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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性反馈下模拟教学在内镜中心护理带教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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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着重分析将引导性反馈下模拟教学应用于内镜中心护理带教中的具体效果。方法：择研究对象 100

名，均为 2023 年 1 月-2024 年 1 月我院内镜中心护理实习生，根据教学模式不同对其进行分组，其中接受常规教

学者均拟为参照组（50 名），另外接受引导性反馈下模拟教学者均拟为研究组（50 名），总结教学效果，统计

实习生实践及理论考核成绩、实习生综合能力评分、实习生满意度各项数据，目的是对比两组差异，判定教学模

式有效性。结果：实习生实践及理论考核成绩得分对比，研究组高于参照组；两组实习生团队协作能力、沟通能

力、创新思维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等综合能力评分对比，研究组高于参照组；两组实习生满意度对比，研究组

高于参照组；两组数据组间存在明显差异，见研究组优于参照组（P＜0.05）。结论：将引导性反馈下模拟教学

应用于内镜中心护理带教中可全面提升实习生考核成绩及综合能力，同时提高实习生对教学模式满意度，应用效

果显著，具有广泛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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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镜中心是医院重要的科室之一，涉及多种内镜诊

疗技术
[1]
。内镜技术是现代医学诊疗的重要手段，其建

设和管理对于提高医疗质量、保障患者安全具有重要意

义。内镜室的护理操作较为复杂，对护理人员的要求较

高。传统的带教方式是注入式教育，忽略了护士主动思

考和实践的能力
[2]
。为了提升内镜中心护理带教的效果，

本文着重分析将引导性反馈下模拟教学应用于内镜中

心护理带教中的具体效果，具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择研究对象 100 名，均为 2023 年 1 月-2024 年 1

月我院内镜中心护理实习生，根据教学模式不同对其进

行分组，研究组：50名，男生 1名、女生 49名，年龄

20-24 岁，均值（22.17±1.14）岁；参照组：50名，

男生2名、女生 48名，年龄 20-24（22.24±1.36）岁；

组间各项一般资料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参照组：常规的带教方法，由带教护士整理内镜中

心护理内容，组织护士统一进行授课讲解。具体可通过

PPT 教案学习、视频教学等方式。带教内容包括内窥镜

的结构和构造、使用方法、清洗消毒及保养方法，各种

内镜的适应症、术前准备以及术后护理的注意事项等。

带教护士对新入职护士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教学
[3]
。

研究组：在常规带教的基础上，进行引导性反馈模

拟教学，方法为：① 模拟训练：设置关于内镜中心护

理的临床病名情景，由带教护士进行相关理论知识的讲

解以及内镜护理相关操作示范。将护士分组进行演练，

演练内容包括内镜检查前的准备工作、内镜操作时配合

技巧和注意事项、操作过程中突发事件的处理以及内镜

检查术后整理和检查设备等。② 引导性反馈：将护士

演练的过程使用视频进行录像，在模拟演练结束后立即

对护士的演练进行回顾，进行引导性的反馈
[4]
。

1.3 判定标准

总结教学效果，统计实习生实践及理论考核成绩、

实习生综合能力评分、实习生满意度各项数据，目的是

对比两组差异，判定教学模式有效性。

1.4 统计学方法

在本次调研中，我们采用 SPSS 23.0 统计软件对所

有收集到的数据资料进行全面且专业的分析处理。具体

而言，对于计数数据，采用χ²检验，当组间对比结果

显示P＜0.05时，认为这一差异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

从而验证了实验的有效性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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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表 1 对比两组实习生实践及理论考核成绩（x±s）

组别 名数 实践成绩 考核成绩

研究组 50 93.34±3.34 94.41±3.56

参照组 50 82.64±3.33 82.61±3.37

P ＜0.05 ＜0.05

表 2 对比两组学生综合能力评分（x±s）

组

别

名

数

团队协作

能力
沟通能力

创新思维

能力

批判性思

维能力

研
究

组

50 93.28±
2.42

93.01±
2.66

92.86±
2.36

92.15±
2.37

参

照
组

50 82.59±
2.54

82.43±
2.30

83.35±
2.59

83.27±
2.41

P ＜0.05 ＜0.05 ＜0.05 ＜0.05

表 3 对比两组实习生满意度[（n）%]

组
别

名
数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研

究
组

5
0

37
（74.00%）

13
（26.00%） 0（0.00%） 50

（100.00%）

参
照
组

5
0

18
（36.00%）

23
（46.00%） 9（18.00%） 41（82.00%）

P ＜0.05

3 讨论

内镜中心护理带教要求实习生具备扎实的理论基

础、熟练的操作技能以及良好的综合素质。然而，传统

带教方式往往难以满足这些要求
[5]
。引导性反馈下模拟

教学作为一种新型带教方式，能够弥补传统带教方式的

不足，提升实习生的综合能力。引导性反馈下模拟教学

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旨在通过模拟真实场

景和情境，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和掌握相关知识和技能
[6]
。其核心在于引导性反馈，即在模拟教学结束后，教

师会与学生进行互动，通过搜集、分析、总结等步骤，

给予学生明确、具体的反馈，以启发学生思考，帮助他

们主动复盘自身的对错，从而更好地掌握所学内容。这

种教学方式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理论水平，

还能够培养他们的团队协作能力、沟通能力、创新思维

能力及批判性思维能力等综合能力
[7]
。

本次研究结果提升，一是，实践及理论考核成绩的

提升。通过引导性反馈下模拟教学，实习生能够在模拟

的情境中反复练习，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并在实践

中不断修正和完善自己的操作技巧。这种教学方式使得

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紧密结合，从而显著提升了实习生

的实践及理论考核成绩。二是，综合能力的提升。①

团队协作能力：在模拟教学中，实习生需要分组进行演

练，共同完成模拟任务
[8]
。这种教学方式促进了实习生

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增强了他们的团队协作能力。②

沟通能力：模拟教学注重引导实习生与模拟患者、带教

老师及其他实习生之间的沟通。通过有效的沟通，实习

生能够更准确地理解患者需求，更有效地传递信息，从

而提高了沟通能力。③ 创新思维能力：在模拟教学中，

实习生需要面对各种复杂的情境，并思考如何有效地解

决问题
[9]
。这种教学方式激发了实习生的创新思维，使

他们能够提出更多新颖的解决方案。④ 批判性思维能

力：引导性反馈要求实习生对自己的操作进行反思和评

价，同时带教老师也会提供具体的改进建议。这种教学

方式培养了实习生的批判性思维，使他们能够更客观地

评估自己的表现，并不断完善自己。三是，实习生满意

度的提高。引导性反馈下模拟教学注重实习生的主体地

位，鼓励他们积极参与教学过程，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见

解
[10]
。同时，带教老师也会给予实习生充分的关注和指

导，帮助他们解决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这种教学

方式使得实习生感受到了更多的尊重和关怀，从而提高

了他们的满意度。

综上所述，将引导性反馈下模拟教学应用于内镜中

心护理带教中可全面提升实习生考核成绩及综合能力，

同时提高实习生对教学模式满意度，应用效果显著，具

有广泛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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