） 17.88 ±1.36 18.00 ±1.46 17.94 ±1.39 17.18 ±2.16 18.35 ±0.86

对照组（n=17） 14.65 ±2.12 14.94 ±1.39 14.41 ±1.91 14.59 ±1.37 15.65 ±1.77

t 5.287 6.259 6.161 4.175 5.657

P 0.000 0.001 0.0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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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核心能力评分比较（分，★±s）

组别 入科时 出科时

对照组（n =25） 118.69 ±21.27 138.71 ±14.41

试验组（n =25） 118.66 ±20.58 146.80 ±12.63

t 0.005 2.111

P 0.996 0.040

三、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试验组理论知识及技能操作成绩

均高于对照组（P＜0.05），说明有声思维联合案例教学法

能明显提高外科实习护士的临床实习成绩。 分析原因在

于:有声思维训练可将大脑进行的思维活动语言化，是培

养实习护士临床思维的有效途径，通过将有声思维与案例

教学法相结合，侧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推理问

题的能力，以学生为中心，将被动学习变化为主动，帮助学

生提高学习的主动性。 研究显示[3] ，有声思维与案例教学

相结合有利于提高护士对理论知识及操作技能的掌握程

度，本研究结果与其相同。 有声思维与案例教学相结合能

在传统教学的基础上帮助学生构建系统的知识框架，以案

例为基础在学生汇报过程中边思考边叙述，有利于逐渐培

养实习生临床推理意识，以此逐渐将学到的理论知识应用

在临床上，形成科学的临床思维。 本研究试验组实习护士

核心能力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说明有声思维

联合案例教学法能提高外科实习护士核心能力。 单纯的

案例教学模式中带教老师需要在课前准备较多，对带教老

师精力和时间要求过高，而与有声思维相结合实习生更能

清楚地了解学习内容和目标，通过学习、观摩和讨论更能

熟练掌握护理操作技能，减少学习盲目性。 此外，有声思

维联合案例教学法能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学习任务，形成

目标想象与目标期望，通过语言表述不断将刺激与反应相

结合，在带教老师的带动下增强记忆和注意力，通过行为

与思维的共同作用，将理论知识与技能操作转化为熟练的

临床技能，进而提高核心能力。

综上所述，有声思维联合案例教学法能提高外科实

习护士临床实习效果及核心能力，值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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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带教满意度。

试验组实习护生对带教满意度高于对照组 （P ＜

0.05），见表 2。

表 2 带教满意度评价[n（%）]

组别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试验组（n =17） 13（76.47） 3（17.65） 1（5.88） 16（94.12）

对照组（n =17） 6（35.29） 5（29.41） 6（35.29） 11（64.71）

χ2 — — — 4.497

P — — — 0.034

三、讨 论

医院感染防控是医院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做好医

院感染预防控制工作，对保障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保护

患者健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护士的技能水平直接支

配和影响患者临床治疗及预后，因此需提高医务人员对院

感防控重要性的认识，提升相关知识和技能水平。

思维导图分层次教学通过将复杂的医学概念、临床

知识以图示化的形式分层次呈现，将抽象的知识点转化为

可感知的图像，使教学过程更加生动有趣，帮助护生快速

理解并掌握，可提高教学效果，进而提升整体素质，更好地

完成培养目标
[3] 。 本研究得出结论，试验组护生各项综合

护理考核成绩及带教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P＜0.05），李

文君等
[4]
学者发现思维导图培训模式在实习生院感防控

培训过程中可提高理论成绩，降低职业暴露发生率，提高

护生对带教满意度。

综上所述，在内科实习护生带教过程中采用思维导图

分层次教学，可有效提高护生医院感染防控知识的掌握水

平，护生对带教满意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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