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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探索·

基于TPKCEE复合型教学的混合教学模式
在基础护理学教学中应用研究*

桂园园1,丁 琳1,毛 芳2,刘红敏1△

(1.齐齐哈尔医学院,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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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基于TPKCEE复合型教学的混合教学模式在基础护理学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方

法 选择2024年3—5月齐齐哈尔医学院2022级护理学专业4年制本科生174名作为研究对象,以“留置导尿

术”教学为例实施基于TPKCEE复合型教学的混合式教学。采用自主学习能力评价量表和评判性思维情感倾

向测量量表进行问卷调查,分析教学前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及评判性思维能力的变化。结果 教学后学生自

主学习能力、评判性思维能力各维度得分均高于教学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基础护理

学教学中,基于TPKCEE复合型教学的混合教学模式可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学生的团队合

作能力和评判性思维能力。
[关键词] TPKCEE教学模式; 基础护理学; 混合式教学; 评判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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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护理学作为护理学科的核心课程,其内容既

广泛又深入,涉及大量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随着

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护理理念的更新,传统以教师

为中心的教学模式难以解决课程学时安排少、知识点

繁杂、实践操作难度大等问题,往往难以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在培养学生的评判性思维能力、创新能力、
团队协作能力等方面稍显不足。TPKCEE复合型教

学模式是以医学教育发展方向为依据,针对实际教学

中的重难点,整合类比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等多种教

学方法的优势与特色,以“系统思维-问题导向-重点串

联-经典案例-实践助学-知识拓展”为基本架构的新型

教学模式[1]。目前,国内学者在护理学导论、中药药

剂学、分析化学、社区护理学等课程中应用了该教学

模式,实践表明该模式契合学生认知特点,能满足“新
医科”发展要求,帮助学生厘清课程知识脉络、了解学

科前沿信息,提高课程教学质量,提升学生职业认同

感。本研究以 TPKCEE复合型教学模式为基本架

构,以“留置导尿术”实验教学为例设计基础护理学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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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式教学模式,将理论知识与临床护理实践相接轨,
引导学生构建符合“新医科”特色的临床护理思维体

系,系统性掌握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提升自主学习

能力和评判性思维能力[2-4]。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选择2024年

3—5月齐齐哈尔医学院2022级护理学专业4年制本

科生174名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48名,女126名;
年龄18~22岁,平均(18.74±0.82)岁。纳入标准:
(1)自愿参加本研究;(2)护理学专业;(3)对本研究知

情同意。排除标准:研究期间休学或请长期病假。

1.2 方法

1.2.1 教学方法 依据基础护理学教学大纲进行教

学。以建构主义理论[5]为指导,采取线上+线下教学

相结合方式,依托超星学习通基础护理学在线开放课

程,应用TPKCEE复合型教学模式开展教学。TPK-
CEE复合型教学模式由六大版块构成,分别为系统思

维、问题导向、重点串联、经典案例、实践助学和知识

拓展[6-8]。(1)系统思维:课前,教师在学习通平台发

布学习任务,包括留置导尿术操作视频、PPT、操作流

程图、口述内容、前测习题等相关学习资源,学生完成

线上学习后,思考如何将护理程序的理论知识应用于

临床护理中,如何在操作过程中遵循无菌操作原则并

体现人文关怀,以及如何在授课过程中将系统思维贯

穿于整个教学环节中,引导学生构建临床护理思维体

系。(2)问题导向:问题导向的核心是启发学生思维,
在新课引入和授课过程中不断开展导向性提问,一是

回顾理论课相关内容,如男性、女性尿道长度有何特

点与不同,尿管置入的深度等,二是启发同学重视操

作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如“这样做是否跨越了无菌区”
“置管完成后有哪些注意事项需要提醒患者及家属”。
(3)重点串联:对于以上的导向性提问,依托留置导尿

术操作流程图,针对操作中的“首次消毒、二次消毒、
尿管置入”这些重点环节展开重点示教,让学生结合

前期所学知识自主思考,在厘清整个操作流程的同时

有的放矢地进行实操训练,增强学生的理解。(4)经

典案例:授课前,团队教师根据学生知识基础,依托学

习通学习平台,结合临床实际构建基础护理学课程案

例库。案例要兼具真实性、代表性、可读性,可将学生

引入特定的临床情境中,让学生充分认识到临床问题

的复杂多变,从而培养其临床护理思维。(5)实践助

学:TPKCEE复合型教学模式最关注理论与实践的结

合,此环节是该教学模式的重点,见习前1周,带教教

师依托学习通平台布置学习任务,学生结合前期理论

课所学知识及临床所收集的病例,进行小组讨论;见
习课时,汇报如何对该案例实施具体的护理措施,带
教教师进行指导评价;见习课后,小组再次讨论如何

运用护理程序开展护理工作,对自己的护理方案有何

改进,将改进后的护理方案提交至学习通平台,带教

教师进行评阅指导。(6)知识拓展:教师将留置导尿

术相关前沿知识发布于学习通平台,与学生共同分

享、讨论,让学生结合相关课程知识进行讨论,扩展学

生知识面,提高学生思考能力和知识迁移能力。

1.2.2 评价指标 (1)自主学习能力:采用自主学习

能力评价量表进行评价,该量表由张喜琰[9]编制,采
用Likert

 

5级评分法,包括学习动机、自我管理能力、
合作能力、信息素养4个维度,共30个条目。量表总

Cronbach's
 

α系数为0.82,各维度Cronbach's
 

α系数

均高于0.7。(2)评判性思维能力:采用评判性思维情

感倾向测量量表进行评价,该量表由护理教育专家彭

美慈等[10]翻译并修订,采用Likert
 

6级评分法,包括

寻求真相、思想开放、分析能力、系统化能力、评判性

思维的自信心、求知欲、认知成熟度7个维度,共70
个条目。量表内容效度为0.89,总Cronbach's

 

α系数

为0.9,各维度Cronbach's
 

α系数为0.54~0.77。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2.0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较采用配对样本t检

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教学前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比较 教学后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各维度得分高于教学前,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1。
  

表1  教学前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比较(x±s,分)

项目 学习动机 计划和实施 自我管理 人际沟通 总分

教学前 19.34±2.62 20.04±4.42 16.15±1.43 15.23±0.58 72.23±3.97

教学后 24.38±6.76 23.18±5.53 18.34±1.75 17.75±0.79 82.53±4.28

t 4.618 3.102 2.432 2.101 4.066

P 0.013 0.001 0.005 0.026 0.001

2.2 教学前后学生评判性思维能力比较 教学后学 生评判性思维能力各维度得分高于教学前,差异有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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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教学前后学生评判性思维能力比较(x±s,分)

项目 寻找真理 开放思想 分析能力 系统化能力
评判性思维的

自信心
求知欲 认识成熟度 总分

教学前 42.88±3.65 43.98±2.47 44.23±3.76 42.78±1.48 42.91±3.56 43.05±3.71 40.69±3.37 296.45±7.78

教学后 44.73±1.69 45.28±3.52 47.36±3.55 42.94±1.52 45.90±3.57 46.49±4.70 40.77±3.32 309.23±8.23

t 2.811 3.726 4.126 2.025 3.587 4.904 2.087 7.772

P <0.001 <0.001 0.001 0.009 0.002 <0.001 0.003 0.003

3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教学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评
判性思维能力各维度得分均高于教学前,提示基于

TPKCEE复合型教学的混合教学模式可显著提高学

生自主学习能力和评判性思维能力。TPKCEE复合

型教学模式通过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模式、问题导向

学习模式及小组合作学习等多种方式,有效提高了学

生自主学习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在TPKCEE复

合型教学模式应用过程中,教师从知识传授者转变为

引导者,并在课前精心设计有针对性的教学环节,激
发了学生学习热情和主动性。同时,基于 TPKCEE
复合型教学的混合教学模式强调以学生为中心,使学

生成为学习的主体,学生通过线上平台自主学习,结
合线下讨论和实践,逐步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引入的

问题导向学习模式通过提出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引导

学生主动探索和解决问题。学生通过问题的驱动,学
会自我管理和规划学习,从而提高自主学习能力[11]。
此外,基于TPKCEE复合型教学的混合教学模式中

的经典案例、实践助学环节可专注于培养学生的评判

性思维能力。教师通过引入多元观点和资料,使学生

接触多种思考方式,引导学生学会从不同角度分析问

题,评估信息的真伪和价值,鼓励学生主动提出问题,
针对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和讨论。学生通过小组讨论、
案例分析等方式,在小组中分享观点、互相评估,学会

分析、评估问题,并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通过问题的

提出和解答,逐步培养独立思考和评判性思维能力。

2018年赵萱等[1]针对传统教学法在中药药剂学

教学中存在的不足,创新构建“TPKCEE复合型教学

模式”,以代表章节“液体药剂”和“注射剂”为例,对新

型教学模式进行内涵诠释和优势探析。经实践运用

和效果预期,该教学模式符合现代中药药剂学教学特

点,契合学生的认知特点,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具
有创新性和可行性。邓婷等[12]基于智慧树开展TP-
KCEE复合型教学模式,帮助学生厘清知识脉络,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了解学科前沿信息,提高了课程教

学质量。林瑜等[13]在仪器分析和分析化学课堂教学

中采用TPKCEE复合型教学模式,培养了学生自主

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课堂教学质量有所提高。

TPKCEE复合型教学模式与线上+线下混合式

教学模式相结合,在基础护理学理论教学中有着独特

的应用价值。首先,依托TPKCEE复合型教学模式,
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进度和学习习惯设计个性

化的教学内容和任务,提高理论教学的针对性和有效

性。此外,TPKCEE复合型教学模式还可以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通过互动式学习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
合作学习,将抽象的理论知识形象地呈现给学生,增
强学生的理解和记忆效果。在基础护理学理论教学

中,教师借助超星学习通在线学习平台,结合 TPK-
CEE复合型教学模式,构建了丰富的临床案例库,为
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和交流平台。同时,教师

可以通过实时的教学评价和反馈,及时调整教学方法

和内容,提高理论教学的效果和质量[14]。
将TPKCEE复合型教学模式与案例分析相结

合,在基础护理学实践教学中得到了成功应用,为提

高护理教育的质量和效果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通过在案例分教学中使用 TPKCEE复合型教学模

式,学生在实际护理工作中的综合能力得到了显著提

升,能够更好地应对复杂的护理情况。同时,学生对

护理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也得到了加强[15-16]。TP-
KCEE复合型教学模式在实践教学中注重教师和学

生之间的互动与合作,实现了学生之间的合作学习,
增强了团队精神和协作能力。此外,实践教学还可以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增强学生学习主动

性和参与度。通过实践操作,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和

运用相关知识,培养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相对于传统的案例教学方式,TPKCEE复合型教

学模式存在诸多优势。(1)综合性与整合性:TPK-
CEE复合型模式更强调案例的综合性与整合性,传统

案例教学虽然能够提供真实的案例场景,但往往侧重

于理论知识的应用和分析,对于其他方面如创新能

力、职业素养等的培养相对有限。(2)实践性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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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TPKCEE复合型模式注重实践与创新的结合,通
过实践活动、项目驱动等方式,让学生在临床实际情

境中学习、体验和掌握护理技能,培养了学生的实践

能力和创新精神。而传统案例教学虽然也强调理论

与实践的结合,但往往以案例分析为主,学生的实践

参与度和创新性发挥相对有限。(3)职业素养培养:

TPKCEE复合型教学模式将职业素养纳入教学目标,
通过课程设计、实践活动等方式,培养学生的职业道

德、人文关怀、团队协作能力等职业素养。传统案例

教学虽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但
往往缺乏系统性和有针对性的培养措施。(4)及时评

估反馈:TPKCEE复合型教学模式通过多元化的评估

方式和持续的反馈机制,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

教学效果,为后续教学改进提供了有力支持。传统案

例教学在评估与反馈方面往往较为滞后,难以及时发

现和解决教学中的问题。(5)环境融入与适应性:TP-
KCEE复合型教学模式强调将护理教育与临床环境、
社会环境等紧密结合,让学生在真实的环境中学习、
实践和创新,提高了学生的适应能力和社会责任感。
传统案例教学虽然也能提供真实的案例场景,但往往

缺乏对外部环境的全面融入和适应性培养。因此,

TPKCEE复合型教学模式在基础护理学教学中的应

用具有更全面、更系统、更实践、更创新、更及时、更适

应等优势,有助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护理能力,能
够更全面、更系统地培养学生的护理能力和职业

素养。
综上所述,在基础护理学教学中,基于TPKCEE

复合型教学的混合教学模式通过多元化的教学手段,
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了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参与度,培养了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和评判

性思维能力,增强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专业素养。今

后需要不断优化和改进 TPKCEE复合型教学模式,
加强教师相关培训、增加实践环节、加强与临床兼职

教师合作、引入临床实际案例,为提高教学效果和学

生综合素质提供有效的教育手段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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