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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绘人形图教学法在内科护理学教学中的应用

尤燕,王燕,张艳,宋文嘉,王蓉

摘要:目的
 

探讨手绘人形图教学法在内科护理学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采用抛硬币法将高职护理专业1个班56人设为对照

组,采用传统教学方法;1个班56人设为试验组,运用手绘人形图教学法。结果
 

试验组3次理论测试成绩高于对照组(P<0.05,

P<0.01);96.43%的试验组学生对人形图教学法总体满意。结论
 

在内科护理学教学中运用手绘人形图教学法,可提高学生的

学习成绩和综合能力,得到学生较高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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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trategy
 

of
 

'drawing
 

a
 

human
 

body
 

diagram'
 

as
 

a
 

teaching
 

tool
 

for
 

the
 

curricu-
lum

 

of
 

Nursing
 

of
 

Internal
 

Medicine.Methods
 

Higher
 

vocational
 

nursing
 

students
 

in
 

two
 

comparable
 

classes
 

were
 

randomized
 

by
 

flipping
 

a
 

coin
 

to
 

a
 

control
 

group
 

or
 

an
 

experimental
 

group,
 

with
 

56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the
 

strategy
 

of
 

'drawing
 

a
 

human
 

body
 

diagram'
 

as
 

a
 

teaching
 

tool.Results
 

The
 

scores
 

of
 

three
 

theoretical
 

tes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P<
0.01).

 

Greater
 

than
 

ninety-five
 

percent
 

(96.43%)
 

student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atisfied
 

with
 

the
 

teaching
 

method.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drawing
 

a
 

human
 

body
 

diagram'
 

as
 

a
 

teaching
 

tool
 

for
 

the
 

curriculum
 

of
 

Nursing
 

of
 

Internal
 

Medicine
 

improves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comprehensive
 

ability
 

of
 

nursing
 

students,
 

so
 

it
 

is
 

highly
 

recognized
 

by
 

th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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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形图是通过绘制简易的人体图形和勾画患者

器官、身心特征、病史、健康问题及护理措施等,生动

直观地用图说话,树立“全人”的护理理念,并将人文

关怀理念有机融入护理实践中,激发护理人员全人照

护的理念及参与临床教学的兴趣[1-2],目前多应用于

临床护理查房。护理教育强调以人为本理念及创新

教学策略,打造高效、多元互动课堂,实现从“注重知

识传授”向“更加重视能力和素质培养”的转变[3]。内

科护理学作为护理学专业的主干课程,是培养学生专

业核心能力的重要课程之一,其知识点多、范围广,综
合性与理论性强[4]。传统的讲授略显枯燥乏味,加之

课时有限,既要保证理论知识传授效果,又要兼顾学

生专业能力培养,成为内科护理学教学发展的瓶颈。
本研究汲取人形图的内涵与精髓,尝试在内科护理学

课程的部分章节运用手绘人形图教学法,通过师生共

绘人形图,创设生动有趣的课堂,并嵌入人文关怀理

念、融合科学与艺术,达到有生命力、有温度、有创造

的教学与学习,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方法与结果介绍

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9年10月至2020年1月选择我校

2016级五年制高职护理专业(初中毕业后录取)2个

教学班112人为研究对象,采取抛硬币法将1个班56
人作为试验组,另外1个班56人作为对照组。内科

护理学课程分2个学期开设,两组学生均已完成上半

部分课程内容的学习。两组性别、年龄和上学期内科

护理学期末成绩比较,见表1。
表1 两组性别、年龄和上学期内科护理学期末成绩比较

组别 人数
性别(人)
男 女

年龄

(岁,x±s)
前期课程成绩

(分,x±s)
对照组 56 10 46 18.63±0.80 73.61±10.56
试验组 56 10 46 18.77±0.66 74.80±8.12
χ2/t    0.000 1.031 0.672
P    1.000 0.305 0.503

1.2 方法

1.2.1 教学方法

两组均采用《内科护理学》[5]第2版为教材,授课

教师为同一人。共190学时(理论166学时,实践24
学时),分两学期完成,其中内科护理学Ⅰ(理论102
学时,实践12学时)已在第三学年下学期按照传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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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法完成。本研究以内科护理学Ⅱ(76学时)为目标

课程,选择4个章节,包括甲状腺功能亢进患者的护

理、糖尿病患者的护理、库欣综合征患者的护理、系统

性红斑狼疮患者的护理;两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
学进度相同,共12理论学时。
1.2.1.1 对照组教学实施 采用传统教学方法:讲
授法结合多媒体教学。课前任课教师按照教学大纲

制作PPT,发送至班级群,学生提前预习;课堂以教

师为中心进行授课,学生听记;课后布置练习题巩

固。
1.2.1.2 试验组教学实施 采用手绘人形图教学方

法。①课前准备:对学生进行人形图绘制培训1学

时,包括人形图概念、历史发展、价值意义、绘制要求

及要点等。教师按照教学大纲充分备课,梳理归纳知

识点并手绘甲状腺功能亢进、糖尿病、库欣综合征、系
统性红斑狼疮疾病简易人形图,并以图片的方式发送

至班级群,学生提前预习。②课堂实施:教师采用黑

板、粉笔工具绘图,学生采用空白纸、铅笔、水彩笔等

绘图;教师、学生同时绘图,绘图能力稍弱的学生可参

考教师绘图。讲解知识点与绘图同时进行,当对某个

知识点进行深入讲解时,切换PPT讲解。绘图步骤:
a.绘制简易人体图形;b.描绘脸部表情与特点,如甲

状腺功能亢进患者的眼征;c.画出症状特征及勾画器

官,可用线条呈现或涂上色彩,如针对甲状腺功能亢

进患者,绘制弥漫性甲状腺肿大、心脏增大,胃部增大

表示食欲亢进,子宫及附件表示有闭经等;d.以概念

图方式连接健康问题及护理要点,如营养失调、潜在

并发症、活动无耐力等;e.结合文字简要绘制病因、辅
助检查、治疗要点等。③课后作业:要求学生将课中

绘制的人形图进行调整修改、涂色完善,纸质版于下

次课前1
 

d上交授课教师阅览。教师在下次课前5
 

min集中点评作品的创新之处及需要完善的地方等。
1.2.2 评价方法

1.2.2.1 理论测试成绩 由课题组其他教师根据护

士执业资格考试大纲对4个教学章节内容编制3套

试卷。3套试卷考查知识点保持一致,难度相当,每
套试卷包括甲亢15题,糖尿病15题,库欣综合征5
题,系统性红斑狼疮5题,共40题单选题,每题2.5
分,共100分。3套试卷分别于教学结束后1

 

d、1周、
1个月进行测试,两组学生使用同一套试卷,同一时

间,限时30
 

min完成。
1.2.2.2 教学效果调查 参考相关文献[6-8]自行设

计调查问卷,包括对人形图教学方法总体满意度、人
形图教学法对学习效果及学生能力的影响等10个条

目,其中9个条目为封闭式问题,选项为同意、不确

定、不同意;1个条目为开放性问题,写出绘制人形图

遇到的具体困难。教学结束后将问卷发给试验组学

生匿名填写,现场发放56份问卷,回收56份有效问

卷。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0.0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 检验。
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两组理论测试成绩比较 见表2。
表2 两组理论测试成绩比较 分,x±s

组别 人数 第1次测试 第2次测试 第3次测试

对照组 56 77.81±14.33 76.07±13.03 70.94±11.58
试验组 56 84.73±11.61 82.01±14.74 84.91±13.13
t -2.808 -2.259 -5.973
P 0.006 0.026 0.000

2.2 试验组对人形图教学法教学效果评价 见表

3。
表3 试验组对人形图教学法教学效果评价(n=56)

人(%)

条
 

目  同意 不确定 不同意

对人形图教学法总体很满意 54(96.43) 2(3.57) 0(0)  
提高学习兴趣 53(94.64) 3(5.36) 0(0)  
加深知识记忆及内化 56(100.00) 0(0)  0(0)  
提高临床思维能力 46(82.14) 7(12.50) 3(5.36)
激发创造性思维 45(80.36) 4(7.14) 7(12.50)
增强自我成就感 41(73.21) 10(17.86) 5(8.93)
激发同情心,更加关爱患者 50(89.28) 3(5.36) 3(5.36)
继续使用“人形图”辅助学习 51(91.07) 3(5.36) 2(3.57)
手绘人形图有一定难度 30(53.57) 8(14.28) 18(32.15)

3 讨论

3.1 手绘人形图教学法可提高学生理论成绩 传统

教学法是一种以教师讲授、学生听记为主的课堂模

式,形成了教师单向灌输、学生被动接受的局面,学生

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被遏制或忽略;且教师多采用

PPT课件讲授,需一张张翻页,学生难以从整体上掌

握内容框架与知识点间的内在联系,最终导致学生对

学习产生倦怠,学习效率与效果不佳[9-10]。本研究运

用人形图教学法,将抽象的理论、繁琐的文字转化为

生动、直观、简洁的画面,使知识可视化、护理图像化,
解决了内科护理学内容理论性强、抽象难懂及内容枯

燥的问题,较传统的书本文字与口语表达,对学生有

更大的吸引力,能够激发想象创作以及学习动机,提
高学生学习兴趣。人形图教学法属于一种视觉学习,
是视像化时代背景下的一种高效学习方式,既可以帮

助学生构建新的思维模式,也可以有效提高其记忆、
思考和学习的能力,且这种视觉的刺激能给学生留下

更深刻的记忆痕迹[11]。学生通过绘制一幅人形图整

合一个疾病的知识点,改变了以往一字一句记录的方

式,更有助于学生系统掌握知识框架与脉络,理解与

内化知识点,也是一种较好的复习方法,有助于考试

时完整、快速回忆知识点。同时,课堂中教师、学生共

同绘制人形图,实现“教”与“学”的紧密结合、双向促

进,实现教师的主导作用及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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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有助于创造轻松、活跃的课堂气氛。此外,人形图

教学法有效衔接了专科生参与意愿强烈、动手能力

强、思维活跃的特点,使课堂与学生巧妙融合,引导学

生从被动地接受知识转变为主动学习、主动思考,提
升了学习效率及能力。因此,人形图教学法有助于提

高学生的理论成绩。
3.2 手绘人形图教学法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表3显示,96.43%的试验组学生对人形图教学法

总体很满意,对该方法有助于提高临床思维能力、激
发创造性思维、增强自我成就感、培育人文关怀能力

等方面认同度较高。手绘人形图法引导学生全程参

与、融入课堂,充分刺激与调动学生主动思考,探究疾

病病因与机制、临床表现、检查与治疗、护理问题/诊

断及相应护理措施等知识点的内在联系,并将其用完

整的图形展示,这就是思维形成与展现的过程,使隐

形的思维可视化,同时教师可针对思维盲点和不足之

处进行指导,有助于培养和提高学生临床思维能力。
人形图可以给人一个整体印象,看见个别元素的连

接,并协助学生理解语言与文字未能清晰描述的信

息,能够迅速建立与患者的情感联结,激发想象力和

创造性思维,打破惯性的思考模式,丰富知识表现形

式,实现知识可视化的创新。当完成一幅属于自己的

人形图并分享、讨论时,可为学生提供展现自己的舞

台,增强自我成就感。同时,绘制人形图始终坚持“以
人为本”理念,如营养评估时很多数据可以证明患者

营养不良,但当用笔去描绘一个日渐消瘦体态的患者

时,可以让学生多了一层更深的体悟,激发同情心,思
索患者真正需要什么,作为护士需要做什么,从而培

养学生关爱患者、体贴患者的职业道德,这就将人文

关怀巧妙地嵌入课堂教学,增加课程的厚度,延伸思

考的深度[12-13]。
3.3 手绘人形图教学法运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

策 本研究显示,91.07%的试验组学生表明今后会

继续使用“人形图”辅助学习,但53.57%的学生认为

手绘人形图有一定难度,其主要表现在图形不美观、
画图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台湾花莲慈济医院护理

部在创立人形图时提出:用笔勾画患者的图像,就是

与患者的一种对话,不强调图像的美与丑。具备绘画

能力或有绘画基础的人,能够较轻易地画出来,但是

不会绘画的人也可以透过简单描绘、拍照或者是用剪

贴其他现成图案的方式进行。简言之,所有能够创造

图像的方式,都可以运用在人形图上[14]。笔者认为

手绘人形图是一种教学方法或工具,也是学生学习的

方法或工具,绘画是一个思维整合的过程,其核心是

将疾病知识点回归于人,从“全人”角度出发,构建知

识网,将“人”与“疾病”紧密结合,引导学生由“疾病的

学习”理念向“人的疾病的学习”理念转变,并刺激学

生全面思考患者的需求与护理,为临床护理工作奠定

基础,而对图形本身的要求并不高,学生自己能懂即

可。同时,我系将绘制较好的人形图收集汇总供下一

届学生借鉴与模仿,并鼓励同学间合作,一起思考创

造图案,这也解决了绘图能力稍弱学生不知从何着手

的问题。此外,虽然绘图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但是

其在绘图过程中,学生可以对知识点有更深刻的理解

与记忆,并可以反复查看,缩短复习时间,提高复习效

率与效果。
4 小结

在高职护理专业内科护理学课程教学中运用人

形图教学方法,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成绩,培养了学生

的综合能力和人文关怀素养,从而实现知识传授、能
力培养和价值引领的有机融合,符合护理教学模式改

革与发展的新要求。但本研究仅在内科护理学部分

章节中开展,且教学实施时间短,今后需扩大教学范

围进行深入的研究,并探讨人形图教学法在其他护理

课程中的运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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