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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基于问题的教学（problem-based learning，PBL）联合情景模拟教学在护生针

刺伤护理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某医科大学护理学专业 2020 级和 2021 级本科生共 123 人

作为研究对象。2020 级本科生 60 人作为对照组，采用 PBL 教学方法；2021 级本科生 63 人作为试验

组，采用 PBL 联合情景模拟教学法。比较两组护生的理论成绩、技能考核成绩和针刺伤相关知识、态

度和行为问卷（needle-stick injury knowledge，attitude and practice questionnaire，KAP）结果。采用 SPSS 

25.0 进行 t 检验、卡方检验和秩和检验。结果　试验组理论成绩、技能考核成绩[（84.43±5.03）分、

（88.40±4.26）分]高于对照组[（80.30±4.81）分、（83.55±5.84）分]（P<0.001）；试验组 KAP 问卷的知识、

态度、行为[（14.46±1.03）分、（52.59±3.09）分、（67.37±4.28）分]均高于对照组[（13.18±1.23）分、

（48.05±3.06）分、（62.17±3.92）分]（P<0.001）。结论　PBL 联合情景模拟教学法可以有效提高在校护

生针刺伤防护知识、操作水平，增强护生对针刺伤重视态度，促进针刺伤防护行为。

【关键词】　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　情景模拟；　护生；　针刺伤

【中图分类号】　R47
基金项目：锦州医科大学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ZD2022004）

DOI: 10.3760/cma.j.cn116021-20221115-01720

Application of problem-based learning combined with scenario simulation in nursing teaching of 
needlestick injuries 
Qu Liangliang1, Liu Jianlei2, Cui Yaling2, Tian Jiayu2, Yu Hongyu2

1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Ji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Jinzhou 121001, 

China; 2 College of Nursing, Ji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Jinzhou 121001,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Yu Hongyu, Email: 838821920@qq.com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 

combined with scenario simulation in nursing teaching of needlestick injuries. Methods　 A total of 123 

undergraduates majoring in nursing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subjects from the classes of 2020 and 2021 in a 

medical university. The 60 undergraduates in the class of 2020 were established as control group and were 

given PBL teaching, and the 63 undergraduates in the class of 2021 were established as experimental group 

and were given PBL combined with scenario simulatio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score, skill examination score, and knowledge-attitude-practice (KAP) score of needlestick injury 

knowledge. SPSS 25.0 was used to perform the t-test, the chi-square test, and the rank sum test.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experimental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scores of theoretical 

examination [(84.43±5.03) vs. (80.30±4.81), P<0.001] and skill examination [(88.40±4.26) vs. (83.55±

5.84), P<0.001], as well as significantly higher scores of knowledge [(14.46±1.03) vs. (13.18±1.23), P<

0.001], attitude [(52.59±3.09) vs. (48.05±3.06), P<0.001], and practice [(67.37±4.28) vs. (62.17±3.92), 

P<0.001] in KAP questionnaire. Conclusions　 PBL combined with scenario simulation teaching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knowledge of protection against needlestick injuries and related skills in 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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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enhance their awareness of needlestick injuries, and promote the protective behavior against 

needlestick inju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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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实习护生针刺伤发生率很高[1]，究其原因

在于目前我国大多数医学高校尚未开展与针刺伤

防护教育有关的课程[2]，护生不能形成系统的知识

体系，更易在实习期间发生针刺伤。因此，采取合

理高效的教育手段，对护生进行系统的防护教育十

分重要。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模式（problem-based 

learning，PBL）[3]是一种以问题为基础、以学生为主

体、以实际内容为导向的教学方法，通过学生对案

例问题的自主学习和小组讨论，打破了教师讲、学

生听的传统模式，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乐趣。

该教学因其较好的教学效果，现已被广泛应用于医

学教学[4-5]。然而，护理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

科，仅通过文字化的学习，效果并不理想。情景模

拟教学[6]是教师根据教学内容和目标，为学生创造

一种直观的、拟真的情景环境，让学生在真实的情

景之中学习和体验，促进学生的好奇心理，在实践

操作中不断思考和总结，来提高解决问题的动手能

力，弥补了 PBL 教学实践性不足的短板。因此，本研

究将 PBL 与情景模拟相结合，并探讨其在针刺伤护

理教学中的效果。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辽宁省某医科大学护理学专业 2020 级和

2021 级 在 校 本 科 护 生 共 123 人 作 为 研 究 对 象 ，

2020 级本科生 60 人作为对照组，采用 PBL 教学方

法；2021 级本科生 63 人作为试验组，采用教学改革

后的 PBL 结合情景模拟教学方法。对照组 60 人，男

生 5 人、女生 55 人，年龄（22.02±1.17）岁；试验组

63 人，男生 7 人、女生 56 人；年龄（21.71±1.25）岁。

两个年级护生年龄、性别、学习成绩等资料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其中学习成绩以

上学期专业课成绩进行比较（表 1）。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根据人民卫生出版社第六版《基础护理

学》[7]第五章第二节“护士的职业防护”的内容进行

教学设计，包括手卫生、安全注射、标准预防、注射

器和锐器盒的使用、锐器的传递和整理、医疗锐器

的处理、不同情况下针刺伤暴露的处理和上报流程

等方面内容。基础护理学课程安排在四年制本科

生的第二年进行学习，故本研究对象为 2020 级和

2021 级的二年级本科生。

1.2.1　对照组护生教学方法

对照组采取单纯 PBL 教学，在圆桌讨论教室内

进行，授课时长 2 学时。具体步骤如下：①课前准

备。以“护理操作中的职业防护”为主题，围绕安全

注射原则、标准预防、针刺伤暴露后紧急处理措施

等方面内容，遵循本科教学大纲设计教学问题，包

括针刺伤暴露的高发环节有哪些、暴露后的处理措

施、上报流程、应该做哪些检查、如何预防针刺伤的

发生等问题。②小组收集资料。授课前 1 周，将教

学问题发放至班级群，要求学生通过查阅书本资

料，检索万方、知网等数据库进行主动学习，得出答

案。③分组讨论（1.5 学时）。按 6～7 人/组划分圆桌

讨论小组，要求小组成员以临床思维进行讨论，达

到组内相对共识。在小组讨论过程中，教师给予适

当的引导、启发护生的思维。各组由 1 名代表汇报

讨论结果，其他组进行补充。各组之间可以相互提

表1 两组护生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试验组（n=63）

对照组（n=60）

t/χ2值

P 值

年龄[（x±s），岁]

21.71±1.25

22.02±1.17

-1.38

0.169

性别[例（%）]

男

7（11.11）

5（8.33）

0.27

0.604

女

56（88.89）

55（91.67）

学习成绩[（x±s），分]

79.84±9.09

80.03±10.24

-0.14

0.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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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对于回答问题积极的护生给予平时成绩加分。

④归纳总结（0.5 学时）。授课教师与护生共同将讨

论结果进行补充完善，解答重点、疑难问题，形成统

一的答案，做最后总结。

1.2.2　试验组护生教学方法

试验组护生采用教学改革后的 PBL 联合情景模

拟教学，其中 PBL 教学内容和学时与对照组保持一

致，在此基础上，引入情景模拟法。根据护理专业

特色，在护理实验室内展开教学，授课时长 1 学时。

具体如下：①以护理日常工作内容为导向，针对护

士针刺伤暴露高风险环节，在护理实验室设计多个

临床情景。例如：在急诊采血室内，实习护生丢弃

使用过的针头时，不慎被翘出锐器盒的针头刺伤手

掌，由于是被锐器盒内针头刺伤，其有无传染性不

详。目的是让护生了解发生此类针刺伤的原因，应

该如何正确操作，以及让护生掌握针刺伤发生后的

处理措施、上报流程和乙肝疫苗的接种等实践操

作。②由授课教师按 4～6 人/组将护生分组进行演

练，成员分工扮演医生、护士、实习护士、患者等不

同角色。其间护生可转变角色，以保证每位护生都

进行了针刺伤暴露的演练。操作内容要涵盖本次

教学的全部内容。③小组自由演练结束后各小组

组长汇报模拟演练成果，由教师随机抽取小组现场

进行情景复现，其余各组护生进行观摩并提出问题

进行积极讨论。最后由教师给予点评和补充，进一

步加深印象。

1.3　教学评价方法

教学结束后对护生进行理论考核和技能考核。

理论考核采用自行命题的考卷，满分 100，客观题占

40.00%，主观题占 60.00%，主要考查护生对针刺伤

预防和暴露后处理的理论掌握程度。技能考核为

本课程学习的全部内容，满分 100，着重考查护生在

拔除注射针、回套针帽、处理针头及伤后处理等环

节的实际动手能力。对照组护生在上一年同期进

行了理论与操作考核，试验组护生在 PBL 情景模拟

教学结束后进行理论与操作考核，两组护生考核内

容和评分标准完全一致，将两组护生考试成绩进行

对比。

在本次教学结束后，使用史妍萍[8]编制的针刺

伤相关知识、态度和行为问卷（needle-stick injury 

knowledge，attitude and practice questionnaire，KAP）

对两组护生进行调查。该问卷包括知识、态度、行

为 3 部分，得分越高说明护生针刺伤预防知信行

水 平越好。问卷 3 个部分的 Cronbach’s α 系数在

0.61 至 0.77 之间，信效度良好。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 25.0 进行统计学分析。正态分布的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 t 检验；非正

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d（P25，P75）表示，采用秩和检

验。计数资料以频数或率表示，采用卡方检验。检

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两组护生理论成绩和技能考核成绩比较

试验组理论成绩和技能考核成绩均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表 2）。

2.2　两组护生 KAP 问卷得分比较

试验组在针刺伤知识、态度、行为 3 个维度的

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

（表 3）。

表2 两组护生教学前后理论和技能考核成绩比较[（x±s），分]
组别

试验组（n=63）

对照组（n=60）

t 值

P 值

理论成绩

教学前

72.03±6.72

73.63±7.59

-1.24

0.217

教学后

84.43±5.03

80.30±4.81

4.65

<0.001

技能考核成绩

教学前

70.54±8.96

69.72±9.44

0.50

0.621

教学后

88.40±4.26

83.55±5.84

5.24

<0.001

表3 两组护生针刺伤 3 个维度得分比较[（x±s），分]
组别

试验组（n=63）

对照组（n=60）

t 值

P 值

知识得分

14.46±1.03

13.18±1.23

6.26

<0.001

态度得分

52.59±3.09

48.05±3.06

8.18

<0.001

行为得分

67.37±4.28

62.17±3.92

7.02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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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两组护生 KAP 问卷中知识部分得分比较

对知识部分各条目回答结果分析发现，两个年

级护生在“注射器使用后，不应回套针帽”“目前丙

型肝炎尚无疫苗可以预防”“当锐器上有可见的血

时，血量越多，其引起感染的危险性越高”3 个条目

得分最低。试验组护生在“污染的针刺伤可能引起

梅毒的传播”等 5 项条目正确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表 4）。

2.2.2　两组护生 KAP 问卷中态度部分得分比较

对态度部分各条目回答结果分析发现，两个年

级护生在“在工作中被扎伤是难以避免的”“不回套

针帽的做法在临床实际工作中不容易做到”2 项条

目得分最低。试验组护生在“我处在患血源性传播

疾病的危险之中”等 5 项条目得分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 5）。

2.2.3　两组护生 KAP 问卷中行为部分得分比较

对行为部分各条目回答结果分析发现，试验组

在“为病人抽血时我会戴手套”1 项条目得分最低，

对照组在“使用过的带针头的注射器，如果必须回

套针帽时，使用单手回套”1 项条目得分最低。试验

组在“为病人抽血时我会戴手套”等 5 项条目得分高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 6）。

3　讨论

本研究将 PBL 与情景模拟教学法在护生针刺伤

护理教学中有机结合，既锻炼了护生针刺伤防护的

实践能力，也使所学知识得到充分检验，取长补短，

互相弥补，解决了单一教学法的某些弊端，提高了

教学效果。

3.1　提升了护生针刺伤防护的理论和技能考核

成绩

本研究试验组理论成绩和技能考核成绩均高

于对照组，与文钦等[9]的研究结果相似，该研究将

PBL 结合情景模拟用于口腔科实习生防护教学，结

果表明试验组成绩明显高于对照组。而本研究试

验组技能考核成绩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更大，这说明

PBL 与情景模拟相结合，在促进护生将所学知识用

于实践操作时具有更好的效果，护生总体呈现出实

践能力强、标准预防操作熟练、针刺伤防护意识强

的特点。具体如下：①锐器处理能力更好。护生对

于护理操作过程中锐器不能及时正确处理导致的

整理物品时被刺伤，处理针头、缝合针或刀片时由

于违规操作或粗心导致的锐器伤，在本次教学中得

到重点关注，使试验组护生对锐器处理能力得到提

表4 两组护生知识回答正确人数有差异的条目[例（%）]
条目

2. 污染的针刺伤可能引起梅毒的传播

3. 注射器使用后，不应回套针帽

4. 必须回套针帽时，应单手回套

10. 目前丙型肝炎尚无疫苗可以预防

14. 当锐器上有可见的血时，血量越多，其引起感染的危险性越高

试验组（n=63）

63（100.00）

52（82.54）

58（92.06）

55（87.30）

54（85.71）

对照组（n=60）

49（81.67）

34（56.67）

46（76.67）

37（61.67）

38（63.33）

χ2值

12.68

9.78

5.58

10.71

8.17

P 值

<0.001

0.002

0.018

0.001

0.004

表5 两组护生态度得分有差异的条目[Md（P25，P75），分]
条目

3. 我处在患血源性传播疾病的危险之中

4. 看到严重的针刺伤事件相关媒体报道或听到因针刺伤而感染血源
性传播疾病的事件，我对针刺伤的警惕性会提高

6. 在工作中被扎伤是难以避免的

7.“不回套针帽”的做法在临床实际工作中不容易做到

12. 在工作中被扎伤后向相关部门上报很重要

试验组（n=63）

4（4，5）

5（4，5）

4（3，4）

4（4，4）

5（4，5）

对照组（n=60）

4（3，4）

4（4，5）

3（2，4）

3（2，4）

4（4，5）

Z 值

-3.55

-3.06

-5.46

-7.64

-4.76

P 值

<0.001

0.002

<0.001

<0.001

<0.001

表6 两组护生行为得分有差异的条目[Md（P25，P75），分]
条目

5. 为病人抽血时我会戴手套

6. 注射器使用后，双手回套针帽

7. 使用过的带针头的注射器，如果必须回套针帽时，使用单手回套

11. 锐器盒超过 3/4 满时，仍放入针头

12. 注射器使用后，徒手（直接用手）分离针头和针管

试验组（n=63）

4（3，5）

4（4，4）

4（4，5）

4（4，4）

4（4，5）

对照组（n=60）

3（3，4）

3（3，4）

3（2，4）

4（3，4）

3（3，4）

Z 值

-3.34

-5.97

-6.21

-3.95

-5.75

P 值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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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②标准预防操作能力提高。临床护理工作中

会接触大量的患者，不论患者有无传染病均采取标

准预防措施。本次教学以侵袭性护理操作为重点，

要求护生严格做到正确洗手、戴手套和护目镜等防

护措施，特别注意了预防锐器刺伤。试验组护生标

准预防观念和行为都得到了加强。③伤后处理能

力提高。包括针刺伤发生后的处理措施、登记、上

报流程得到加强，针刺伤后的即刻处理是暴露后的

关键环节，而上报率低的现象在国内外均普遍存

在。Kasatpibal 等[10]研究发现，手术室护士发生暴露

后上报率为 39.10%；洪震等[11]对 286 名实习护生调

查发现，针刺伤暴露后的上报率仅为 10.10%。究其

原因，包括护生认为患者无血源性传染疾病、上报

流程烦琐或不了解上报流程。据此，本次教学中加

入了伤后处理方法和及时上报流程，使护生熟悉了

伤后处置措施，做到了防患于未然，又加强了自身

防护行为。

3.2　KAP 问卷基本反映了护生针刺伤防护的知识、

态度与行为状态

本次教学后护生对针刺伤防护知识、态度和行

为均发生了正向变化，试验组护生 KAP 问卷得分与

聂圣肖等[12]对临床护士的调查结果相当，说明 PBL

联合情景模拟对护生针刺伤知信行提高具有明显

的效果。但通过分析 KAP 问卷回答内容发现，护生

在某些方面仍然存在不足。例如：①知识部分：“注

射器使用后，不应回套针帽”这一条目得分最低。

在与护生交谈中得知，由于平时实验课上练习注射

器使用时，反复使用同一支注射器，练习结束后怕

误伤及他人，便进行了针帽回套，久而久之形成了

错误习惯。②态度部分：“在工作中被扎伤是难以

避免的”这一条目得分较低，说明护生虽然对针刺

伤预防具有一定程度的意识，但仍存在障碍感。

③行为部分：“为病人抽血时我会戴手套”这一条目

得分较低。与护生交谈得知，实验课上教师虽然强

调了抽血要戴手套，但是实际操作时由于嫌麻烦，

便省去了这一步骤；也有很多护生认为同学之间都

是健康无传染病的，即使发生针刺伤也无大碍，说

明护生标准预防的行为还有待提高。

4　小结

本研究针对在校护理学生，在基础护理学教学

中融入 PBL+情景模拟教学方法开展针刺伤防护教

育，使护生对针刺伤防护知识、态度、行为都得到很

大改观，提高了护生对针刺伤预防和处理的实践能

力。但本研究也存在以下局限性：①没有进行长期

效果观察，不能判断联合教学的长久效果。②本研

究为单中心、小样本研究且未做到随机分组，需要

多中心、大样本、随机设计的研究进一步证实效果。

③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设计

前瞻性队列研究来进一步探索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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