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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式教学法+护生参与式健康教育对脑卒中康复护理教学质量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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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体验式教学法结合护生参与式健康教育在脑卒中康复护理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

2023 年 9 月至 2024 年 9 月期间的护理专业学生 160 名，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各 80 名。对照组采用传统教

学模式，实验组采用体验式教学法结合护生参与式健康教育模式。比较两组学生的理论考核成绩、临床技能操作

评分、教学满意度及临床实践能力评估等指标。结果 实验组在理论考核成绩（89.45±4.32 分 vs 82.16±4.15 分）、

临床技能操作评分（92.34±3.89 分 vs 85.27±3.76 分）、教学满意度（95.0% vs 82.5%）及临床实践能力评估等

方面均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 体验式教学法结合护生参与式健康教育能显著提高脑卒中康复护理教学

质量，提升学生的理论知识掌握程度和临床实践能力，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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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respiratory exercise rehabilitation nursing on the improvement of 
lung function indicators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respiratory failure. Methods 66 patients with severe respiratory failure 
admitted from July 2023 to July 2024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33 
cases) and observation group (33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nursing,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respiratory exercise rehabilitation nursing on this basis. The lung function index, blood gas analysis index, dyspnea score 
and quality of life score before and after nursing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nursing, the FEV1, 
FVC, PaO2, SaO2 and other indicator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nd the dyspnea score and quality of life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also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respiratory exercise rehabilitation nursing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lung 
function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respiratory failure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which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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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风是一种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的神经

系统疾病。在我国快速老龄化的背景下，中风的发生率

也在不断升高，这对病人的家属及社会造成了很大的

压力。中风病人的康复是决定病人预后及生存质量的

关键因素。如何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提高学生的能力，

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关键。目前，我国的护理学教学

主要是以理论教学为主要内容，学生实习机会较少，参

与程度较低，教学效果不佳。在当前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对这种新的教学方式进行研究与

尝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经验型教学注重"做中学"，
营造出一种真正的医学情景，培养学员观察、思考及解

决问题的技能。在护理专业中，护理专业的护理人员注

重以学员为中心，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促进他们的积极

参与，提高他们的临床思考和交流技能。实践证明，在

护理专业学生中运用经验教学法，可以使护理人员在

学习过程中获得更好的效果。通过情景仿真、角色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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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式，加深对中风病人身心特征的认识，并初步掌握

其关键的康复技巧；同时，也可藉由参加卫生宣教，提

高其整体素养及职业素养，为日后从事临床工作奠定

良好的基础。本文以临床实践为基础，以临床实践和理

论为基础，研究了临床实践和临床实践相结合的干预

模式，并将其运用于临床实践中，以促进临床实践的顺

利开展。本项目的研究成果对于进一步完善护理教学

模式，培养高质量的护理专业人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通过对教学方式进行科学的改革，使其业务能力与

整体能力得到全面的提高，从而达到促进中风病人康

复治疗的目的。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3 年 9 月至 2024 年 9 月期间某医学院校

护理专业学生 160 名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

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各 80 名。对照组中男性 26
名，女性 54 名；年龄 19-22 岁，平均年龄（20.45±1.23）
岁；专业理论课程平均成绩（84.56±3.78）分。实验组

中男性 24 名，女性 56 名；年龄 19-23 岁，平均年龄

（20.38±1.25）岁；专业理论课程平均成绩（84.62±
3.82）分。两组学生在性别构成、年龄分布、专业基础

课程成绩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1）护理专业在校学生，学习成绩合

格，无重修课程；（2）自愿参与本研究，具有良好的

学习意愿和态度；（3）身心健康，无严重疾病；（4）
无认知障碍，沟通交流正常；（5）已完成相关基础理

论课程学习。 
排除标准：（1）在研究期间因故中途退出者；（2）

有精神疾病或情绪障碍者；（3）存在严重听力、视力

障碍者；（4）无法按时参加教学活动者；（5）学习态

度消极，不愿配合教学活动者。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模式，主要包括理论授课、示

教、床边教学等常规教学方法。课堂采用多媒体讲授的

形式进行脑卒中康复护理相关知识教学，内容包括疾

病概述、临床表现、康复护理要点等。示教过程中教师

演示康复护理操作技术，学生观摩学习。床边教学时由

带教老师讲解实际案例并进行操作示范。 
实验组在传统教学模式基础上采用体验式教学法

结合护生参与式健康教育模式。具体实施方案如下： 
（1）前期准备 
成立教学指导小组，由康复科主任、护理部主任及

临床经验丰富的护理骨干组成，负责教学方案的制定

和实施。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培训，统一教学标准和要求。

根据教学大纲设计具体教学内容，制定详细的实施计

划和考核标准。 
（2）体验式教学实施 
①情境模拟：在模拟病房中设置真实的临床场景，

配备必要的设备和器材。学生分组进行角色扮演，轮流

扮演医护人员和患者，体验脑卒中患者的生理和心理

状态。 
②技能训练：采用分段教学法，将复杂的康复护理

操作分解为若干个步骤，学生逐步掌握。设置不同难度

的训练项目，包括体位摆放、肢体功能锻炼、吞咽训练、

语言训练等。 
③案例讨论：选取典型病例进行分析讨论，引导学

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通过团队协作完成

护理方案的制定和实施，培养临床思维能力。 
（3）护生参与式健康教育 
①健康教育培训：对学生进行系统的健康教育知

识培训，包括沟通技巧、教育方法、评估方法等。指导

学生掌握脑卒中患者的心理特点和教育要点。 
②教育资料制作：学生分组制作健康教育材料，包

括宣教手册、视频、图片等。要求内容准确、形式生动、

易于理解。 
③教育活动实施：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开展健康教

育活动，包括一对一床边指导、小组健康讲座、康复训

练指导等。通过实践提高沟通能力和教育技巧。 
④效果评估：定期评估健康教育效果，包括患者满

意度调查、知识掌握程度测评等。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

整教育方案。 
（4）质量控制 
①建立反馈机制：定期收集学生和患者的意见建

议，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 
②过程监督：指导教师全程跟踪指导，确保教学活

动规范有序开展。 
③考核评价：采用多维度评价体系，包括理论考核、

技能操作考核、教学满意度调查等。 
1.3 观察指标 
（1）理论知识掌握情况：采用标准化试题进行考

核，满分 100 分，包括脑卒中基础知识、康复护理要

点、健康教育内容等。 
（2）临床技能操作评分：对学生的康复护理操作

技能进行统一考核，包括体位摆放、运动功能训练、吞

咽训练等项目，满分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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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学满意度：采用自制满意度调查问卷，包

括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效果等维度，分为非常满

意、满意、一般、不满意四个等级。 
（4）临床思维能力评估：通过案例分析、护理方

案设计等方式进行评估，满分 100 分。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

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学生理论考核成绩比较 

实验组理论考核成绩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2.2 两组学生临床技能操作评分比较 
实验组临床技能操作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2.3 两组学生教学满意度比较 
实验组教学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2.4 两组学生临床思维能力评估比较 
实验组临床思维能力评估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4。 

表 1  两组学生理论考核成绩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理论考核成绩 

对照组 80 82.16±4.15 

实验组 80 89.45±4.32 

t 值  8.426 

P 值  0.001 

表 2  两组学生临床技能操作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技能操作评分 

对照组 80 85.27±3.76 

实验组 80 92.34±3.89 

t 值  7.958 

P 值  0.002 

表 3  两组学生教学满意度比较[例（%）]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对照组 80 35（43.75） 31（38.75） 10（12.50） 4（5.00） 66（82.50） 

实验组 80 48（60.00） 28（35.00） 4（5.00） 0（0.00） 76（95.00） 

χ2 值  8.624 7.952 6.845 4.123 7.856 

P 值  0.003 0.005 0.008 0.042 0.004 

表 4  两组学生临床思维能力评估比较（x̄±s，分） 

组别 例数 临床思维能力评分 

对照组 80 83.45±4.26 

实验组 80 91.67±4.53 

t 值  8.156 

P 值  0.001 

 
3 讨论 
脑卒中康复护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护

理人员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熟练的操作技能。如何

提高护理教学质量，培养合格的康复护理人才，是当前

医学教育领域的重要课题。随着医学教育改革的深入，

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模式已无法满足现代护理教育的



靳棋卒                                       体验式教学法+护生参与式健康教育对脑卒中康复护理教学质量影响分析 

- 159 - 

需求。体验式教学法结合护生参与式健康教育的教学

模式，通过创新教学方法，积极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有效提升了教学效果。 
本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学生在理论考核、临床技

能操作、教学满意度及临床思维能力等方面的表现均

显著优于对照组。这种显著的差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

面进行分析：体验式教学法突破了传统教学模式的局

限性，通过情境模拟和角色扮演，使学生能够深入体验

脑卒中患者的实际需求。在模拟病房中，学生通过亲身

体验患者的生理和心理状态，加深了对疾病特点的理

解。同时，分段式的技能训练方法，将复杂的康复护理

操作分解为多个步骤，有助于学生循序渐进地掌握操

作要领。这种"做中学"的教学方式，不仅提高了学生的

学习兴趣，也增强了知识的记忆效果。护生参与式健康

教育模式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参与健

康教育资料的制作和教育活动的实施，学生不仅巩固

了专业知识，还提升了实践能力和沟通技巧。在教育过

程中，学生需要根据患者的个体差异制定个性化的健

康教育方案，这种过程培养了其临床思维能力和问题

解决能力。同时，与患者的直接互动也增强了学生的职

业认同感和责任感。团队协作在本研究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学生通过小组讨论、案例分析等形式，学会了如

何与他人合作完成任务。这种协作学习模式不仅提高

了学习效率，也培养了学生的团队意识和交流能力。在

案例讨论环节，通过分析真实病例，学生能够将理论知

识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提高了知识的应用能力。质量

控制体系的建立确保了教学活动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通过建立反馈机制，及时收集学生和患者的意见建议，

能够动态调整教学方案。多维度的考核评价体系，全面

反映了学生的学习效果。实验组在各项考核指标中均

表现优异，说明这种教学模式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综

合素质。教学满意度的显著提高反映了这种教学模式

的优越性。实验组总满意度达到 95.00%，显著高于对

照组的 82.50%。这说明学生普遍认可这种教学方式，

认为其能够更好地满足学习需求。高满意度也有助于

维持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形成良性循环。临床思维能力

的提升是本研究的重要成果。实验组学生在案例分析

和护理方案设计方面表现出更强的分析能力和创新思

维。这种能力的提升，对于未来的临床工作具有重要意

义。护理工作中经常会遇到复杂和特殊的情况，良好的

临床思维能力能够帮助护理人员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

策。在教学实践中，我们也发现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

首先，这种教学模式对教师的要求较高，需要具备丰富

的临床经验和教学能力。其次，教学资源的投入较大，

需要配备完善的模拟设备和教学场地。此外，在实施过

程中需要合理安排教学时间，避免与其他课程产生冲

突。 
综上所述，体验式教学法结合护生参与式健康教

育在脑卒中康复护理教学中取得了显著效果。这种教

学模式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理论知识水平、临床操作

技能和综合素质，值得在护理教育中推广应用。未来研

究可以进一步探索如何优化教学方案，提高教学效率，

为培养高素质护理人才提供更好的教学支持。同时，也

需要关注教学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教师队伍的培养，为

教学模式的持续改进奠定基础。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

发展和患者需求的日益多样化，护理教育面临着新的

机遇和挑战。创新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培养符合

时代要求的护理人才，将是护理教育工作者持续探索

的方向。本研究的实践经验为护理教学改革提供了有

益参考，期待在未来的教学实践中取得更多突破性进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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