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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对角色扮演教学法的核心

内涵进行深度研究，并将其中的核

心思想应用于儿科护理实习生带教

工作中，真正提升相关工作的核心

价值，笔者以广东医科大学附属第

二医院接收的 190 名护理实习生为

研究对象，以不同的教学方式为分

组依据，共分为两个组，对照组有

95 名护理实习生，应用较为常规的

教学带教方法；试验组有 95 名护理

实习生，应用角色扮演教学法带教

方法，随后对这两种带教方法的实

际效果进行观察。结果显示，试验

组护理生的操作规范度、专业知识

掌握情况、沟通交际能力等项目完

成质量以及评价分数都高于对照组

（P ＜ 0.05）。因此，角色扮演教学法

在儿科护理实习生带教工作中具有

更好的使用效果，能够切实提升医

护工作的质量，是一种值得推广的

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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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护理实习生带教中应用角色扮演教学法的效果研究

均年龄为（21.58±3.17）岁；其中有

10 名大专生，20 名中专生；对该组

学生实施角色扮演教学法。分析两

组研究对象可得，性别、年龄以及

学历等因素存在较小的差异性，并

不具备较为鲜明的统计意义（P ＞

0.05）。

二、 研究方法

对照组应用常规的带教法，主

要使用跟班带教法。具体实施时带

教教师应该充分结合教学大纲以儿

科疾病特点为出发点制订适合的教

学计划，带领实习生对儿科护理操

作过程中所具备的核心要点进行深

刻研究，并为其展示专业化的操作

技巧，定期对实习生的学习情况加

以考察。实习生在带教教师的带领

下进行跟班实习，在教师的指点下

完成各项操作。

试验组使用角色扮演带教法。

带教教师在使用此种方法时应该将

所有的工作分为六个阶段。第一，

及时确定学习内容。对各个年龄阶

段的学生的日常生活情况进行了解，

并对常见的疾病护理工作内容进行

细致划分与安排。第二，做好课前

布置工作。根据实习生的性格特点和

擅长领域将其划分为几个适合的小

组，小组成员需要对工作内容进行

深度研究，并对角色扮演的剧情进

行讨论，做好情节设计，结合实际

情况做好相应的角色分配工作。第

每名护士人员在正式上岗之前

都需要经历长久的实习期，这段宝

贵的实习经历能够让其专业技术水

平和综合能力获得显著提升，护士

能够将自己学习到的理论知识更好

地应用于实践操作中，这对培育医

护人才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儿科

在整个医院中是较为特殊的科室，

患儿是一个特殊群体，其病理、生

理的数据信息以及患病的特点较为

明显，其社会心理特点相较于成人

也会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这就要求

护士在对患儿进行护理时进行多角

度的思考，无论是沟通方式还是病

情观察方法都需要护士熟练掌握，

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处理。为了探

究角色扮演法在儿科带教工作中的

价值，笔者将护理实习生分为两个

小组，分别应用常规带教办法以及

角色扮演法带教，对其应用效果加

以合理分析。

一、 研究对象

研 究 对 象 选 择 2020 年 7 月 —

2021 年 6 月的护理实习生 190 名，将

其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每组 95 人。

对照组由 20 名男性和 75 名女性组

成；小组成员年龄为 17 ～ 24 岁，平

均年龄为（20.47±3.09）岁；其中，

有 20 名大专学历的学生，18 名中专

学历的学生；对该组学生实施常规

带教方法。试验组中有 18 名男性，

77 名 女 性；年 龄 为 18 ～ 24 岁，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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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做好准备阶段的工作。小组成

员需要在小组内部进行自学和讨论，

做好节目的编排表演工作，并做好

场景的布置工作。教师在此期间应

该做好指导工作。第四，每个小组

需要依次上台表演，扮演好医生、

护士、儿童及家长的角色。在表演

的过程中应该将针对儿童呕吐、腹

泻等症状的护理方法演绎出来，还

可以演示新生儿的护理情境，让实

习生了解不同症状的不同护理方法。

实习生在此过程中可以结合在日常

生活和工作中的经验，对自己扮演

的角色进行丰富。第五，进行教学

评价。教师需要对实习生的表演效

果进行评价，让其能够深刻意识到

自身的优势和不足。第六，总结和

反思。带教教师应该带领学生汇总

经验和教训，真正提升带教效果。

三、 评价和考核方法

教师完成授课后为学生发放满

意度调查表，开展临床思维综合能

力考核。教师将每组学生全部带到

准备好的病患床前，要求学生针对

性地完成护理评估；同时为更好地加

强学生对病患的理解力，应针对性

地开展健康教育，要求学生对病史

进行汇报和总结处理，书写对应的

诊断根据，提出必要的诊断问题并

实行护理方案。考核的内容包括仪

容仪表、物品准备、与病患及家属

的交流沟通、病史汇报、护理诊断

以及体格检查等多项内容，每项内

容均具有相应的评分标准，总分为

100 分。

四、 统计工具

在本次调查实验中，全部数据

均依托 SPSS 24.0 进行处理，综合完

成数据分析，计量资料利用 t 检验。

五、 研究结果

结果显示，应用角色扮演法的

小组教学成效更为显著，此种差异

体现在试验组以及对照组的强烈数

据对比上。综合分析发现，试验组

的学生对角色扮演教学法满意度更

高，为 96.84%；而对照组学生对常

规教学方法的满意度为 74.74%，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如

表 1 所示。在临床思维综合考核能力

方面，试验组为（95.42±1.23）分，

对 照 组 为（82.13±3.57） 分， 差 异

具备统计学意义（t=6.86，P ＜ 0.05）。

六、 讨论

角色扮演能够让实习生置身特

定情境，按照特定位置或岗位要求

完成实际操作，能够带给实习生身

临其境般的学习体验，同时增强实

习生对儿科护理岗位的全方位认识

和了解，明确自己在未来工作中有

待提升的能力，从而更加有效地履

行自己的职业角色。角色扮演是相

当重要且关键的社会心理应用方法，

对于儿科护理实习生而言，因为儿

科护理本身存在较高的特殊性和多

变性，更加需要依托情景模拟的方

式完成实习。

从实验结果来看，在儿科护理

实习生带教训练中应用角色扮演法

成效是非常显著的。在本次研究中，

有许多实习生都表示角色扮演教学

法对自己而言有较大的帮助；带教教

师也通过角色扮演法成功地完成了

多项工作。从儿科护理学的整体课

时分配情况来看，理论课较多，共

计 45 节；实习课较少，共计 23 节。

因为儿科疾病的发生存在显著的季

节性特征，加之部分家属并不认可

医生的做法，存在不配合的情况，

新生儿的病房有着各种各样的特殊

性，使得 50% 左右的实习生难以亲

自接触患病的幼儿。在传统的教学

中，先由教师直接为学生讲述病史，

然后要求学生完成对病理的讨论交

流。此种教学方法过多地强调口口

相传，学生仅能被动地获取各种病

史资料，缺少自己评估幼儿的契机，

这自然会导致儿童护理受到诸多限

制和影响。

针对儿童的临床实习是极为重

要的工作，是促进学生的学习从理

论逐渐过渡到实践的重要平台，是

学生获取临床护理感性理解和认识

的关键环节，也是学生充分巩固自

己所学理论知识的必然支撑。临床

实习的教学方法的优劣直接关系到

学生的学习是否能够完成从理论到

实践的过渡，最终影响实际教学的

成效，影响学生综合能力的形成和

发展。结合整体护理的需求来看，

表 1 对照组和试验组学生满意度

组别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对照组（n=95） 25 46 24 74.74

实验组（n=95） 37 55 3 96.84

x2 0 0 0 6.371

P 0 0 0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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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展教学活动的过程中，应该更

为全面且深刻地关注学生人际交往

能力的成长，根本原因在于儿科护

理必须要和患者的家属进行深切交

流。因此，无论是在健康宣讲还是

在操作解释方面，带教教师均要对

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保持充分的关

注，这样才能够更为有效地契合整

体护理的需求，在实际教学中更加

凸显人际交往能力的成长和培养，

此举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

实作用。

结合试验成果来看，试验组学

生针对角色扮演教学的满意程度非

常高，并且在临床思维、综合能力

等方面获得了较大的提升，明显要

比对照组更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 ＜ 0.01）。由此可见，角色扮

演教学法既能够切实有效地增强学

生的沟通能力，促使学生的理论知

识实现向实践知识的有效过渡，进

而切实有效地增强学生的护理评估

能力，增强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以

及实际判断能力，最终促进教学成

效的提升。

患儿是相对特殊的群体，无论

是在病理生理、社会心理抑或是疾

病特征方面均表现出非常显著的特

殊性，并且在此后的治疗以及护理

方面也经常面临诸多困难。因此，

医护人员对患儿的观察方式、与患

儿的沟通交流方式也需要有足够明

显的差异性，只有这样才能够切实

有效地推进未来多项工作的建设和

开展。由此可见，儿科护理具备特

殊性和综合性，不仅要求学生学习

多样化的理论知识，还需要学习各

种各样的沟通能力以及检查方法。

此类目标在传统的实习中是无法实

现的，在传统的教育方法和教学方

式中，学生难以精准有效地完成对

患儿的观察，无论是学生的自主性、

积极性还是创造性都受到一定的抑

制，这种抑制综合体现在多个方面，

最终导致实习生没有临床接触患儿

的机会，导致实习生的理论知识缺

乏向实践知识过渡的过程，其自身

实践能力也难以获得切实有效的提

升，最终引发各种各样的问题。教

师通过对角色扮演教学法的调用，

可以有效打造真实科学的教学情境。

由于情境具有真实性，往往可以帮

助学生有效地完成从理论到实践的

无缝衔接。这也说明，角色扮演教

学法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桥梁的作

用，具有充分联系理论和实际的价

值。此外，角色扮演教学法还具备

充足的生动性，可以最大限度地激

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进而切

实有效地促进学生间的相互合作学

习，有助于形成良好的学习风气，

学生自身的职业素养以及综合能力

也将会获得切实有效的提升。

角色扮演教学法最为显著的优

势就是具备充足的实效性。在儿科实

习护理方面，应用角色扮演教学法可

以帮助使学生实现换位思考，身临

其境地认识角色的实际处境、观点

和感受，与所扮演的角色产生共鸣，

此种共鸣综合体现在心理、精神等

多方面。在评估实习生学习成效时，

教师可以代入患儿家属的角色，从

患儿家属的角度出发提出各种各样

的问题。此类问题或许具有尖锐性，

或许非常平淡，但整体上需要尽可

能地囊括学生在日后的工作中所有

可能遇到和衍生的情况。学生通过

回答教师扮演的家属的问题，能够

切实增强自己的实践能力，实现理

论知识向实践知识的过渡，强化自

身的情感共鸣，进而更加积极自主

地深入学习。此种教学法可以帮助

学生真正领会和体验到，只有掌握

更为充足的理论知识，才可以更为

有效地回答来自患儿家属提出的问

题，保障护理工作的顺利稳定开展。

综上所述，带教教师要想全方

位地满足实习生未来工作开展的需

要，增强实习生带教的成效，就必

须摆脱传统思想和理念的束缚，在

带教的过程中积极应用新型教学方

法，以此来弥补教学真实病例缺失

等问题，让学生高效率和高质量地

将自己此前学到的理论知识应用到

实践中，增强学生的临床实践能力，

促进学生的综合素养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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