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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体的各个层次，由于时间、地域局限性，样本量还 较 少，

特别是本科生，使获得结果受 到一定的影响，建 议 今 后 相 关

研究可针对不同教育背景的学生，特别是本科生，获 得 更 完

整、更可靠的结果。 在护理实习学生学习动机和师生关系的

多元回归中，进入回归方程的因素，其决定系数都＜0.2，鉴于

护理实习学生师生关系与学习动机是一 个 复 杂 的 相 互 作 用

的过程，受多种因素影响，本研究结果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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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问题的学习（PBL）是将学习设置于复杂的、有意义

的问题情境中，以自主学习和小组学 习的形式，在 教 师 的 引

导下，配合核心的学习目标，在探索性地解决 实 际 问 题 的 过

程中，确保达到预期的教学成效，并强调学 生 必 须 对 自 己 的

学习过程负责［1］。 目前，在护理教育教学改革中，正在大力推

广应用PBL教学法。 转变学生的学习观念，让其真正了解并积

极参与到PBL教学活动中是该教学模式成功的关键。 本文报

告了PBL在“生命末期照顾”（End of Life Care）课程模块中的

应用过程及成效，在此基础上论述学生需要具备的学习观念

和角色的转变。

1 “生命末期照顾”的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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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内容的教学对象是护理专业高年级的本科生，教学内

容共有3个情境，分3周进行教学，每周安排1次3学时的课，包

括2学时的小组讨论，1学时的汇报和教师反馈。 每周安排1个

情境的学习，并给学生1周自主学习的时间，这样可以使学生

有比较充裕的时间查找学习资源和整理自己的学习成果。

1.1 第1个情境

某护士在病室巡视患者， 她负责的1例39岁的女性肺癌

患者对她说：“我呼吸很辛苦（费力），请 你替我注射药物，让

我‘走’，结束我的痛苦吧。 ”

1.1.1 确定问题和学习议题 经过分组讨论，学生很容易确

定该情境的问题是“患者要求停止呼吸”。 而且，学生根据已

有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认为面对这一临床棘手的问题，护士可

以采取的措施包括：评估患者的病情进展阶段和呼吸困难的

程度，对患者进行有针对性 的心理疏导，采取预 防 患 者 自 杀

的措施，告知患者家属等。 但又感觉这些措施太空泛、针对性

不强，因此需要系统学习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和措施。

1.1.2 明确核心学习目标 在小组讨论汇报后，教师给出了

该情境的核心学习目标： ①能解释肺癌的病变及临床表现；

②能为有自杀倾向的患者策划短期及长期的护理计划；③描

述如何处理患者对死亡的情绪反应；④论述安乐死的发展及

正反观点；⑤表达自己对死亡观点的反思。 需要运用的知识

包括：生理、解剖、病理、护理、社会、心理、沟通、管理、文化、

法律及伦理等学科。 然后，学生经过小组讨论，制订了学习计

划，并在小组成员内进行了分工，包括何时查找到哪些资源，

并及时分享给小组成员。 接下来的1周，学生进行课下个人自

主学习［2］。

1.1.3 课上小组学习和汇报交流 经 过1周 的 自 主 学 习，学

生为在本次课上的小组学习准备了丰富的讨论素材。 为了能

解释肺癌的病变及临床表现， 学生复习了肺癌的病理改变、

临床表现、病情严重程度的判断标准、护理评估的要点，以了

解患者的身体状况。 为了妥善处理患者对死亡的情绪反应，

学生探讨了如何处理患者对死亡的情绪反应，提出了预防自

杀的各种措施，包括：在病室管理方面，要以患者安全为 重；

在个人方面，要控制症状、提升身体舒适度，运用治疗性的沟

通技巧提供心理护理，给患者提供社会支持，并 提 出 了 家 属

直接参与患者照顾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 针对安乐死的议

题， 学生系统学习了安乐死的发展现 状 和 正 反 两 方 面 的 观

点，也表达了自己对死亡和安乐死的看法。 在处理这个个案

时， 有些学生认为患者可能是为寻求注意才说要结束生命，

甚至个别学生为患者不知道珍惜自己 的 生 命 而 感 到 愤 怒 和

不安， 因为他们认为生命是神圣而可贵的， 岂容随便了结。

PBL的教学通过学生的互相讨论及将自己放在面对一个真实

的案例情境中，就带出了这些与个人情绪和感受有关的学习

效果。

1.2 第2个情境

该护士吃过午饭回来，发现上述患者已经跳楼自尽。 该

情境需要护士面对和处理的问 题是“患者跳楼身 亡”这 一 突

发事件。 学习议题包括：照顾患者家属，临 终 患 者 的 舒 适 照

顾，重新检视对患者初期的反应，有罪恶感等。 学习目标：①
描述对自杀患者家属的照顾计划； ②分析面对患者自杀，护

士会有哪些情绪反应及其情绪管理措施。

经过1周的个人自主学习和课上小组学习， 学生了解了

当今的医疗服务已开展了临终关怀， 可以让患者得到身体、

心理、社会和灵性方面的整体照顾，安详地走完人生的旅途。

所以，癌症患者痛苦地完成生命的最后一段 路 程，甚 至 以 人

为的方法去了结自己的生命并不是一个最佳的选择，而应该

尽早给患者提供多方位的姑息治疗和临终关怀护理。 由于在

讨论第1个情境时， 学生并不知道患者真的会选择了结自己

的生命，当 获 知 第2个 情 境 的 信 息 后，学 生 再 重 新 检 视 自 己

在第1个情境时的反应，例如当初自己觉得患 者 要 寻 死 是 一

种寻求注意的行为是一未经证实的 判 断， 甚 至 有 学 生 觉 得

没有及早察觉患者坚决 求死的意愿而 感 到 非 常 内 疚。 这 样

的PBL教学设计合乎临床实际情况，因为患者的发展往 往是

不可预测的， 所以护士只能针对当 时 的 状 况 提 供 认 为 比 较

合适的护理计划和措施。 在现实环境中，患者的死亡尤其是

在医院成功自杀的情境，对护士的打击很大，所 以 护 士 的 情

绪和感受也应受到照顾。 PBL的教学模式就可以顾及到学生

的情感体验。

1.3 第3个情境

患者丈夫得知患者自杀身亡消息后已到达医院，在病房

大声痛哭，情绪不能控制。 患者4岁的女儿和2岁的儿子似乎

并不明白母亲已离世，而在一旁玩耍。 该情境的问题是“面对

哀伤的丈夫及失去母亲的孩子”，学习议题包括：丈夫需要心

理支持，了解小孩对死亡的 理解，如何对家属 的 哀 伤 进 行 照

顾，重新考虑安乐死，提供善终服务，处理护士的情绪。 学习

目标是学生能够：①描述帮助患者家人（丈夫及孩子）度过哀

伤期的方法； ②对比中西方国家在死亡观念上的文化差异；

③描述如何管理护士对于患者自杀的内疚感。

经过1周的个人自主学习和课上小组学习， 学生认识到

患者的去世并不等于护理工作的结束，因为后续的工作做得

不好，将会有更多的问题需要处理。 学生通过学习了解了哀

伤的概念，认识到度过哀伤期需要一个过程，在 护 理 方 面 要

按个体的反应及阶段提 供相关的辅导 和 帮 助。 在 这 个 家 庭

中，有不同的年龄组，也激发学生认识到不同 的 护 理 对 象 对

死亡有不同的理解，所以至亲对去世家人的哀伤和反应程度

不同。 面对悲伤的家人会让护士重新反思如何才能给处在痛

苦中的癌症患者及临终患者提供更好的护理。 同时，看见死

者家人的哀伤反应，会再一次引起护士未能避免患者自杀的

内疚感。 所以，在病房中发生了这样的自杀案例，需要引导学

生学习和讨论应该如何疏导护士的不安情绪，因为护士的心

理受到了影响，会妨碍其日后的护理工作。

2 启示

以上PBL教学过程和学习成效显示，PBL教学比传统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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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明显的学习观念、学习方法、学习形式、师生角色和学习

效果方面的差异，需要学生尽早认识到这种学习方法的优越

性，主动完成以下学习观念和角色的转变。

2.1 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主动探索式学习

传统教学主 要 以 教 师 讲 解 书 本 知 识 为 学 习 焦 点， 目 的

是将知识点讲明白。 而对于学生 是否了 解 和 掌 握 了 教 师 所

教授的知识，学生则没有机会充分表现出来。 PBL是一种情

境式 的 教 学，学 习 的 出 发 点 来 自 要 解 决 的 实 际 问 题 ［3］，学 生

必 须 在 学 习 过 程 中 主 动 探 索 ［4］，先 要 自 行 疏 理 情 境 内 的 不

同信息，抓住事情的核心，确定主要的问题。然后，运用现有

的知识尝试解决问题， 并进一步探究 新 的 信 息 去 寻 求 解 决

问题的 最 佳 答 案 ［5］。 在 传 统 教 学 中，教 师 是 权 威，似 乎 教 师

总会拥有答案正确与否的判断标准， 并 依 赖 教 师 给 出 解 决

方案是否正确的评判。 PBL教学鼓励学生不断探索和求证，

教师的角色是引导学生提出解决问题 的 方 案， 而 教 师 的 观

点有时也会受到学生的质 疑或挑战。所以，教师的角色是教

练， 是训练学生的能力。 随着学生在 教 师 督 导 过 程 中 的 学

习，他们会逐渐开始对自己的 判断能力越来越有 信 心，并 且

喜 欢 上 这 种 学 习 方 式。 PBL教 学 方 式 对 学 生 学 习 能 力 的 要

求 更高，同时知识的应用性更强，有利于锻炼学 生 解 决 实 际

问题的能力。 在整个学习过程 中，学生要自己寻 找 答 案，教

师只是在旁协助，提供意见和建议。 所以，学 生 要 尽 快 完 成

从 依赖“教师教”的传授式学习到依靠“自己学”的主动探索

式学习的转变。

2.2 以跨学科知识为基础的整合式学习

PBL是一个以问题为起点的教学方法。 “问题”触发学生的

学习过程，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生会 动 员 学 习 过 的 各 科

知识和技能，尝试解决面对 的临床问题，这样就 需 要 将 原 来

分科学习的知识和能力进行整合，起到互通和互补的作用 ［5］，

并能够使知识和技能转变为能力。 但当现有的知识和技能不

足以解决实际问题时，学生就会进一步探索，新 的 假 设 就 会

出现，学生就要寻找更多的 资源去解决这个问题，从 而 激 发

学习的动力。 所以，PBL的教学方法不仅能够复习和巩固已有

的知识和技能，而且能够进一步开发新的知识 和 技 能，并 从

中养成具备终身学习能力的良好习惯。

PBL教学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掌握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

思路和方法。 PBL属于一种归纳性学习，即从解决独立案例中

得到的经验，通过举一反三，将这种知识、方法和能力迁移到

解决其他问题或情境中［6］。要解决临床具体问题，不仅需要整

合书本知识［7］，还需要结合患者的实际情况，才能找到切实有

效的干预措施。 例如有患者拒绝服药，不一定是知识不足，而

可能是心理上恐惧药物的不良反应，也可能是因为经济困难

而不能负担昂贵的药费。

2.3 以个人自主学习和小组讨论为基础的团队合作式学习

PBL强 调 学 生 要 具 有 个 人 自 主 学 习 能 力 ［2］，先 要 自 行 探

索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也可以分 工合作，通 过 互 相 支 持

和互相启发来解决难题。 同时，又要具有以小组讨论为基础

的团队合作式学习能力［5］，经过小组讨论和分析，通过集思广

益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 这样，不仅能扩宽学生的知识

面，而且能锻炼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

2.4 以全人照顾和全方位处理问题为基础的学习

PBL案例能够带出现实生活的实况， 让学生了解到健康

问题可能带来的对身体、心理、社会和灵性的影响，使学生体

会到患者的处境和情感。 同时，对于情绪管理的学习不仅针

对 被照顾者，护士的情绪也需要进行管理，尤 其 是 对 护 士 在

工作过程中遇到的负性情绪。 所以，这样的学习是一个全方

位的情境处理过程的学习，让学生更能体会到身心整体护理

和全人教育的内涵［5］。

综上所述，PBL教学与传统教学存在明显的学习观念 的

不同，需要学生尽早认识到这些差 异，主动适 应 新 的 学 习 方

式，才能取得预期的学习效果。 否则，学习观念的陈旧导致学

习能力的不足，会严重影响教学效果。 上述学习观念的转变，

需要在PBL教学初期， 通过教师的讲解， 使学生获得初步了

解；然后，在PBL教学实践过程中，通过教师的督导，使学生进

一步完成学习观念的彻底转变，从而提高教学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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