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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探讨思维导图联合科普实践在护理伦理学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某医学院校本科护

理专业大三学生１０５人为研究对象,按班级分为对照组５３人、观察组５２人.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法,观察组采取思维导图联合

科普实践教学法.教学结束后,统计观察组学生科普实践活动参与情况;比较两组学生期末理论测试成绩;调查观察组对该教学

方法的认同情况.结果　观察组学生积极参加科普实践活动,对新教学模式表示认同,且观察组学生的理论成绩总分、干预章节

得分和案例分析题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０．０５).结论　在护理伦理学教学中应用思维导图联合科普

实践教学法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培养其临床伦理思维和伦理决策能力,提升职业人文素养,增强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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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investigatetheeffectivenessofmindmappingcombinedwithsciencepopularization
practiceintheteachingofnursingethics．Methods　Thepurposivesamplingmethodwasusedtoselect１０５junior
undergraduatenursingstudentsfromamedicalcollegeastheresearchobjects．Theyweredividedintothecontrol
group(５３students)andtheexperimentalgroup(５２students)accordingtoclasses．Thecontrolgroupreceivedthe
traditionalteaching,whiletheexperimentalgroupreceivedtheteachingmethodcombiningmindmappingandsciＧ
encepopularizationpractice．Aftertheteaching,theparticipationratesinpopularsciencepracticeactivitiesintheexＧ
perimentalgroupwerecounted;thefinaltheoreticaltestscoresofthetwogroupswerecompared;andexperimental
group’sevaluationoftheteachingmethodwasinvestigated．Results　Theexperimentalgroupactivelyparticipated
inpopularsciencepracticeactivitiesandshowedhighacceptanceofthenewmethod．Thetotalscoresoftheoretical
achievements,scoresofinterventionchaptersandscoresofcaseanalysisquestionsintheexperimentalgroupwere
significantlyhigherthanthoseinthecontrolgroup(allP＜０．０５)．Conclusions　Theintegrationofmindmapping
withsciencepopularizationpracticeenhanceslearningoutcomesintheteachingofnursingethics,cultivatesclinical
ethicalthinkingandethicaldecisionＧmakingabilities,enhancesprofessionalhumanisticliteracy,andstrengthens
comprehensive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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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伦理学是护理专业核心人文课程之一,肩
负伦理知识传授、决策能力锤炼和职业道德塑造三

位一体的使命,但该课程内容繁杂抽象,传统的教学

方式难以达成教学目标[１].学生专业思想不稳定、

伦理决策困难是掣肘护理专业发展的普遍问题[２].
思维导图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工具,它通过主题词

发散出可视化知识脉络图,有助于学生直观、清晰地

获取知识之间的逻辑关系,引导记忆,并帮助教师掌

握学生的思维动向,增强教学效果[３Ｇ４];而科普实践

活动对学生理解专业知识、提升表达沟通能力、塑造

个人价值均有促进作用[５].基于此,本研究将思维

导图与科普实践相结合,以期为护理伦理学教学提

供新方法,增强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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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思维导图联合科普实践教学模式构建

１．１　构建方法　通过文献研究总结护理伦理学传

统教学方法、思维导图教学、科普实践活动的流程特

点、优势和劣势.课程组教师进行头脑风暴,设计思

维导图联合科普实践教学模式初稿;邀请５名护理

伦理学及教学专家,通过专家会议法对初稿进行讨

论与修订,形成终版教学模式图.

１．２　思维导图联合科普实践教学模式　根据护理

伦理学课程在知识、能力与价值三方面的目标要求,
引入思维导图,旨在加强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系统理

解;同时,指导学生通过科普实践实现对知识的内化

应用,培养其正确的价值导向.具体方法包括:课
前,学生根据教师版课程思维导图自主学习,完成科

普思维导图的讨论与绘制;课中,教师串讲知识点,
学生在线协作确定章节知识点相关科普作品框架;
课后,教师辅助学生完成科普作品制作及推广宣传,
学生实践后复盘完善导图,深化领悟伦理知识,助力

提高伦理决策能力(图１).

图１　思维导图联合科普实践教学模式

２　思维导图联合科普实践教学过程

２．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２３年２－７月,采用目的抽样法

选取某医学院校本科护理专业三年级２个班级１０５
名学生为研究对象,年龄１９~２３岁.采用抽签法将

１班(n＝５２)设为观察组,２班(n＝５３)设为对照组.
两组教师、学时、授课教材和教学进度均相同,一般

资料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０．０５).学生已

经学习过大部分专业基础课程和核心课程,即将进

入临床实习阶段.

２．２　课程信息　护理伦理学课程共３２学时,理论、
实践各１６学时.通过课程组内研讨、专家指导,确
定思维导图模式下的４个科普主题.观察组于相关

章节运用思维导图联合科普实践教学法,对照组采

用传统教学法.两组教学安排与科普主题见表１.

２．３　观察组教学流程

２．３．１　教学准备　对师生进行思维导图绘制培训,

掌握Coggle在线思维导图软件的使用方法.将学生

按人数平均分为４组,推选组长,建立学习群.教师

结合学情与教学大纲,编写导学案例与学习任务单,
选取教学资源,准备自学测验.根据课程内容绘制教

师版思维导图,邀请２名高级职称的护理伦理教育专

家进行修改,方便学生课前自主学习.提供相应的拓

展学习资源,如文献研究关键词、网站链接、视频、电
影、短片等,助力学生了解现状及社会需求.按教学

进度提前１周将学习任务清单、教师版思维导图及学

习资源上传至超星学习通平台并设置主题讨论区.

表１　护理伦理学课程教学安排与科普主题

章　　节

对照组

理论

课时

实践

课时

观察组

理论

课时

实践

课时

科普主题

绪论 ２ － ２ － －
护理伦理学的基本理论与观点 ２ － ２ － －
护理伦理学的规范体系∗ ４ ２ ３ ３ 正确行使知情

同意权

护理人际关系伦理∗ － ２ １ １ 护患双方的权

力和义务

临床护理实践中的伦理道德 ２ ６ ２ ６ －
临床护理实践中的特殊技术 － ２ １ １ 器官移植伦理

伦理∗

公共卫生服务的护理伦理 ２ － ２ － －
安宁疗护与死亡的伦理道德 ２ ２ ２ ２ －
护理科研工作中的伦理道德∗ ２ － １ １ 涉及人的生物

医学研究伦理

护理管理工作中的伦理道德 － ２ － ２ －

∗实施教学方法改革的章节

２．３．２　课前在线自主学习　学生于线下课前１周下

载清单明确学习任务,前４d完成线上学习、测验及

拓展学习,在平台讨论区交流学习及科普设计的疑

问.小组参考教师版思维导图绘制科普思维导图,
课前１d上交至学习通.教师于课前３d和１d,在学

习通查看学生学习、自测和讨论情况,监测自学进度.

２．３．３　课中确定科普思维导图　４个章节均占２学

时,２项课堂任务各１学时.(１)教师反馈线上学习

情况,借教师版思维导图简介授课内容,针对重难点

与平台疑问精准讲解,纠正交流区错误;再用思维导

图呈现知识点关联,引导学生梳理总结,助力知识内

化、储备正确知识.(２)４个小组依次展示科普思维

导图,学生经学习通投票选出框架完整、逻辑清晰、
要点高度浓缩的最佳导图.组长汇报科普计划,涵
盖科普内容选取缘由、结构、知识深度与呈现形式.
全体学生围绕科学性、通俗性及可行性进行讨论,实
时协作修改导图,最终由教师点评确定终版.

２．３．４　课后科普伦理实践　教师将优化后的科普思

维导图上传至学习通平台,指导、协助学生依此制作

科普作品并进行宣传.以器官移植伦理科普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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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根据导图编写脚本,经学生、教师、伦理学专家

审核后定稿,由教师委托文化公司制作科普视频.
之后,学生通过多渠道推广宣传,如发送给亲友、上
传平台、进社区讲座、参加赛事和舞台剧表演等.实

践结束,教师引导学生复盘、完善导图,加深学生对

伦理知识的理解运用.

２．４　对照组教学方法　对照组沿用传统教学法,即
课前查看、分析导学案例,阅读教材预习.课中教师

依教学大纲借多媒体讲授新知,课后学生完成章节

测试题,巩固所学知识.

３　思维导图联合科普实践教学模式应用效果

３．１　评价指标

３．１．１　观察组学生科普实践活动参与情况　由研究

者统计学生参与科普实践活动的形式、次数、成果等.

３．１．２　期末理论测试成绩　课程结束后,使用相同

试卷和评分标准在同一时间闭卷测试,比较两组学

生期末理论考试总分、干预和非干预章节得分、案例

分析题得分.试卷由课程组统一编制,题型包含单

选题、名词解释、简答题和案例分析题(３０分),总分

１００分.其中干预章节占４０分,非干预章节占６０分.
案例分析题旨在考查学生分析临床护理情境中的伦理

问题、做出伦理决策,解决伦理冲突的能力.为防止主

观偏差干扰,授课教师回避命题及阅卷工作.

３．１．３　观察组学生对教学模式的感受　根据教学中

学生反馈自行设计“思维导图联合科普实践教学评

价问卷”,共８个条目,选项为“非常不认同”“不太认

同”“基本认同”“比较认同”“特别认同”.问卷的最

后使用开放性问题,了解学生对教学模式的意见与

建议.课程结束后发放问卷,发放和回收的问卷均

为５２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１００％.

３．２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２０．０统计软件.计数

资料采用频数、百分比描述.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

用x±s描述,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偏态分布的计

量资料采用中位数、四分位数 M(P２５,P７５)描述,组
间比较采用非参数 MannＧWhitneyU 检验.以P＜
０．０５或P＜０．０１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３．３　评价结果

３．３．１　观察组学生科普实践活动参与情况　共完成

科普作品５份,其中科普视频１个、科普推文３份、
科普舞台剧１部.学生推送科普作品８００余人次;
上传科普视频至视频网络平台,截止２０２３年８月,
浏览量共３万余人次,点赞１千余人次;学生随学院

“人人主动健康”团队进社区科普宣传２次,共２４人

参与,回答居民咨询约１５０人次.教师带领学生参

加上海市级健康科普大赛３次,获一等奖２次、三等

奖１次.在第八届华东健康管理论坛暨健康科普“华
东LiveShow”和上海市预防医学会主办的医学健康

科普促进能力提升班表演科普舞台剧共２次.

３．３．２　两组学生期末理论测试成绩比较　结果显

示,观察组理论成绩总分、干预章节得分和案例分析

题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
０００１),见表２.

表２　两组学生期末理论考试的成绩比较

组　别 期末理论成绩总分(分,x±s)干预章节得分[分,M(P２５,P７５)] 非干预章节得分(分,x±s) 案例分析题得分(分,x±s)

观察组(n＝５２) ８７．８１±５．１６０ ３５(３２,３６) ５３．５３±３．７２９ ２４．４２±２．６７４
对照组(n＝５３) ８１．２６±６．６４５ ３０(２５,３２) ５２．２８±４．１２５ ２１．３４±２．７１７

t或Z 　５．６２８ －６．７０５ １．５８５ 　５．８６０
P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１１６ ＜０．００１

３．３．３　观察组学生对教学模式的感受　观察组学生

对该教学模式表示认同,见表３.在开放性问题中,
有学生提到“让教学更有趣味性,能帮助知识点的记

忆”“学习目标很清晰,也很有意思,头脑风暴时感觉

特别好”“在科普活动中收获了很多知识,对生命的

理解更加深刻”“老师很专业,同学们很给力,一下子

就站上了大舞台,向大家宣传我们的专业知识,去帮

助很多人,感觉特别有价值”“科普不仅仅是健康保

健,还可以教大家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４名学生

提到“科普宣传占用了较多课余时间,感到疲劳”.５
名学生提到“希望可以重新分组,有些同学参与度

不高”.

４　讨论

４．１　思维导图联合科普实践教学模式的优势　护

理人员在工作中常面临伦理困境,只有通过伦理知

识的学习、反思和领悟,把伦理要求和道德规范内化

为行为理念,凝练为判断能力,才能应对各种复杂伦

理问题,适应职业需求.思维导图联合科普实践教

学模式可以帮助学生快速掌握基本伦理知识及原

则,借助思维导图框架构建和参与科普实践活动,深
化对知识的记忆与理解、强化伦理决策能力、感悟职

业精神,有助于全面达成知识、能力、价值培育三方

面的教学目标,同时提升公众对护理伦理的认知.
从研究结果来看,该模式下学生积极参与多种形式

２１ 军事护理　２０２５年５月,４２(５)



的科普实践活动,学习成绩与沟通能力显著提高,对
护理人文精神的感知与理解显著提高,职业认同感

和综合能力增强.这对稳定护理队伍,促进护理事

业发展有正向作用[６].既往研究[７Ｇ８]中,思维导图在

护理教学中的应用主要是与案例联合应用于翻转课

堂或临床教学,提高学生成绩效果显著.张明会

等[９]在手术室护理临床教学中于传统带教模式上增

加脱口秀科普创作及表演,显著提高了实习学生的

学习成绩、教学满意度和职业获益感.顾赛汝等[５]

在高师院校微生物学课程中以微生物科普活动为载

体进行项目式教学,发现此方式有助于学生深化知识

理解、提升教学能力和培育个人价值观念.本研究集

两种方式之长,破除传统教学法重理论、轻实践的弊

端,效果良好,为护理伦理学教学拓展了新思路.

表３　观察组学生对思维导图联合科普实践教学模式的评价[N＝５２,n(％)]

条　目 非常不认同 不认同 基本认同 比较认同 特别认同

提高学习兴趣,激发学习主动性 ０ ０ ４(７．６９) ２３(４４．２３) ２５(４８．０８)
提高逻辑思维能力和思维发散能力 ０ ０ ０ １５(２８．８５) ３７(７１．１５)
有利于知识的整合,提高学习效率 ０ ０ ０ １４(２６．９２) ３８(７３．０８)
提高团队合作能力 ０ ０ ０ ２４(４６．１５) ２８(５３．８５)
提高临床护理伦理思维能力 ０ ０ ２(３．８５) ２０(３８．４６) ３０(５７．６９)
提高对护理专业的认同感 ０ ０ ３(５．７７) ２８(５３．８５) ２１(４０．３８)
有利于对护理人文精神的感知和理解 ０ ０ １(１．９２) ２５(４８．０８) ２６(５０．００)
提高沟通能力 ０ ０ ０ １６(３０．７７) ３６(６９．２３)

４．２　思维导图联合科普实践教学模式面临的挑战

　此模式对教师能力要求较高.教师既要能熟练地

使用软件制作出逻辑清晰、重点突出的思维导图,也
要熟知伦理学知识在不同情境下的应用;在课堂教

学中教师需要平衡好依据思维导图串讲知识和科普

导图绘制讨论的时间.如果串讲知识花费时间过

多,科普导图的研讨时间就会被压缩,影响后期实践

活动的推进;反之,学生可能没有很好地理解理论知

识,不能有效地利用其辅助科普实践.教师还要提

升科普能力,并能够有效组织适合学生的科普实践

活动,指导科普实践.此外,模式应用中学生参与方

面仍有值得改进之处.教师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展现

或竞赛机会可彰显其个人能力,增强自我效能[１０],但
有学生反映科普实践活动占据较多时间,个别学生

习惯了讲授式教学,对主动学习模式难适应、缺少

热情.

４．３　思维导图联合科普实践教学模式的应用展望

　本研究样本仅来自１所院校,未来可以扩大样

本范围或进行多中心研究,以验证结果的普适性.
伦理决策能力和职业价值观的塑造是一个持续过

程,本研究仅评估了短期教学效果,后续研究可追

踪学生在临床实习或工作中的表现,例如通过质

性访谈或行为观察,验证该模式对职业行为的长

期影响.部 分 学 生 反 馈 “科 普 活 动 占 用 课 余 时

间”,提示需优化任务设计,例如采用弹性分组或

缩短作品周期;“个别学生参与度低”的问题,则

需引入更科学的评价机制,如过程性考核.在科

普活动设计方面,可探索与传播学团队的合作,提
升教师科普传播技巧.

５　小结

思维导图联合科普实践教学模式体现了“知行

合一”的教育理念,有效提升了课堂趣味性和学生参

与度,在知识传授的同时培养学生的伦理决策能力

和正确的价值导向,但其长期效果、跨学科合作仍有

待进一步探索.未来应提高教师的教学与科普能

力,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通过多中心研究或混合方

法设计,优化课程评价方法,完善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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