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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视频联合Teach-back模式在产科护理实习带教中
的应用

杨晓庆 刘颖 姜巍

[摘要] 目的 探究微视频联合 Teach-back 模式在产科护理实习带教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 2023 年 1 月至

2023年 12 月在我院产科实习的护士 60 名，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30 名。对照组接受常规临床带教，

观察组接受微视频联合Teach-back模式方法进行临床带教，实习 4 周后，对所有实习护士进行封闭式、双盲式护理

理论和实践操作考核，并采用自制教学效果评估问卷、教学满意度评估量表评估教学效果与教学满意度。结果

经过 4 周的实习，观察组的理论成绩、实践操作成绩、总成绩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分别=4.51、

4.42、5.48，P均＜0.05）。观察组的自评教学效果包括自主学习、临床思维、分析和解决问题、护患沟通、创新、团队

协作、调动学习积极性 7 个方面均优于对照组（χ2分别=4.32、4.81、4.71、4.36、6.67、9.02、7.20，P均＜0.05）；观察组教

学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71，P＜0.05）。结论 在产科护理实习带教中应用微视频联合

Teach-back模式可提高实习护士的专业素养，提升教学效果及教学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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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micro video combined with "Teach-back" mode in obstetric nursing internship teaching YANG
Xiaoqing，LIU Ying，JIANG Wei.Delivery Room，Jiaxing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Jiaxing 3143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micro-video combined with the "Teach-back" mode in ob⁃
stetric nursing internship teaching.Methods Sixty nurses who practiced in the obstetric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3 to December 2023 were selected as study objective.They were equally and randomly devided into a control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the
new teaching method of micro-video combined with the "Teach-back" mode.After 4 weeks of teaching，all the nurses un⁃
derwent closed and double-blind theoretical and skill test.Teaching effect and nurses’satisfaction of the new teaching
method was assessed with self-made questionnaires.Results The average theoretical，skill and total test score of nurse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all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scores of nurses in the control group（t=4.51，4.42，5.48，P＜

0.05）.The scores of teaching effectiveness questionnai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including self-directed learning，clini⁃
cal thinking，analysis and problem-solving，nurse patient communication，innovation，team collaboration，and motivation
for learning were all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scores of the control group（χ2=4.32，4.81，4.71，4.36 ，6.67，9.02，7.20，

P＜0.05）. The satisfaction with the teaching method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χ2=4.71，P＜0.05）.Conclusion Application of micro-video combined with the "Teach-back" mode in obstetric
nursing internship teaching can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 quality of nurses，teaching effect and satisfaction.
[Key words] obstetric nursing； internship teaching； Teach-back mode； micro video

临床护理实习是由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 的重要阶段，是帮助实习护士将理论知识运用到护

理实践中，不断巩固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协助其

完成从课堂至社会转变的重要手段[1]。临床护理实

习带教通常采用一对一方式，以带教老师单向灌输

为主，实习护士多通过机械记忆方式学习，知识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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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度较低，师生间交流较少，不利于激发学习热

情[2]。产科护理对象多为孕产妇，工作节奏快，责任

大，每一位产妇的安危都关系着大小两条生命，带

教护士难以兼顾带教工作，导致教学满意度较差。

Teach-back模式是在教学完成后由受教育者利用自

己的语言复述教学信息及要点，并由教育者对此进

行评估，直至受教育者完全掌握相关知识，具有操

作简单、指导示范性强的优点[3]。Teach-back这种

双向信息传递法，有效强化受教育者对接受信息的

理解度[4,5]。微视频作为当前国内应用最广的社交软

件之一，因其可实现信息实时沟通、克服时空限制，

已被大量应用于临床教学中，效果显著[6，7]。本研究

旨在探究以微视频联合 Teach-back模式在产科护

理实习带教中的应用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3年 1 月至 2023年 12 月

嘉兴市妇幼保健院产科的临床实习护士60 名，纳入

标准为：①在学校完成理论学习后，进入到产科护

理临床实习；②严格遵守产科护理实习规章制度，

无迟到、早退或请假；③自愿参加本研究并全程配

合调查。剔除标准为中途自行退出、实习期间不遵

从相关规则或发生意外伤害而无法继续实习的护

士。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租，每组

30 名。对照组中女性 30名，年龄 18～23 岁，平均

（20.31±1.35）岁；观察组中女性 29名、男性 1名；年

龄 18～23 岁，平均（20.22±1.34）岁。两组性别、年

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

1.2 方法 所有实习护士统一进行为期 4 周的产

科实习。实习内容包括基础护理学习、专科理论

知识及实践操作等，均选择临床工作经验丰富、组

织能力强、具有护师及以上职称的护士作为带教

老师。

1.2.1 对照组 接受常规临床护理实习带教方法：

由护理总带教统一向实习护士介绍科室及人员情

况、相关制度、实习要求及注意事项等；根据产科带

教目标，由总带教统一安排每周的小讲课、操作示

范及每月的护理查房，并定期进行理论与实践操作

考核；带教老师以PPT、视频、图片及口头讲解的课

堂形式，向实习护士传授理论知识，不定时提问，实

习护士课后自行复习；实践操作由带教老师边示范

边讲解，再由实习护士单独操作，在执行侵入性操

作时，带教老师要做到放手不放眼，及时指出不足

并加以改正。

1.2.2 观察组 在常规临床护理实习带教法基础

上，增加微视频联合Teach-back模式进行临床护理

实习带教，借助微视频激发学生兴趣，引导学生及

时解决难点、重点，对学生的疾病认知、知识掌握进

行加强，区别以往的教学模式，可以更好地对学生

的思维能力进行培养[8,9]。①建立产科微视频联合

Teach-back模式护理实习带教小组群，总带教为组

长，统一对所有组员进行培训，培训合格后方可参

与带教工作。②建立微信群：由带教老师将产科规

章制度、操作视频及各种前沿知识、学习资料发放

到群里，实习护士按自己的时间及进度自主学习，

总带教将实习带教中存在的问题、薄弱点进行总

结，对各实习护士进行针对性的加强教育，引导其

主动思考相关问题。③评估和拓展：针对实习中的

重点难点、学生易出错的方面，带教老师通过

Teach-back模式的提问，让各实习护士用自己的语

言概括并复述相关内容或演示实践操作以评估教

学效果，并运用头脑风暴法引导实习护士思考相关

问题，拓展其思维能力。④澄清或纠正：带教老师

及时纠正各实习护士理解不全面或错误之处，并再

次讲述或引导其观看相关视频。⑤反复评估确认：

带教老师需反复运用上述方法，直到实习护士真正

理解并掌握各项教学知识点。⑥在线交流互动：带

教老师鼓励实习护士在微信群内讨论所学知识，及

时分享遇到的问题与难点，增加师生间互动，提高

学习效率。

1.3 观察指标

1.3.1 考核成绩 实习 4 周后，对所有实习护士进

行封闭式、双盲式护理理论和实践操作考核，满分

均为 100 分。

1.3.2 教学效果 采用自制教学效果评估问卷调

查教学效果，并反馈情况。问卷内容包括能否提升

自主学习能力、临床思维能力、护患沟通能力、创新

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团队协作能力以及是

否可以调动学习积极性等7 个方面问题。

1.3.3 教学满意度 采用自制的教学满意度评估

量表测评教学满意度。量表包括教学态度、专业能

力、教学方法、学习氛围、学习兴趣等 10 个方面问

题，每个问题为0～10 分，0 分为不满意，10 分为非

常满意。总分 100 分，＞90 分为非常满意，70～
90 分为一般满意，＜70 分为不满意。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5.0统计软件。计数

资料以例（%）表示，采用 χ2检验；计量资料采用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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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 t检验。设P＜0.05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考核成绩比较 观察组的理论成绩

（92.55±7.45）分、实践操作成绩（90.08±9.52）分和总

成绩（184.25±9.87）分，均高于对照组的（82.39±
8.14）分、（80.31±8.02）分、（163.40±18.37）分，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t分别=4.51、4.42、5.48，P均＜0.05）。
2.2 两组教学效果比较见表1

表1 两组实习护士教学效果比较/例（%）

教学效果

提升自主学习能力

提升临床思维能力

提升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

提升护患沟通能力

提升创新能力

提升团队协作能力

调动学习积极性

观察组（n=30）
28（93.33）*
27（90.00）*
29（96.67）*
26（86.67）*
28（93.33）*
29（96.67）*
27（90.00）*

对照组（n=30）
22（73.33）
20（66.67）
22（73.33）
19（63.33）
20（66.67）
20（66.67）
18（60.00）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由表1可见，经过4 周的实习，观察组在提升自

主学习能力、临床思维能力、护患沟通能力、创新能

力、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及调动学

习积极性方面的教学效果均优于对照组（χ2分别=
4.32、4.81、4.71、4.36、6.67、9.02、7.20，P均＜0.05）。
2.3 两组教学满意度比较 4 周的实习结束后，观

察组非常满意、一般满意、不满意分别为 18 名

（60.00%）、11名（36.67%）、1 名（3.33%）；对照组非

常满意、一般满意、不满意分别为10名（33.33%）、12名
（40.00%）、8 名（26.67%）。观察组教学满意度

（96.67%）高于对照组（73.3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71，P＜0.05）。
3 讨论

随着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高龄产妇不断增

多，为让产妇获得及时、有效救治，护理人员需具备

扎实的理论知识和熟练的操作技能[10]，因此加强对

实习生的培训具有重要意义[11]。产科护理实习教学

是检验产科实习护士对入院前理论知识、实践技能

掌握程度的主要方法，而带教方式的选择会直接影

响实习成绩和教学效果[12]。本研究将微视频联合

Teach-back 模式用于产科护理实习带教中，经过

4 周的实习，观察组的理论成绩、实践操作成绩及总

成绩均高于对照组，教学效果较好，教学满意度较

高，表明该方法可显著提高产科护士实习效果。分

析原因，微视频联合Teach-back模式为新型教学方

法，主张“教-学”双向式信息传递，强调让实习护士

在教学后以自己的语言归纳、总结所学知识或演示

实践操作，再由带教老师进行评估，及时纠正错误

理解的内容，直至其完全掌握所学知识[13]。与传统

带教方法相比，Teach-back联合微视频教学法更注

重实习护士对所学知识理解与思考能力的培养，而

不仅仅是机械记忆与简单重复，有利于提高学习效

率。此外，微信具有传播便捷、实时、渠道丰富的优

点，更利于用户间的线上互动与交流。与传统教学

模式相比，微视频联合Teach-back模式教学打破了

带教地点、时间上的限制，教学形式更多样化，也便

于带教老师及时发现实习护士的知识薄弱点并进

行针对性的强化干预[14]，有效提高教学效果和教学

满意度[15]。

然而，在微视频联合Teach-back模式应用过程

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技术层面、学生学习效果、

教学评估和时间管理等方面的不足。为了更好地发

挥该模式的优势，需要带教教师不断提升自身的视

频制作和教学评估能力，关注学生个体差异，优化教

学时间安排，并进一步完善教学评估体系，综合考量

学生的多方面能力和素质。同时，持续探索如何更

好地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克服技术故障带来的影响，

以实现更高效、更优质的产科护理实习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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