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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CDIO耦合PAD教学模式在外科护理学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2021级本科护理单招班

共2个班为研究对象，采用抛硬币法随机确定试验组和对照组各35人。试验组实施CDIO-PAD双轨教学模

式，对照组则采用传统讲授法教学。比较两组学生考核成绩、自主学习能力和对教学效果的评价。结果： 
试验组学生各项考核成绩、自主学习能力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5)，且对教改新模式普遍持肯定态

度。结论：CDIO和对分课堂混合式教学在《外科护理学》教学中能有效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动机，锻炼分

析解决问题的综合素质能力，促进课程教学目标达成和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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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CDIO teaching mode based on PAD in surgical nursing 
teaching. Methods: Two undergraduate nursing classes (a total of 2 classes)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objects,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35 students each) were randomly 
determined by coin tos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dopted CDIO-PAD dual-track teach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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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the control group adopted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The assessment results, independent 
learning ability and evaluation of teaching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of students were compared. Re-
sults: The test scores and the scores of independent learning ability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and generally held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the new teaching reform model. Conclusion: The combination of PAD and CDIO teaching 
mode can effectively stimulate students’ self-learning motivation, exercise their comprehensive 
ability to analyze and solve problems,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curriculum teaching objectives 
and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in the teaching of Surgical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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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全面贯彻落实《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提高护理学人才培养质量，坚持以培

养学生能力为核心原则，采取以学生为中心的多元化教学是高校医学教育改革的发展趋势[1]。外科护理

学是本科护理专业的重要分支，主要涉及外科常见疾病围术期护理的基本理论和技能，致力于培养学生

的临床综合能力。但由于传统授课的局限，学生临床评判性思维能力较弱，普遍缺少分析、解决问题的

专业品质。因此，外科护理课程教学改革势在必行。CDIO 是现代教育中集构思–设计–实现–运作为一

体的新型教学模式[2]。主张在教师引导下以学生为主体、小组为单位开展协作式学习，充分发挥“学中

做”、“做中学”和“项目教育学习”的教学特点[3]。但基于以往经验，CDIO 模式同样存在教学痛点，

如教师课堂讲授时间过少(≤15 min)、学生课堂内化吸收不够充分等问题。对分课堂是由复旦大学张学新

教授基于当代大学生心理特点提出的教学方法[4]。该模式强调教师课堂讲授与学生讨论的错峰延时，将

教学过程分为讲授(presentation)、内化吸收(assimilation)与讨论(discussion)三个阶段，故又称 PAD 课堂，

可化解有限教学时间与无限教学内容间的矛盾[5]。结合上述教学模式的优点，本研究在外科护理教学中

融入 CDIO-PAD 双轨模式，并取得较为满意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2. 对象与方法 

2.1. 教学对象  

以我校 2021 级两个本科护理单招班为研究对象，采用抛硬币法随机确定组别。对照组 35 人(男生 3
人，女生 32 人)，采用传统教学法；试验组 35 人(男生 4 人，女生 31 人)，开展 CDIO-PDA 联合教学。两

组学生性别、年龄及上学期综合测评成绩基线一致，无统计学差异(P > 0.05)。 

2.2. 教学方法  

护理本科单招班于大三学年开设外科护理学，第五学期共 64 学时(理论 50 学时，实训 14 学时)。两

组学生授课教师相同，教材均采用李乐之主编的第七版《外科护理学》，教学过程严格参照外科护理教

学大纲和专业培养方案。对照组采取传统教学模式，即理论课上完成知识讲授、归纳总结、课堂反馈和

习题巩固等环节，实训课以教师现场示教和学生分组练习为主。试验组则采用基于 CDIO 教育理念的对

分课堂教学模式，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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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教学模式构建  
课程整体设计从“以能力为本位、实践为主线”的角度出发，强调理论知识与项目学习的融合。针

对章节概述内容，采用问题导向教学策略，鼓励学生主动探究问题，激发其求知欲望。涉及疾病案例，

基于护理行动回路设计教学思路，指导学生小组完成从构思、设计到实现与运作的临床护理路径，旨在

固化知识，提高学习动机和效能，培养临床思维和实践能力。其中，学生分组遵循“组间同质，组内异

质”原则，期间根据授课情况和学生需求适时调整组员[6]。同时借鉴对分课堂教学优势，主张以“任务

对分，权责对分”为导向[7]，完成章节学习任务。阶段一，教师提供学习素材，精讲点拨相关理论知识；

阶段二，基于理论概述，以小组形式合作创建病例场景；阶段三，演绎病例，执行护理程序，以扩充知识

点；阶段四，项目成果展示，各组分享任务完成的心得体会。最后进行组内自评和组间互评，教师给予

总结性点评，提出问题改进的方法和建议。规定课程各章节平均分配 3 学时，第 1 学时完成教师讲授，

剩余 2 学时于下次课开展情景模拟和项目讨论，课下时间小组协作分工，根据任务目标创设病例情景。

开展研究前，组织学生详细介绍 CDIO-PAD 联合教学模式及相关注意事项，强调教师会随时提供学习帮

助和指导，以调动学生尝试教学新方法的积极性。 

2.2.2. 教学模式实施  
课前完成班级分组，5~6 人为一学习小组，同时选定组长。教师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创建音视

频、电子教材、习题库等上传至“学习通”，学生独立完成在线预习，并以组为单位，将学习疑难点上传

至教学平台。 
1) 对分精讲，构思分解  
课堂上教师摒弃“填鸭式”灌输，结合学生线上学习情况，以“寻根源–明表现–找证据–定诊断

–会护理”为主线讲授章节内容。以休克为例，教师授课遵循精讲留白原则，通过图片、视频、仿真模

型等载体将抽象的知识形象化、具体化，如休克概念、病理机制、处理原则等，利于学生理解重难点。为

培养其实施整体护理的能力，教师根据授课章节导出项目任务，各小组课下查阅资料、分工讨论，设计

不同类型的休克情境，休克分类由抽签决定。构思过程教师予以指导，如有疑问共同探讨交流，真正做

到教学中的“学中做”。 
2) 设计实施，内化吸收  
各小组利用课余时间，充分内化教学知识，同时多渠道查找资源，根据不同休克类型的发病机制、

临床表现等商榷讨论，创设具体情景案例，明晰休克患者整体护理程序，开展角色扮演，旨在达到“做

中学”的目的。组长负责协调角色分配，从医生、护士、患者、家属等多角度，演绎案例中临床护理情

境。整个过程包括病史采集、体格检查、护理评估、护理实施及健康宣教等环节。学生可在实训室模拟

练习，时间控制在 6~7 分钟，期间由授课教师予以指导把关。 
3) 项目运行，对分研讨  
剩余 2 学时，各小组课堂模拟展示，同时以 PPT 形式汇报案例中患者现存和潜在的健康问题，提出

合理的解决方案和护理措施，包括补液管理、症状护理、用药护理、病情观察、心理护理及健康教育等。

然后由其他组提出疑问，汇报组基于对知识内容的理解，给出相应解答。此外，组间进行经验交流，分

享任务完成的困难和收获。最后，完成组间互评和组内自评。过程中，教师作为倾听者和引领者，把控

课堂节奏，点评强调重难点内容，在互动中促进学生知识点的掌握和能力素质的提高。 

2.3. 教学评价  

2.3.1. 成绩考核  
采用综合测评比较学生总成绩，包括过程评价和终末评价。过程评价 = 30%上课出勤率 + 20%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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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 + 35%项目任务 + 15%阶段测试；终末评价 = 50%期末理论考核 + 50%技能考核，上述各项成绩满

分均为 100 分；综合成绩 = 40%过程评价 + 60%终末评价。其中理论考核从试题库中随机抽取，题型包

括选择、填空、名词解释、简答和案例分析，识记类、理解类和应用分析类的考核层次配比分别占 40%、

30%、30%；技能操作由学生从规范化培训项目中随机抽取。上述考核均由同一组教师负责，评分标准一

致，考前不做任何形式的辅导。 

2.3.2. 自主学习能力  
采用林毅等[8]编制的护理专业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测评量表，共包含 3 个维度，即自我管理能力(10

条目)、信息能力(11 条目)和学习合作能力(7 条目)。量表采用 Likert 5 级计分法，分数越高自主学习能力

越强。总量表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63，信效度良好。问卷调查分别于学期初和期末课程结束后各发放

一次。 

2.3.3. 教学效果评价  
采用倪晓菲[9]设计的教学模式应用效果评价表，量表共 12 个条目，包括课堂教学、能力提升和教学

评价 3 个维度，从“非常不赞同”到“非常赞同”分别赋值 1~5 分，赋分越高，效果评价越好，总量表

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769。上述问卷发放均采用匿名形式，统一回收并检查内容填写的准确完整性。 

2.4. 统计学方法  

数据由双人双机核对录入，并应用 SPSS21.0 软件进行分析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 x s± )
表示，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组间/组内比较分别采用独立/配对样本 t 检验，P < 0.05 为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3. 结果 

两组学生成绩考核比较，见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of performance assessm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students ( x s± , scores) 
表 1. 两组学生成绩考核比较( x s± ，分) 

组别 n 平时成绩 理论成绩 技能成绩 综合成绩 

对照组 35 94.06 ± 2.13 80.03 ± 5.85 92.06 ± 2.41 89.25 ± 2.80 

试验组 35 95.54 ± 1.57 84.76 ± 5.15 94.96 ± 1.19 92.13 ± 2.04 

t 值  −3.318 −3.589 −6.380 −4.917 

P 值  0.001 0.001 <0.001 <0.001 
 

两组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比较，分别见表 2、表 3。 
 
Table 2. Comparison of independent learning ability within groups of students ( x s± , scores) 
表 2. 两组学生组内自主学习能力比较( x s± ，分) 

变量 
对照组(n = 35) 

t p 
试验组(n = 35) 

t p 
教学前 教学后 教学前 教学后 

自我管理能力 2.97 ± 0.43 3.01 ± 0.51 −0.320 0.751 3.15 ± 0.43 3.78 ± 0.22 −10.861 <0.001 

信息能力 3.16 ± 0.35 3.06 ± 0.47 1.019 0.315 3.02 ± 0.38 3.67 ± 0.21 −12.417 <0.001 

学习合作能力 3.20 ± 0.38 3.10 ± 0.36 1.202 0.238 3.15 ± 0.26 3.91 ± 0.24 −12.793 <0.001 

总分 86.83 ± 7.96 82.54 ± 10.91 1.845 0.074 86.80 ± 7.14 105.51 ± 3.70 −17.448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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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Comparison of independent learning ability between two groups of students ( x s± , scores) 
表 3. 两组学生组间自主学习能力比较( x s± ，分) 

变量 
教学前 

t p 
教学后 

t p 
对照组(n = 35) 试验组(n = 35) 对照组(n = 35) 试验组(n = 35) 

自我管理能力 2.97 ± 0.43 3.15 ± 0.43 −1.770 0.081 3.01 ± 0.51 3.78 ± 0.22 −8.225 <0.001 
信息能力 3.16 ± 0.35 3.02 ± 0.38 1.603 0.114 3.06 ± 0.47 3.67 ± 0.21 −7.041 <0.001 

学习合作能力 3.20 ± 0.38 3.15 ± 0.26 0.573 0.569 3.10 ± 0.36 3.91 ± 0.24 −11.130 <0.001 
总分 86.83 ± 7.96 86.80 ± 7.14 0.016 0.987 82.54 ± 10.91 105.51 ± 3.70 −11.801 <0.001 

 
两组学生对教学效果反馈评价，见表 4。 

 
Table 4. Two groups of students teaching effect feedback evaluation ( x s± , scores) 
表 4. 两组学生教学效果反馈评价( x s± ，分) 

组别 n 课堂教学 能力提升 教学评价 

对照组 35 3.91 ± 0.36 3.71 ± 0.19 3.83 ± 0.38 
试验组 35 4.75 ± 0.16 4.41 ± 0.24 4.87 ± 0.22 

t 值  −12.5910 −13.819 −13.985 
P 值  <0.001 <0.001 <0.001 

4. 讨论 

4.1.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升综合素质能力  

本研究试验组各项考核成绩均高于对照组(P < 0.05)，与董博等[10]、胡鹏等[11]的研究结果一致。外

科护理学课程具有深理论、强实践、注应用等特点，学生普遍产生畏难情绪。传统理论教学中，教师往

往采用灌输式教育，严重影响学习积极性；实践操作授课中，学生对临床情境认知不足，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的探索能力得不到锻炼，造成知识习得与实践技能的割裂。基于对分课堂的 CDIO 教学模式采用

多元化的教学策略，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将案例项目贯穿于构思–设计–实现–运作 4 个步骤，从

而加深学生对临床的认识，实现教学融合。考虑到对知识的掌握，期间采用隔堂对分形式将“教师讲授”

和“学生讨论”错开，把项目的设计实施转移到课下。旨在余留充裕时间保证各小组的课后探讨和情景

模拟，强化学生临床思维锻炼，促进内化吸收。学生在构思项目案例中，通过主动探索，加深了对外科

护理学知识与技能的理解及运用，综合能力得到提升。在项目实施与运作环节，由于任务对分，学生准

备充分，课堂兴趣浓厚，师生互动、生生互动氛围活跃、内容饱满、形式丰富，教学效率显著提高。体现

了以项目成果为导向，以“做中学、学中思、思中辨”为宗旨的教学理念。 

4.2. 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高主观能动性  

自主学习能力是指在具备较好学习动机和态度等意识特征基础上，主动寻求与利用资源，掌握和获

取专业知识与技能的能力[12]。本研究试验组教学后自主学习能力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05)，与冯吉

波等[13]、郭艳侠等[14]的研究结果相同。CDIO-PAD 双轨教学打破了“教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教学模

式，以项目案例为载体，采取以“用”导“学”的形式组织教学。学生小组接到项目任务后，开始构思

设计情境案例。期间需要小组成员利用课余时间整合教科书、期刊文献及其他网络资源，将学习任务设

置到具体复杂的案例情境中。该过程有利于培养学生信息交互能力，提高信息检索技能；同时可鼓励学

生间合作交流，激发团队合作意识。为了模拟演绎情景案例，完成项目研讨，学生需不断思考探索，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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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反馈，将学习转化为积极行为。隔堂对分恰为学生开展自主探究式学习争取时间，促使其不断强化自

我管理能力，有利于培养主观能动性和在案例情境下完成整体护理的综合能力。项目展示环节，通过小

组汇报和组间讨论有助于开阔学生思维，激发群体学习意愿，主动挖掘案例问题背后的理论知识。同时

可增强学生沟通能力、信息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使整体自主学习能力得以提高。 

4.3. 促进师生教学相长，提高教学满意度  

本研究试验组对 CDIO 联合对分课堂教学模式的应用效果评价高于对照组传统教学法(P < 0.05)，表

明前者教学方法普遍受到学生认可，与兰华等[15]、周雪等[16]的研究结果一致。新教学模式以项目任务

为驱动，聚焦护理专业人才的培养，旨在改变目前教学中线性静态学习，强调学生成果产出。过程中教

师角色由知识传播者转型成指导者、咨询者；学生则化被动为主动，转变为自我学习管理者。在开始项

目任务后学生分工协作，分析整合情境案例，制定并反复演练实施方案，将整体护理融入对案例的设计

构思，最终达到规范运作。该阶段着眼于锻炼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注重将知识点放在知识体系中加以

探讨与分析，以训练学生的网状思维。同时有助于实践技能的掌握，增强学生综合能力素养，提升岗位

胜任力。此外对分课堂的研讨环节，通过小组展示和集体讨论可促使学生借鉴他人视角去分析理解问题，

加深对知识点的内化吸收。通常讨论式课堂氛围轻松愉悦，可充分激发师生双方潜能，使课堂成为传授

知识、培养能力、启迪智慧的催化剂[17]。另外能够重塑师生关系，增进情感交流，利于教师动态掌握学

生学习状况，根据薄弱点开展针对性教学，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和满意度。 

4.4. 存在的问题及不足  

本研究中双轨教学新模式主张的是基于理实一体化的“项目教育学习”新理念，强调教师能力提升

不仅局限于对教学新模式的认知，必须全方位思考教改过程中现存及潜在问题。例如，在运用 CDIO 联

合对分课堂教学模式时与现有外科教学体系融合深度不够；教师缺乏实践经验和理论支持，无法准确把

握学生学习需求和特点，组织教学不够科学合理；教学资料尚不能及时更新，加之院校教师临床经验不

足，难以将前沿性的护理新技术新项目导入教学环节，做到与时俱进；项目实施内化阶段，教师对各小

组任务完成的监督指导不够，部分学生参与积极性不高；隔堂对分需要利用课下时间构思演绎情境案例，

部分学生反映有增加其课业负担；项目运行环节，课堂讨论过程中学生因过分看重结论的正确性，而忽

略了对知识构架的整体理解与把握。为有效开展 CDIO-PAD 双轨教学模式，教师在教改实践中需不断完

善外科护理学的教学设计，注重自身专业素质和教学水平的提升，强调师生互动，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同时可开展对学生的相关培训，增强其对教学新模式的认识，并设置激励机制以提高学生参与度。 

5. 小结 

综上所述，CDIO-PAD 双轨教学模式在外科护理学教学中优势明显，能够更好地满足学生学习需求

和发展潜力，培养自主学习和实践能力，同时可为其他护理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新思路、新方法和新途

径。笔者在开展上述教学新模式时同样存在一些困惑，如如何精准把握学生学情，合理设置教学环节等，

这些问题需要在下一步的教学实践中深入探索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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