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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急救护理综合案例工作坊

对护理专科学生临床决策能力影响的实践研究

一、项目背景

老年急救护理是《老年护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为挽

救老年患者生命、提高抢救成功率、提高生命质量。目前，老年急救

护理学在大多数医学院校中存在内容较多、复杂、涉及面广但课时少

的矛盾，护理学生学习理论后虽掌握了老年急救护理的常规性处理措

施及护理技巧，但在临床中遇到急危重症案例时就显得束手无策，对

于刚进入临床实习的护理学生，她们不能有效地将学习的急救知识和

技能融入到临床护理工作中。面对老年人常见慢性疾病急性发作情况

需要急诊急救时，她们缺乏分析推断病例的能力和严谨求实的态度，

对临床决策无意识，更缺乏临床决策能力及决策思维。在临床实践过

程中，面对临床问题、现象及情景，护理学生需要根据在临床标准范

围内暂定的各个选择操作方案中，能尽快运用评判性思维等方法，从

中做出较为恰当的决断并付诸实施，从而解决服务对象的问题。因此，

培养护理学生的临床决策能力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随着

社会老龄化状况的出现，老年人急诊病例的增多及疾病病情的复杂

性、多变性及不可预料性，给老年急救护理教学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

战，同时也对临床中老年急救急诊知识与实践技能精准对接护理教学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急救护理病情复杂性及多变性的特点，对在

校护理学生进行护理临床决策及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成为亟待解

决的关键。通过不同的结构要素及决策能力的先决条件的界定可将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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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临床决策能力分为发觉隐患能力、思维判断能力、决策能力实施及

总结反馈能力。

二、成果介绍

本成果聚焦教学方式改革，以急救护理综合案例为学习资源，以

工作坊为载体，以微信群和钉钉群为互助学习平台，解决课堂教学临

床案例少，学生缺乏临床思维的问题，提高护生临床决策能力。从

2017 年开始经历 3 年的研究与 2 年的实践，在《老年急救护理》课

程实践的基础上，8 门护理专业核心课程进行应用与推广。

（一）建立完善了老年急救护理综合案例库，丰富教学资源。

初始阶段团队成员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对近 5年的医院老年急诊

案例进行删选、与临床医护人员探讨、从网络中选取有代表意义的典

型案例的方法，成功选取一线病例资料，论证阶段聘请专家指导对急

救护理综合案例进行认真撷选、反复论证，最终建立老年急救护理综

合案例库。

（二）探索出一种新型的教学组织形式——工作坊。

工作坊是一种开放式、主题式、互动式、体验式及实践式的学习

模式，在实施研究各环节的过程中，我们采取了如下的活动形式，案

例分析（案例来自已建立完善的老年急救护理综合案例库）、情境模

拟（感同身受老年患者的心境）、观看视频（具有代表性的典型视频

资料）、专家讲座、角色扮演（互换身份、充分感受患者痛苦）、头

脑风暴等。既增强了学生在老年急救护理中的决策能力，也提高其在

临床护理急救中的综合反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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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用对照类实验性研究，重塑了护理临床决策能力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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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果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及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一）要解决的主要教学问题

1.临床教学资源缺乏，老年急救护理案例缺乏；2.教学组织缺乏

有效载体；3.护生自主学习能力不足；4.护生临床思维能力有待培养、

临床决策能力有待提高。

（二）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1.多种方法结合，建立完善了老年急救护理综合案例库。

初始阶段研究人员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对医院近 5年的老年急诊

案例删选、与临床医护人员探讨、从网络中选取有代表意义的典型案

例的途径，成功选取一线病例资料，论证阶段研究人员聘请专家指导

对急救护理综合案例进行认真撷选、反复论证，最终建立老年急救护

理综合案例库。

2.探索实践工作坊教学组织形式，提高护理学生团队合作及学习

动力。

工作坊以案例分析（案例来自建立完善的老年急救护理综合案例

库）、情境模拟（感同身受老年患者的心境）、观看视频（具有代表

性的典型案例）、专家讲座、角色扮演（互换身份、充分感受患者痛

苦）、头脑风暴、教师点评、行为训练等的方式，完成理论与实践的

融合。获得相关老年急救医学理论知识及基本护理技能，同时也提升

了自己的人文涵养及自主思考学习能力。

3.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强化知识建构与探索。

在教学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及护理综合案例“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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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创新优势，形成师生、生生的有效的交流与分享，以小组为学

习单元，充分沟通，互相提出自己的建议与意见，给出解决问题思路

与方法，最大限度的发挥了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4.以临床案例教学，提高护理学生临床实践及决策能力

经过工作坊培训的学生进入临床实习后能将所学知识综合运用

于病情观察、护理操作、医患沟通中，护生能够积极思考，善于反思，

进而改善自己的护理行为；能够将自己所闻所学所思，进行合理的推

测和判断，提出建设性构想，进一步归纳总结得出合理的护理方案。

四、创新点

（一） 通过文献回顾、理论研究，建立了急救护理综合案例库，

改变了老年急救教学中案例不足的现状。

通过文献回顾，网络优秀案例删选，一线医护人员共同参与抽调

医院急诊科近 5年典型老年急救病例、通过专家组成员评价和论证，

初步建立急救护理综合案例库，为老年急救护理教学提供丰富的案例

资源。

（二）老年急救护理综合案例与工作坊的精准融合，实现教学形

式的变革。

运用工作坊进行教学实验的理论基础，尝试将团体动力学理论、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及情境认知与学习理论，融入到老年急救护理综合

案例工作坊教学实验的实践之中，从而指导老年急救护理综合案例工

作坊的开展及主题系列活动的设计与完善。采用工作坊形式教学，学

生团队化学习，学习兴趣提升，自主学习能力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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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新性地提出护生临床决策能力评价指标，一般自我效能

感量表，并开展实践性研究。

以老年急救护理综合案例为学习资料，以工作坊为学习组织形

式，尝试采用量性与质性相结合的方式探索其对专科护生临床决策能

力的应用效果。

1.工作坊主题系列活动后临床决策能力评分对比。

完善教学方法后，试验组护生发现问题、确定目标、决断方案、

实施决策、评价反馈的临床决策能力评分均高于对照组，组间对比差

异显著（P＜0.05），详见表 1 。

表 1： 两组护生临床决策能力评分对比（分， x±s）

组别 应用前 应用后 t值 P值

试验组（n=30） 56.12±6.53 108.15±

10.18

36.263 0.000

对照组（n=30） 56.16±6.47 88.47±8.42 15.330 0.000

t 值 0.125 22.482 —— ——

P值 0.362 0.000 —— ——

图 1 两组护生临床决策能力评分对比

2.工作坊主题系列活动后自我效能感评分。

将工作坊模式融入到护生日常学习中后，试验组护生自我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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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ES）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在此之前两组对比无明

显差异（P＞0.05），详见表 2。

表 2 两组护生 GSES 评分对比（ x±s）

组别 应用前 应用后 t值 P值

试验组（n=30） 63.63±5.49 92.14±8.18 18.634 0.000

对照组（n=30） 63.66±5.52 78.21±7.99 15.241 0.000

t 值 0.097 12.528 —— ——

P值 0.428 0.000 —— ——

图 2 两组护生 GSES 评分对比

3.工作坊活动后，两组护生的急救护理综合性实验得分比较。

在 10 周的实证结束后，为进一步测评两组护生的临床决策能

力，模拟临床情境设计急救护理实验。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经

分析，实验组得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详

见表 3



10

表 3 两组护生的急救护理综合性实验的得分比较（分， x±s）

组别 n 实验得分 t值 P值

试验组 30 94.43±1.13
8.345 P<0.001

对照组 30 90.85±2.16

图 3 两组护生的急救护理综合性实验的得分比较

质性研究结果显示，护理学生能够将自己所闻所学所思，进行合

理的推测和判断，提出建设性构想，进一步归纳总结得出合理的护理

方案，其语言表达能力、推理能力及自信心均得到提高。在 2019年

全省职业院校学生技能大赛中，工作坊成员杨金园荣获养老服务技能

组二等奖，魏林芳、崔月梅荣获三等奖。在 2020年全省职业院校学

生技能大赛中，王馨荣获二等奖；陈思钰、冶晓廷获三等奖。在 2021

年全省职业院校学生技能大赛中陈弘晓、李彩芸获健康与社会照护技

能组二等奖；石培婷、李景云获养老服务技能组三等奖。

五、学术影响及社会效益

老年急救护理综合案例工作坊是一种有效、可行的教学组织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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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增强了护生的护理临床决策能力和自我效能感，提高了其在急救

护理综合性实验中的反应能力，形成教学-实践-研究三位一体的教育

模式。

（一）院级比赛，初见成效

在学院举办的护理技能大赛中，老年急救综合案例工作坊成员信

心满满，沉着冷静，取得较好的成绩。

（二）省级竞赛，再创佳绩

通过参加老年急救护理综合案例工作坊的系列实施活动后，护生

已能够将自己所闻所学所思，进行合理的推测和判断，提出建设性构

想，进一步归纳总结得出合理的护理方案，其语言表达能力、推理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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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及自信心均得到提高。在 2019年 4月全省职业院校学生技能大赛

中，工作坊成员杨金园荣获养老服务技能组二等奖，魏林芳、崔月梅

荣获三等奖。在 2020 年全省职业院校学生技能大赛中，王馨荣获二

等奖；陈思钰、冶晓廷获三等奖。在 2021 年全省职业院校学生技能

大赛中陈弘晓、李彩芸获健康与社会照护技能组二等奖；石培婷、李

景云获养老服务技能组三等奖。

（三）走进社区，服务社会

老年急救护理综合案例工作坊成员利用节假日为社区老人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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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急救知识培训，使广大居民了解常见的急危重症临床表现，掌

握基础的急救知识与技能，认识到急救即重生，工作坊成员不仅巩固

了知识，锻炼了能力，更重要的是服务了社会。

（四）养老机构，大显身手

老年急救护理综合案例工作坊成员为养老中心老人做专题讲座，

介绍我国老年人养老服务体系及现状，讲解老年人心理健康、生活保

健、疾病预防等方面的相关知识，使老年人认识到“老有所为，老有

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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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响应号召，服务“三农”

老年急救护理综合案例工作坊成员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开展科

技、文化、卫生三下乡活动，免费为当地老百姓普及科学文化知识，

进行义诊活动。

（六）福利院“行”，奉献爱心

工作坊成员利用周末休息时间，走进武威市福利院，探望聋哑残

疾儿童，为他们点亮一盏心灯，送去一片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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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异国情怀，教学相长

项目组成员，中国（甘肃）第 22批援马达加斯加医疗队队员，

武威职业学院附属中医医院王胜副主任医师在马达加斯加塔那那利

佛大学孔子学院教授老年中医康复课程，结合中医药文化将老年急救

护理综合案例工作坊的系列活动方案推广到了异国他乡，深受非洲大

学生的喜爱。

六、成果引用或被采纳情况

（一）创新教学方式

老年急救护理综合案例工作坊是一种有效、可行的教学组织形

式，可增强护生的护理临床决策能力和自我效能感，也可提高其在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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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护理综合性实验中的反应能力，具有多样化，在我院已经逐步形成

“教学-实践-研究”三位一体教育模式，成为教学创新方式。

（二）优化方案、逐步推广

本课题利用工作坊，通过工作坊成员之间进行深入的交谈，结合

在实施方案过程中、课前课后活动安排、认真听取工作坊主题活动实

践工作中有建设性的意见及建议，再次听取有关专家的指导与论证，

最终形成一套具有操作性、易被大众接受，实用性极强的活动方案。

这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式被我院确定为特色教学成果项目，指导各个

系部建立工作坊，逐步被其他学科推广引用。

（三）丰富案例、效果凸显

初步创建了急救护理综合案例库，启发了护生的思考意识及能

力，契合其学习需求，为今后教学开展及改革提供一定的案例资源。

此次研究结果不仅提高学生的临床技能水平，而且其语言表达能力、

推理决策能力均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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