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度和工作作风逐渐养成#

3Y培养了学生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在实验过程

中学生会观察到各种实验现象!有与实验指导相吻合

的!也有不同的# 通过实验报告评价改革!学生敢于

如实记录实验结果!并学会通过现象看本质!解释实

验结果!特别是当结果与实验指导不同时!学生敢于

对实验结果发表不同看法!提出自己的创意!从而使

学生的分析与总结能力在实验中得到不断提高#

提高教学质量"深化教学改革是医学高职教育永

恒的主题# 为适应新的教育形式!培养高素质技能型

医学人才!我们将继续加强实验教学的改革与探索!

进一步完善实验考核体系!不断提高实验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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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腹腔镜模拟器在手术学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李进伟!邵怡霞!周永红

!!作者单位( 'FF444!甘肃省平凉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外科教研室

!!随着腹腔镜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普及!微创外科被

誉为 %" 世纪最具有前途的医学发展领域
."/

!腹腔镜

技术将是每个外科医生必须掌握的技能# 为了更好

地将微创外科手术教学在基础教学中开展!初步建立

微创外科手术教学理论和操作技术体系!自行设计简

易腹腔镜模拟器!探讨自制腹腔镜模拟器在外科手术

学教学中的应用及效果#

一#教学材料

用计算机 " 台"摄像头 " 个"硬管食管镜 " 套)直

手柄 % 个"通用抓钳 " 个"鳄鱼口异物钳 " 个"活检钳

" 个"异物钳 " 个"旋转钳 " 个等器械用来模拟腹腔

镜的器械*"腹腔镜操作器械 % 只)直剪刀与剥离钳

各 " 只*等组成简易腹腔镜模拟器# 制作长 F4=I!宽

34=I!高 %4=I左右的木箱作为基本模拟训练箱!箱

子的表面留 F )& 个直径 %=I的圆孔!训练箱的一侧

为活页门!便于放置或更换标本# 在木箱的顶端安置

一个摄像头!并与计算机连接# 光源采用摄像头自带

灯光!将摄像头对准腹腔镜模拟台操作箱内!适当调

节镜头角度!开机后通过摄像头自带软件将手术操作

视野传至计算机显示器平面上)图 "*!进行基本操作

技能模拟训练#

二#方))法

"Y分组(将临床医学专业 4$L" 班 F4 人!随机分

图 ()腹腔镜模拟器

!

成两组!实验组 %4 人!对照组 %4 人# 对照组采用传

统的手术基本操作技能训练!实验组则在每次传统的

手术基本操作技能训练的基础上加用该腹腔镜模拟

器进行 34IQ- 的训练!每周 " 次!共 "4 周!将进行抓

黄豆"剪纸"施夹和缝合打结及在实验动物活体上进

行模拟训练# 再按教学计划参加临床实习#

%Y具体训练的方法与步骤()"*利用该自制腹腔

镜模拟器进行以下内容的模拟训练# 捡黄豆训练(在

训练箱底板上放置 % 个塑料盘子!一个塑料盘子里装

上一些黄豆!在监视器屏显像下用抓钳将黄豆逐个钳

夹到另一个塑料盘子,剪纸训练(向训练箱内放入画

有各种图形的纸片!按照预先画好的简单图形!左手

持抓钳!右手持剪刀进行的裁剪# 要求在操作中尽量

做到稳"准"轻"快# 组织分离训练(在训练箱内放入

葡萄或橘子!用抓钳"剪刀等器械进行钝性分离"锐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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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训练# 施夹和缝合打结训练(将两块长方形胶片

固定在木板上!然后将其放置在训练箱底板!进行简

单对合缝合!并打结# 打结时!要求另一学员充当助

手角色!协助固定线结以及剪除线尾# )%*利用该自

制腹腔镜模拟器在动物实验中训练# 我们手术学安

排 F 次动物实验!以兔子为实验对象# 在完成传统的

外科动物实验手术基本操作训练后!要求实验组的同

学用该自制腹腔镜模拟器在兔子活体上进行组织的

分离"止血"缝合"结扎等基本操作训练# )3*临床实

践# 经过自制腹腔镜模拟器基本操作训练和动物实

验后!初步掌握了腹腔镜手术的基本操作技术后!进

入临床实践!通过观看手术录像"现场观摩手术!担任

扶镜手"助手!进一步体会和感受腹腔镜的技术操作#

三#统计学处理

采用 RJRR"%Y4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数据资

料分别采用 "检验和
!

%

检验!&k4Y4& 表示有统计学

差异#

结!!果

经过在校 "4 周训练!对两组学生进行腹腔镜基

本技能测试!从测试结果可见(实验组在该模拟器下

"IQ- 内抓黄豆数量和 "4IQ- 内打结的数量都明显高

于对照组 )&k4Y4&!表 "*!通过在医院一年临床实

习!对两组学生进行关于腹腔镜实习情况的问卷调

查!从调查结果可见(实验组各调查项目均优于对照

组)&k4Y4&!表 %*#

表 ()两组在该模拟器下 (!"?内抓黄豆数量和 (a!"?

内打结的数量对比

抓黄豆的数量 打结)单结*的数量 打结)单结*的数量

实验组) ' l%4*

对照组) ' l%4*

F%Y% m%Y3

""Y' m%YF

"4Y$ m"Y'

3Y" m4Y(

!!与对照组比较! &k4Y4&

表 -)关于腹腔实习情况问卷调查结果

调查项目
实验组) ' l%4* 对照组) ' l%4*

人数 6 人数 6

到腹腔镜室实习情况 "$ (4 & %&

参与腹腔镜实际操作情况 ' 3& " &

认为该模拟器训练有助于

提高腹腔镜技术水平
%4 "44 "% $4

对腹腔镜外科很感兴趣 "# #& $ 34

能主动查阅腹腔镜相关资料 "F '4 3 "&

已熟悉了各种腹腔镜外科

手术器械及设备
"& '& F %4

已熟悉了手术器械的杠杆操作原理 "$ (4 3 "&

以后到临床想从事腹腔镜工作者 "3 $& F %4

!!与对照组比较!&k4Y4&

讨!!论

"Y通过对参加该课题研究的学生进行腹腔镜基

本技能测试及腹腔镜实习情况问卷调查见(通过该自

制腹腔镜模拟器训练! 能训练学生在腹腔镜手术中

的空间感"方向感!加强了学生的手眼及双手协调能

力的锻炼!培养和增强了学生对腹腔镜外科的兴趣!

能主动查阅腹腔镜相关资料!熟悉了各种腹腔镜外科

手术器械和手术器械的杠杆操作原理!初步掌握了腹

腔镜基本操作技能!激发了学习热情!能积极"主动地

向腹腔镜医师请教有关腹腔镜手术问题!并能积极参

与到腹腔镜外科手术实战当中!跟随腹腔镜医师一起

进行腹腔镜手术!从手术器械的准备"机器导线的连

接开始!从扶镜者"第一助手到术者逐步过渡!能更快

地掌握该项技能#

!!%Y该自制腹腔镜模拟器具有以下优点()"*模拟

逼真!能真实地训练学生在腹腔镜手术中的空间感"

方向感及操作手感# )%*成本低廉!制作简单!有条

件开展该项教学工作# )3*模型可以长期反复使用!

练习时可以不受时间和场合的限制!适合初学者训

练#

3Y随着腹腔镜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普及!微创外科

被誉为 %" 世纪最具有前途的医学发展领域!腹腔镜

技术将是每个外科医生必须掌握的技能
."/

# 目前!

微创外科手术教学还未在基础教学中开展!目前我国

普及腹腔镜技术的工作!仅局限于在一些大型教学医

院举办学习班"研讨会及手术观摩上!对从事腹腔镜

手术的医师缺乏规范的临床前培训!在技术培训规范

上只能属于初级阶段
.%/

# 仅限于通过临床熟练医师

在实际操作中手把手地教!学习者通过观看和参与担

当助手等逐步摸索和体会# 因学习均通过实际手术

中进行!故存在许多问题!如风险性较大!学习耗时较

长!技术操作和理论指导欠统一规范等# 将微创外科

技术引进医学生手术学基础教学已成为可能!也是临

床的需要# 在传统外科手术学理论教学中应加强微

创外科的观念!建立较规范的微创外科手术理论教学

内容# 在实际操作训练中!首先在掌握传统外科手术

基本操作技能的前提下!引入微创手术基本技术训

练!通过动物模拟手术!或计算机模拟手术!练习微创

手术基本操作# 使医学生了解微创手术技术!为将来

进入临床打下基础
.3/

# 我们尝试将这种培训的初级

阶段前移!选择了部分临床医学生在外科手术中增加

了腹腔镜实验教学内容!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FY腹腔镜手术基本技能对于临床医学生的实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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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我们对此仅做了一些初步的

探索和实践# 我们通过该自制腹腔镜模拟器对基本技

能的训练!对于加强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强化临床实

践能力训练!激发学习热情!增进学习兴趣!提高动手

操作能力!适应就业需要!适应腹腔镜技术的高速发展

和应用普及!有效调动教学积极性是非常有益的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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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护士执业考试科目探讨内科护理学的教学策略
尹仕红!沈曙红!林!冰

!!作者单位(FF3444!宜昌!三峡大学护理学院

!!我国卫生部于 "##& 年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护士

执业考试!其目的是为了评价申请者是否具备护士执

业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护士执业考试不仅是

护士执业许可证制度的前提!也是使我国护士管理工

作步入法制轨道的必要途径# 因此!在当前的护理教

育教学改革中!各级护理院校都力图将护士执业考试

的要求融入于教学过程!以期提升护士执业考试成

绩!也有利于增强护理专业学生的就业竞争水平#

内科护理学是护士执业考试的主要内容之一!在

多个考试科目中所占分数的比例都较大# 本文从护

士执业考试科目的要求"学生应对各考试科目的现状

及内科护理学的特点等方面进行分析!力图探讨在内

科护理学教学过程中采取更好的策略以提高学生的

执业考试水平#

一#护士执业考试科目分析

护士执业考试的内容包括基础护理学"内科护理

学"外科护理学"妇产科护理学及儿科护理学等# 护

士执业考试又分为基础知识"相关专业知识"专业知

识及专业实践能力等 F 个科目!其中除专业实践能力

只涉及基础护理学内容外!其他科目均包含内科护理

学"外科护理学"妇产科护理学及儿科护理学等内容!

而不同的考试科目又侧重于内"外"妇"儿科护理学的

不同方面)表 "*#

考生在备考时对护士执业考试各科目的掌握情

况则不尽相同# 我校在考生备考之前选择模拟试题

对考生进行了一次摸底测试)表% * !以$4分作为合

表 ()各考试科目与考试内容的对应关系

考试科目 考试内容

基础知识
各科常见多发病的病因"发病机制"病理及常用

药物的药理作用

相关专业知识 常用辅助检查及一些特殊检查!特殊治疗

专业知识
常见多发病的临床表现"有关的并发症"治疗原

则"护理措施

专业实践能力 护理学基础的有关理论与操作

表 -)考生对各科目摸底考试的掌握情况

考试科目 参考人数 合格率)6*

基础知识 %33 %'Y#

相关专业知识 %33 %%Y'

专业知识 %"F 3'YF

专业实践能力 %"( 3&Y3

格线!计算各科目的合格率#

从表 % 可以看出!考生在专业知识科目得分率最

高!专业知识涉及的临床常见多发病的临床表现"治

疗和护理的内容正是教师在授课时重点讲解和学生

重点掌握的内容# 而考生在基础知识和相关专业知

识科目的得分均较低!基础知识和相关专业知识科目

的内容与考生学习的一些专业基础课程的内容如诊

断学"药理学"人体形态和机能学等关系更为紧密!而

这些基础课程的内容也是考生在学习临床护理专业

课时容易被忽视的#

二#内科护理学与专业基础课程的关系

本文作者曾以内科护理学成绩为因变量!专业基

础课成绩为自变量做相关回归分析
."/

!发现内科护

理学成绩与人体形态与机能学"健康评估 )诊断基

础*"基础护理"药理学等课程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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