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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形成性评价在《护理心理学》课程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随机将2015级护理本科1班58名护生设为对照组,2班

56名护生作为观察组。《护理心理学》课程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及终结性评价方法,观察组采用形成性评价方式进行教学组织和

评价。结果
 

课程教学结束后,观察组课程期末考试成绩显著高于对照组,观察组对提高了课程学习积极性、自主性、学习效率、对

课程的兴趣,对知识点的掌握,对患者的同理心、语言表达能力、团队合作意识及对课程教学方式的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均

P<0.01)。结论
 

形成性评价用于《护理心理学》课程教学,有助于激发护生的学习动机,提高课程教学满意度,从而提高学业成

绩及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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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心理学是将心理学的理论和技术应用于护

理领域,研究患者及护士心理活动的规律及特点,以
实施最佳护理的一门学科。护生学习本课程可以更

好地理解患者的心理需要、运用心理学的理论,采用

针对性心理护理方法消除或减轻患者的消极情绪,实
施最佳护理服务。本门课程为交叉学科,涉及较多的

心理学基本理论,对于护理本科生而言是一门较难学

习的课程[1]。形成性评价是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
是在教学过程中为改进教与学而进行的评价,注重对

学习过程的指导和改进,强调评价信息的及时反馈,
旨在通过经常性的测评,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并改

进教师的教学水平[2-4]。为使护生更好地理解本课

程,更好地掌握和巩固课程中的知识点,笔者将形成

性评价应用于《护理心理学》课程教学,取得较满意的

效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8年3~7月选取新疆医科大学2015
级四年制护理本科1、2班全体护生为研究对象。随

机将1班分为对照组,2班为观察组。对照组58人,
其中女52人,男6人;年龄20~23(21.36±1.02)岁。
观察组56人,其中女50人,男6人;年龄20~24
(21.62±1.16)岁。两组性别、年龄、高考入学成绩及

前期基础课程成绩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
0.05)。
1.2 教学方法

《护理心理学》是我院护理本科生的必修课,开设

在第6学期,授课对象是大三护生,共36学时,其中

理论课27学时,实验课9学时。采用本科护理学类

“十三五”规划教材《护理心理学》第4版。
1.2.1 对照组 采用传统教学方法进行授课,教师

根据课程教学大纲制订教学计划。理论课采用多媒

体教学,以教师讲授为主,护生按照教学计划进行理

论学习。实验课共3次,每次3学时,根据教学内容

采用传统的实验课教学方法:心理应激主要是观看与

心理应激有关的心理学电影;心理评估主要介绍各种

心理评估量表;患者的心理护理要求护生根据教师给

出的病例列出心理护理程序。课程成绩=出勤率×
10%+期末考试成绩×90%。
1.2.2 观察组

采用形成性评价方式进行教学组织和评价,具体

如下。
1.2.2.1 开课前准备 开课前课程组反复集体

备课,讨论分析形成性评价的实施方法及评价标

准,最 终 确 定 课 程 成 绩 = 形 成 性 评 价 成 绩 ×
40%+期末考试成绩×60%,形成性评价包括回

答问题25%、每章节笔记及思维导图25%、作业

25%、实验课成绩25%。开课前课程组教师对护

生介绍护理心理学成绩构成,引起护生对形成性

评价每个环节的重视。
1.2.2.2 学情分析 学情分析是教学活动的基本环

节,也是教学活动的开始,便于教师全面了解护生,为
教学方法的选择以及教学起点的确定指明方向,以更

好地“以学定教”。本课程组教师第1次上课时通过

开放式问题进行学情调查:①对护理心理学感兴趣

吗? ②你读过护理心理学或心理学的书籍、报刊或微

信吗? ③你希望通过本课程学到什么? 结果发现:①
30名护生对护理心理学很感兴趣;②26名护生读过

有关心理学的资料;③22名护生希望通过此课程学

习更加了解自己,缓解自己的心理问题,提升自己的

心理健康水平,学会控制情绪,遇到问题能够运用心

理学的方法更好地解决;18名护生希望通过此课程

更准确地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使护患关系更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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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名护生希望通过此课程既能更好地提升自己的心

理健康水平,又能更好地帮助其他人及患者。
1.2.2.3 回答问题 在形成性评价的实施中,每
名护生必须有3次回答问题的分数,不够3次则此

项成绩为0,有3次者取最高分。对于教学重点及

难点,护生以小组形式对知识点进行讨论与思考5
 

min,讨论后派小组代表回答问题,小组代表的得分

是所有组员的分数。教师在护生回答问题的基础上

进行针对性讲授。设此项目的目的是督促护生对重

难点思考与讨论,锻炼其自主学习能力与团队合作

能力,且通过护生的回答了解护生对知识点的掌握

及理解程度。
1.2.2.4 章节笔记或思维导图 针对护生不爱记笔

记的情况,课程组要求护生每学完一章就完成相应章

节的笔记记录或思维导图制作,一共完成11篇(涵盖

教材中11章的内容),教师进行评选及点评,选出最

好的3张挂在教室,有助于护生对护理心理学知识点

的巩固及记忆。完成11篇且书写认真、有自己思考

及创意者85~100分;完成11篇但情况一般60~84
分;未完成11篇则<60分。
1.2.2.5 作业 为了使护生更好地掌握及巩固课程

知识,每次课后教师都会布置作业,根据作业量4~6
名护生成立1个小组,小组认领感兴趣的作业并于1
周内共同合作完成,下次课前小组代表进行PPT汇

报或其他形式的汇报,教师根据评分标准评分,小组

代表的评分即为组员评分。如讲授完感知觉,告诉护

生感知觉对人们认识世界非常重要,且提问引导如果

人没有感知觉会怎样,并布置一项作业,让护生编写

短篇小说,主题为没有感知觉的人生,请对此主题感

兴趣的小组认领作业,在下次上课前小组代表汇报短

篇小说。讲授护士的职业心理素质时,请感兴趣的小

组去医院观察及采访护士,询问护士是否存在职业倦

怠、为什么会产生职业倦怠以及应对方式,录成视频

于下周在课堂播放,并请组员总结汇报,最后教师点

评。护生通过观察及采访,了解临床护士的真实生活

及工作状态,使护生更好地理解职业倦怠。每名护生

至少有2次作业成绩,不够2次则此项成绩为0;有2
次者取最高分。
1.2.2.6 实验课课程 共3次实验课,9个学时,实
验课是在所有理论课教学之后进行的汇报表演。理

论课程快结束时,教师带领护生去临床收集病例,提
前做好准备。护生以收集到的典型病例为基础,把心

理应激、患者心理问题、心理评估、心理干预、心理护

理知识点整合成脚本进行情景表演。每6名护生组

成小组进行表演和相关知识点PPT汇报,每组20
 

min(包括表演15
 

min,PPT汇报5
 

min)。表演内容

是患者在遇到应激事件之后出现的心理问题,护士对

患者进行心理评估、心理干预以及心理护理。表演后

对相关知识点进行PPT汇报,汇报案例中的应激事

件、患者的心理问题,如何进行心理评估、心理干预及

心理护理。护生表演及PPT汇报时,教师根据评分

标准评分,表演汇报完毕由教师及护生代表点评10
 

min。每名护生必须有一次实验项目成绩,若无则此

项成绩为0。
1.3 评价方法 ①课程期末考试成绩。两组采用同

一套试卷,在同一时间统一闭卷考试,满分
 

100
 

分。
②课程学习满意度。自行设计问卷于课程结束对两

组调查,包括课程学习提高学习的积极性、自主性、学
习效率、对课程的兴趣、对课程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
对患者的同理心、语言表达能力、团队合作意识及对

课程教学方式的满意度,每项包括“满意、一般、不满

意”3个选项,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92,内容效

度指数(CVI)为0.86。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6.0软件进行t检验

及秩和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两组课程期末考试成绩比较 对照组课程期末

考试成绩为(69.98±9.29)分,观察组为(81.57±
6.51)分,两组比较,t=7.685,P=0.000,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2 两组课程学习满意度比较 见表1。

表1 两组课程学习满意度比较 人(%)

项目   
对照组

(n=58)
观察组

(n=56)
Z P

提高课程学习的积 满意 6(10.3) 30(53.6)-4.4560.000
极性      一般 42(72.4) 21(37.5)

不满意 10(17.2) 5(8.9)
提高课程学习的自 满意 6(10.3) 23(41.1)-3.9240.000
主性      一般 37(63.8) 28(50.0)

不满意 15(25.9) 5(8.9)
提高课程学习效率 满意 11(19.0) 33(58.9)-3.6580.000

一般 43(74.1) 18(32.1)
不满意 4(6.9) 5(8.9)

提高课程学习兴趣 满意 9(15.5) 35(62.5)-5.0040.000
一般 32(55.2) 16(28.6)
不满意 17(29.3) 5(8.9)

提高课程知识点的 满意 5(8.6) 32(57.1)-5.0140.000
理解和掌握   一般 41(70.7) 19(33.9)

不满意 12(20.7) 5(8.9)
提高对患者的同理 满意 8(13.8) 36(64.3)-5.5230.000
心       一般 35(60.3) 17(30.4)

不满意 15(25.9) 3(5.4)
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满意 10(17.2) 35(62.5)-4.8590.000

一般 23(39.7) 13(23.2)
不满意 25(43.1) 8(14.3)

提高团队合作意识 满意 6(10.3) 34(60.7)-4.9090.000
一般 34(58.6) 14(25.0)
不满意 18(31.0) 8(14.3)

对本课程教学方式 满意 11(19.0) 35(62.5)-4.4770.000
一般 37(63.8) 17(30.4)
不满意 10(17.2)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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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形成性评价有利于提高护生的学习效果 本研

究显示,观察组课程期末考试成绩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1),表明形成性评价有利于提高护生护理心

理学的学习效果。对照组的课程教学方式以讲授法

为主,教学评价方式一般为终末评价,护生单向地、被
动地接受知识,成绩仅凭一张试卷的卷面成绩决定。
在这种单一的教学方式及评价方式下,护生课堂的参

与度和学习积极性均不高,知识掌握也不够牢固[5]。
观察组采用的形成性评价是一种过程评价,重视护生

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的表现,通过多种丰富的任务鼓励

护生参与学习过程,如护生思考与讨论后的回答问题

环节,护生自愿认领作业后的展示环节,思维导图制

作环节,实验课的病例采集及情景表演环节。学习完

每一章节,记笔记或制作思维导图对巩固和理解已学

过的知识有重要作用,有利于护生构建自身知识体

系,提高学习效率。护生参与度越高,投入也越多,对
课程内容更加熟悉,故期末考试成绩更好。且传统的

终末评价是在某一阶段的学习或学期结束后进行评

定,评价周期相对较长,学习效果无法即时反馈,教学

过程中的薄弱环节在学习结束时才能显现出来,无法

及时纠正和弥补。形成性评价是在教学实施过程中

进行的发展性评价,其本质是及时发现教学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并向教师反馈,从而对教学活动起到修正和

完善作用[6-8],如观察组在回答问题环节、作业展示环

节以及实验课情景表演环节中护生通过对知识点的

思考、讨论、展示及演绎,在认知中已然形成了知识的

准备状态,教师可以根据护生的回答及展示了解到护

生的理解及掌握程度,并进行有针对性的评价、教学

及讲授。这种反馈方式有利于提高护生的学习效率

和学习成绩。
3.2 形成性评价有利于提高护生对课程学习的满意

度 本研究显示,观察组62.5%的护生对课程学习

提高了本课程的学习兴趣满意,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15.5%;观察组对本课程教学方式满意的护生为

62.5%,显著高于对照组的19.0%(均P<0.01),表
明形成性评价用于《护理心理学》课程教学,有利于提

高护生对课程学习的满意度。可能因为形成性评价

用于教学中提升了护生学习积极性和自主性,本研究

观察组更多护生对课程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满意显

著提高(均P<0.01),这与罗东平[9]及邓英[5]的研究

结果一致。形成性评价对护生产生正面引导作用,使
护生由被动、强迫性学习变成主动、有兴趣地学习,由
死记硬背式学习变为轻松、愉快地学习[10]。在形成

性评价的教学中,护生需要完成更多任务,如回答问

题、作业展示、完成思维导图等,为取得较好的成绩,
护生必须对自己的学业负责,所以护生成为课堂的中

心,不同于传统以教师为中心的满堂灌的课堂教学方

式。同时,使用形成性评价教学方式有利于提高护生

的综合知识和综合素养,本研究观察组护生对课程学

习增强了自己的同理心、语言表达能力及团队合作意

识满意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均P<0.01)。形成性评

价以护生为本,以护生身心协调发展为根本目的,而
传统的评价方式以考查护生的书本知识为主,较难合

理评价护生的综合素质,甚至阻碍了护生综合能力的

发展[11]。观察组通过实验课的病例采集及情景表

演,更好地体会到患者的情绪和心理,对患者更具有

同理心,通过合作讨论和一起完成作业展示,增强了

团队合作意识和语言表达能力,提高了护生的综合知

识和综合素养。
4 小结

本研究将形成性评价用于护生《护理心理学》课
程教学组织和评价,结果发现有利于提高教学效果及

护生课程学习满意度。本研究形成性评价的多个环

节评分是以小组评分代表个人评分,部分护生的参与

度不高、贡献不大,却与积极参与的护生评分相同。
以后需探索更成熟的形成性评价方法,使各个环节评

分更趋完善和公平,尽量考虑到护生的参与度和贡献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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