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生们掌握知识的能力提升#还培养了学生交流,沟通,表达的

综合能力#增强了团队合作意识#加深了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

这是传统教学模式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VTJ

教学模式的摸索并非短期效应#他对学生思考习惯

的改变需要长期和持续的影响才可以实现)

'.*

*

+并且
VTJ

推

广还受到其他条件的约束#例如课程设计#教师互动效果#教师

提问引导等+

VTJ

教学模式的推广是一个系统工程#效果的

出现也必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需要多个学科及多个部门全面

的配合#不过这种能力一旦形成则对学生来说终身受益+

为了更好地对
VTJ

教学模式进行探讨#教师有必要对

VTJ

教学模式的考核指标做进一步的探讨#向国外很多成熟

经验借鉴学习)

,

*

#针对本校目前的实际情况#大力推行
VTJ

教

学模式是当务之急#而制订科学的评价教学质量的标准是

VTJ

推广的关键#也是教师们下一阶段的探索目标和工作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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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麻醉学见习教学效果研究"

王
!

彬!闵
!

苏#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麻醉科
!

#"""!'

$

!!

"摘要#

!

为探讨麻醉系学生进入麻醉专业学习前进行临床麻醉学见习的教学效果!对重庆医科大学
%"",

级

#"

名参加临床麻醉见习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早期接触临床麻醉可以提高学生的医患沟通能力'提高学

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有利于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

"关键词#

!

临床麻醉学&

!

见习&

!

教学效果

!"#

!

$%&'()(

"

*

&+,,-&$)./0(122&/%$2&%.&%)/

文献标志码$

L

文章编号$

!'(%.,#$$

"

%"!$

$

"(.!"!'."%

!!

全国医学院校内设立麻醉学系的不多#麻醉学系学生的培

养多采用基础,专业和实习的.三段式/教学模式)

!.&

*

+然而#医

学基础知识到麻醉学专业知识的跨度比较大#存在基础脱离专

业的缺陷#这样的缺陷导致学生在刚进入专业知识学习时不适

应#影响教学效果+因此#本校麻醉系让学生在基础课程结束

后专业课开始前的暑假进入麻醉科见习#使其早期接触临床+

本文就临床麻醉学见习教学的效果进行了总结+

$

!

资料与方法

重庆医科大学
%"",

级麻醉系学生
#"

名于
%"!&

年
(

!

*

月自愿进入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麻醉科进行为期
%

周

的见习+见习的内容包括!跟随住院医师进行麻醉前访视(跟

随住院医师进行每天的麻醉前准备(参观硬膜外穿刺置管,气

管插管,动脉穿刺,深静脉置管,臂丛神经阻滞等操作过程(带

教老师组织剖宫产麻醉管理和全身麻醉患者术后苏醒延迟的

教学查房各
!

次+在学生见习结束返校开始麻醉学专业学习

后
!

个月发放调查问卷#并进行分析总结+

/

!

结
!!

果

/)$

!

麻醉系学生进行见习的教学效果
!

#"

名参加见习的学

生都认为见习是
!

项有效的教学改革措施+问卷调查的结果

显示#所有的学生都认为见习可以提高医患沟通能力#提高学

习兴趣#巩固医学基础知识#提高自学能力#并培养理论联系实

际的习惯(同时#所有的学生认为见习对后续的专业知识学习

有易化作用#使其在接触麻醉学的专业概念及相关理论时有熟

悉感#并于见习所见联系起来#增进理解#降低学习难度+

,"+

的学生在见习过程中尝试用所学的知识解释临床症状#实现了

所学理论知识的融会贯通+

*"+

的学生认为见习培养了临床

思维能力#能从临床实际问题出发#追溯理论依据+

/)/

!

麻醉系学生见习进行中存在的问题
!

由于前期麻醉设备

学的知识陈旧#与临床实际应用的麻醉设备差异大#

,$+

的学

生对麻醉设备的使用存在困难(由于没有进行内外妇儿的临床

实习#

**+

的学生对麻醉前访视中患者的术前准备评估存在困

难(由于麻醉生理学,麻醉药理学等基础知识没有与临床实际

结合#

,%+

的学生对麻醉管理中遇到的问题缺乏解决措施+

'

!

讨
!!

论

%!

世纪是医学和生命科学的世纪#现代科学发展趋势是

在学科大分化的同时#又出现了大综合#并且由多种学科向医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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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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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领域广泛渗透#基础医学将进入分子水平#进一步阐明人体

的结构与功能#阐明疾病的发生与治疗的机制#临床医学将充

分利用高科技成果#不断应用新的诊断和治疗方法)

#.$

*

+因此#

基础医学同临床医学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教学中将二者有机地

结合起来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而临床见习就是基础医学与

临床医学有机结合的有效方法+文献报道产科学,生理学的见

习取得了满意的教学效果)

'.(

*

+

临床麻醉学的特殊性在于其服务对象包括各种需要手术

治疗疾病的患者#其重点服务内容是各种生命体征的监测与调

控#因此#其教学内容涉及生理学,药理学,医疗设备学等医学

基础知识及内外妇儿等临床医学知识+所以#学生在学习临床

麻醉学专业知识时需要具有临床医学专业学生的所有知识#然

后才能进入麻醉专业知识的学习#这也是国外麻醉医师培养周

期长的原因+然而#由于国内医学教育制度的具体情况#麻醉

系学生的学制与临床医师相同#缺少专门的时间完成前期的工

作+而前期知识与麻醉专业知识之间的见习恰巧提供了相互

衔接的机会+当然#短短
%

周的见习时间远远不够#还需要进

一步延长见习时间+

另外#目前本校麻醉系学生的临床实习安排在完成所有在

校教学任务后#先完成内外妇儿的临床轮转#然后进入麻醉科

轮转+所以#在学生进行麻醉见习时#尚未完成内外妇儿的轮

转#因此对患者术前准备的评估缺乏临床经验+还有#临床麻

醉涉及多种设备仪器#而教科书中的内容往往滞后于设备仪器

的更新#因此#见习学生对临床使用的各种仪器设备很陌生+

当然#不同年代仪器设备的工作原理都是相似的#经过带教老

师的讲解学生能很快理解和熟悉+最后#麻醉管理的重点是生

命体征的监测与调控#需要生理学,病理学及药理学的知识#而

见习学生还缺乏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的能力#导致麻醉管理中

缺乏灵活性+

综合以上分析#临床麻醉见习有着积极的教学效果#但还

需要进一步改进#应开始更早#如在讲授麻醉生理学时也安排

适当的见习(时间更长#可以考虑整个暑假(范围更广#在所有

麻醉系学生中推广见习制度#而不是让学生自愿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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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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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黄世峰!刘玮楚"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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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

!

目的
!

了解护理实习生对标准预防的行为依从性情况!从而有针对性地指导临床教学与管理!并增强

护理实习生的自我防护意识和减少医院感染的发生%方法
!

自行设计调查问卷!对在妇产科实习的
,"

名护理实习

生进行现场问卷调查!问卷包括对标准预防知识的认知及行为依从性两项内容%结果
!

大部分护理实习生对标准

预防知识的认知缺乏!对标准预防行为的依从性差%在所调查的
(

个标准预防知识项目中!只有手卫生是标准预防

的重要措施之一等
%

个项目的认知在
,"+

以上!其余
$

个项目的认知均比较差!特别是标准预防的概念!

,"

例护理

实习生中完全知道此项的只有
#"

人"

##)#+

$&在对标准预防的行为依从性调查的
%"

个项目中!护理实习生依从性

达到
,"+

以上的只有接触患者完好的皮肤后手卫生等
*

个项目!依从性差的有
!%

个项目!其中接触患者完好的皮

肤前手卫生!接触不同患者之间手卫生!接触同一患者污染部位后移动到清洁部位手卫生的依从性最差%结论
!

护

理实习生对标准预防的依从性不容乐观!应加强护理实习生对标准预防知识的认知教育!提高标准预防的行为依

从性%

"关键词#

!

标准预防&

!

护理&

!

实习生&

!

依从性&

!

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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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预防于
!,,$

年由美国提出#

%"""

年编入我国卫生部

颁布的0医院感染管理规范$试行%1中)

!

*

#标准预防是基于患者

的血液,体液,分泌物,非完整皮肤和黏膜均可能含有感染性因

子的原则#针对医院所有患者及医护人员采取的一种预防感染

的措施#包括手卫生#根据预期可能的暴露选用手套,隔离衣,

口罩,护目镜#以及安全注射#穿戴合适的防护用品)

%

*

+标准预

防行为的依从性是指遵循0医院感染管理规范1的规定#做好洗

手和手消毒#正确使用个人防护设备#锐器及伤口的妥善处

理)

&

*

+护理人员由于工作环境和服务对象的特殊性)

#

*

#工作中

如不采取标准预防措施#就会对患者生命安全及自身健康带来

不利影响甚至是严重危害+护理实习生是护理人员中知识和

技能都处于相对薄弱的特殊群体#工作中发生感染性疾病或者

将疾病传播的危害性更大+国内外对于标准预防都给予了积

极的关注#国外有较多关于标准预防知识,态度,行为现状的调

查)

$.(

*

#国内大部分都是集中在临床护士和护理实习生标准预

防知识和行为方面的现状调查)

*.!"

*

#而关于护理实习生标准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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