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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理论教考联动模式用于机器人辅助手术
护理带教对教学质量的影响

马翠萍 1，谢劲波 2，郑少兵 2，司文 1

（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1. 全科医学科；2. 介入导管室  陕西  西安  710038）

摘要 目的：通过引入建构主义理论，结合教考联动模式，优化机器人辅助手术护理带教的教学质量。方法：选取 2020 年 1 月—

2021 年 5 月于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手术室实习的 45 名护理实习生纳入对照组，将 2021 年 6 月—2023 年 1 月于空军军

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手术室实习的 45 名护理实习生纳入研究组。对照组采用临床传统的教学方法，而研究组则在对照组的基

础上采用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教考联动模式进行机器人辅助手术护理带教。比较两组实习生的理论与操作考核成绩、评判性思

维能力测量表评分及自主学习能力评价量表评分。结果：两组实习生理论与操作成绩比较，研究组理论与操作考核成绩显著高

于对照组（P<0.05）；两组实习生教学前无明显差异（P>0.05），教学后研究组寻找真相、开放思想、分析能力及总分等评分

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两组实习生教学前学习动机、计划与实施、自我管理等评分并无明显差异（P>0.05），教学后研

究组学习动机、计划与实施、自我管理等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但人际沟通评分与总分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教考联动模式在机器人辅助手术护理带教中取得了显著的教学影响，可以有效提升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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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eaching-examination linkage model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nstructivism on teaching quality in robot-assisted surgery education for nurses

MA Cuiping1, XIE Jinbo2, ZHENG Shaobing2, SI wen1

(1.Department of General Medicine; 2.Intervention Catheterization Room,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the Air Force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38,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optimize  the  teaching quality  in robot-assisted surgery education  for nurses by  introducing  the  teaching-
examination  linkage model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nstructivism. Methods: 45 nurse  interns  in  the operating  room of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the Air Force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January 2020 to May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other 45 nurse interns  in  the same department and hospital  from June 2021 to January 2023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group. Nurse 
intern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ained with traditional clinical teaching methods, while the study group were trained with the teaching-
examination linkage model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nstructivism. The theoretical and operational assessment scores,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measurement scale scores, and self-learning ability evaluation scale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intern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theoretical and operational scores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scores of  truth-seeking, open-mindedness, analytical ability and total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interns before teaching, while the above indicators in the study group after teaching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scores of learning motivation,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and self-
managem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interns before teaching, but the above scores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teaching (P<0.05), and the difference i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total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teaching-examination linkage model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nstructivism has 
a significant pedagogical impact on robot-assisted surgery education, 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Key words  Theory of Constructivism; Teaching-examination Linkage Model; Robot-assisted Surgery; Nursing Teaching; Clinical 
Teaching; Teaching Quality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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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辅助手术作为一种先进的手术方式，

已经在临床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这种手术方式具

有精准度高、创伤小、恢复快等优点 [1-3]。然而，

这种手术方式对护理人员的专业素养和技术水平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4-5]。因此，如何有效地培养和提

高护理人员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成为当前护理

教育面临的重要问题。在建构主义理论指导下，护

理教育可以更加注重学生的主体性，鼓励学生通过

自身的经验和实践活动来建构和完善自己的知识体 

系 [6-7]。这种教学方式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

主动性，还能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该理论强调学习者的主动性和知识建构的过程，

与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为护理教育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方法论，

有助于推动护理教育的改革和创新 [8-10]。教考联动

模式强调教学与考核的紧密结合，通过定期的考核

和反馈，帮助学生及时了解自己的学习状况，调整

学习策略，提高学习效果 [11-12]。同时，该模式还鼓

励学生通过实践操作、案例分析等方式，将理论知

识与实际应用相结合，加深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和掌

握。基于此，为探讨建构主义理论的教考联动模式

用于机器人辅助手术护理带教对教学质量的影响，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0 年 1 月—2021 年 5 月于空

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手术室实习的 45 名护理

实习生纳入对照组，将 2021 年 6 月—2023 年 1 月

于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手术室实习的 45 名

护理实习生纳入研究组。其中对照组男生 10 例，

占比 22.00%，女生 35 例，占比为 77.78%，平均

年龄为（22.24±0.67）岁；研究组男生 9 例，占比

20.00%，女生 36 例，占比为 80.00%，平均年龄为

（22.35±0.77）岁。比较两组实习生性别、年龄，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研究方法

1.2.1 对照组 采用临床上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师主

要通过口头讲解的方式，传授机器人辅助手术护理

的理论知识、操作技巧和注意事项。实习生则以听

讲为主，通过笔记和记忆来吸收知识。教师展示机

器人辅助手术护理的标准操作流程，实习生通过观

察教师的操作来学习正确的护理技能。通过笔试或

操作考核的方式，考察实习生对机器人辅助手术护

理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

1.2.2 研究组 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采用基于建构主义

理论的教考联动模式进行机器人辅助手术护理带教，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2.2.1 构建情境化的学习环境：模拟机器人辅助手

术的完整流程和环境，包括手术室的布局、设备的

摆放以及手术团队的协作方式等。环境模拟让实习

生有机会亲身参与到手术护理的各个环节中，从术

前准备到术中配合，再到术后护理，全方位地体验

手术护理全过程。实习生可以使用达芬奇机器人手

术设备进行操作练习，包括机器人的操控、手术器

械的使用等。这种真实的操作体验让实习生能够更

好地掌握手术护理技能，提高操作的熟练度和准确

性。此外，还模拟了手术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紧

急情况，如设备故障、患者突发状况等。实习生扮

演手术中手术护士的角色，负责手术机器人的调试

和手术器械的传递。在手术过程中，手术机器人突

然出现故障，实习生需要迅速与医生沟通，调整手

术方案，并协调其他团队成员共同解决问题。通过

这次模拟经历，实习生不仅学会了如何处理设备故

障等紧急情况，还深刻体会到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1.2.2.2 引导主动学习与探索：通过设计一系列与达

芬奇机器人手术系统护理相关的问题，可以有效激

发实习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促使他们主动思考和

探索，进而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实习生需要通过

查阅资料、讨论交流等方式，寻找问题的答案。在

这个过程中，教师可以提供必要的指导和支持，帮

助实习生解决遇到的问题和困惑。这些问题涉及手

术护理的各个方面，包括术前准备、术中配合、术

后护理等。①术前准备。在机器人辅助前列腺切除

手术前，护士需要做好哪些准备工作，包括具体的

材料和特殊设备的准备。②术中配合。在手术过程中，

护士如何与手术医生、麻醉师等团队成员有效配合，

特别是在手术机器人操作环节。③术后护理。术后

患者可能面临哪些风险和并发症，如何进行有效的

预防和护理，如何制定个性化的术后康复计划帮助

患者尽快恢复健康。④手术机器人操作与维护。达

芬奇机器人手术系统的操作和维护有哪些特殊要求，

护士在手术过程中如何确保手术机器人的正常运行，

在设备出现故障时，护士应如何应对。

1.2.2.3 实践操作与技能提升：安排实习生进行机器

人辅助手术护理的实践操作，包括术前准备、术中

配合以及术后护理等。通过反复练习和实际操作，

让实习生掌握机器人辅助手术护理技能，提高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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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和熟练度。①术前准备。实习生需要按照规范

的操作流程，准备好手术所需的各项物品和设备。

包括手术机器人的调试、手术器械的消毒与传递、

患者的体位调整等。在实践操作中，实习生会遇到

各种问题，如设备故障、物品缺失等，这需要他们

迅速作出反应，采取有效的措施解决问题。②术中

配合。实习生需要与手术医生、麻醉师等团队成员

紧密配合，确保手术顺利进行。实习生要熟练掌握

手术机器人的操作技巧，准确传递器械，密切观察

患者的生命体征变化。通过反复练习和实际操作，

逐渐提高实习生的操作水平和熟练度，使其更好地

适应临床工作需求。③术后护理。实习生需要了解

患者的恢复情况，制定合适的护理计划并采取有效

措施预防并发症的发生。在实践操作中，实习生会

学习到如何观察患者的病情变化、如何调整护理方

案、如何进行术后宣教等技能。

1.2.2.4 反思与总结：每次实践操作后，实习生需要

对自己的表现进行评价，分析自己在护理过程中的

优点和不足，并提出改进措施。这种反思与总结的

过程有助于实习生深化对知识的理解，提高自我评

价与自我调整能力。如在一次模拟机器人辅助前列

腺切除术中，实习生术前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

但在术中配合时与手术医生的沟通不够顺畅，导致

手术进度受到一定影响。实习生会提出加强与手术

医生的沟通练习，提高默契度或通过模拟更多种类

的手术场景，来增强自己在不同情况下的应变能力

等具体改进措施。在教学过程中，带教老师需要密

切关注实习生的学习进度与表现，及时给予指导和

帮助。同时，带教老师还需要根据实习生的学习情况，

灵活调整教学策略和方法，以确保教学质量和效果。

1.3 观察指标与评价标准 ①理论与操作考核成绩：

本科室自行设计了考核试卷，总分设定为 100 分，

并采用笔试与操作演示相结合的考核方法。②评判

性思维能力测量表 [13] 共 7个维度，分别为寻找真相、

开放思想、分析能力、系统化能力、批判思维的自

信心、求知欲和认知成熟度。每个维度包含 10 个条

目，总共 70 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 Likert 6 级评分

法，每个维度的总分为 10~60 分。总分最低 70 分，

最高 420 分。③自主学习能力评价量表 [14] 共 4 个维

度，分别是学习动机（6 个条目）、计划实施（6 个

条目）、自我管理（4 个条目）、人际沟通（4 个条

目），共20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

即从1~5分进行评分。总分最低20分，最高100分。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 26.0 软件进

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
表示，组间行独立样本 t 检验，两组多时点比较采

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计数资料以例数（百分比） 

[n（%）] 表示，组间行 χ 2 检验。检验水准α =0.05。

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理论与操作考核成绩 两组实习生理论与操作

考核成绩比较，研究组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2.2 评判性思维能力 两组实习生教学前评判性思

维能力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教学后研究组寻找真相、开放思想、分析能力及

总分等评分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而系统化能力、评判思维自信心、求

知欲、认知成熟度结果显示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2。

2.3 自主学习能力 两组实习生教学前自主学习能

力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教学后研

究组学习动机、计划与实施、自我管理等评分显

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

人际沟通与总分结果显示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3。

3 讨论

在机器人辅助手术室护理带教中，实习生不再

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成为学习的主体，主动探索、

建构和理解护理知识 [15-17]。同时通过模拟真实的手

术环境、组织小组讨论与协作学习、开展角色扮演

与案例分析等活动，为实习生创造一个积极、互动、

协作的学习环境 [18-20]。这种环境有助于实习生更好

地理解和掌握护理知识，提高他们在实际操作中的

应变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带教过程中，教师

会引导实习生对护理操作进行反思和评价，及时纠

表 1 两组实习生理论与操作考核成绩比较（x±s）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oretical and operational 

assessment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interns（x±s）

组别 理论成绩 操作考核成绩

研究组（n=45） 89.93±5.91 95.73±1.52

对照组（n=45） 86.13±8.76 94.66±1.50

t 值 2.411 3.333

P 值 0.018 0.001



303

马翠萍等：建构主义理论教考联动模式用于机器人辅助手术护理带教对教学质量的影响

正错误与不足，促进知识的内化及技能的提升 [21-22]。

同时，通过定期的考核和反馈，教师可以了解实习

生的学习进度和掌握情况，及时调整教学策略，确

保教学质量。两组实习生理论与操作考核成绩比较，

研究组理论与操作考核成绩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这表明基于建构主义理

论的教考联动模式能有效提高实习生机器人辅助手

术护理知识的掌握了解。

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教考联动模式鼓励实

习生主动参与到学习过程中，通过对信息的主动筛

选、分析及评价，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 [23]。这种主

动性的学习过程有助于培养实习生的独立思考能力

和解决问题能力，进而提升他们的评判性思维能力。

通过模拟真实的工作场景或提供具体案例，实习生

能够在实践中学习和应用评判性思维技巧。这种情

境化的学习方式有助于实习生更好地理解与掌握评

判性思维的核心要素，提高他们在复杂情境中进行

有效思考和决策的能力。在学习过程中，实习生通

过与他人合作、讨论和分享，能够拓宽自己的思维

视野，接触到不同的观点和看法。这种互动过程有

助于培养实习生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使他们能够更

好地理解与尊重他人观点，同时也能够更加客观地

评估与分析问题 [24-25]。通过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教

考联动模式培养，实习生能够逐渐掌握评判性思维

的核心技能，如问题定义、信息搜集、逻辑推理、

假设检验等。这些技能不仅能够帮助他们在实习期

间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还能够为他们未来的职业

生涯奠定坚实的基础。牛小梅等人 [26]、王赟等人 [27]

的研究也采用了建构主义教学模式，并发现实习生

的评判性思维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特别是在开放

思想和分析能力方面，实习生的表现有明显的进步，

这与本研究结果一致，进一步印证了基于建构主义

理论的教考联动模式在培养评判性思维方面的积极

作用。然而本研究也发现，教学后两组实习生在系

统化能力、评判思维自信心、求知欲以及认知成熟

度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这

可能与样本量或研究时间较短有关，为了更深入地

了解这些差异的原因，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

这些因素对评判性思维能力培养的影响。

建构主义理论的教考联动模式能够激发实习生

表 2 两组实习生评判性思维能力评分比较（x±s）
Table 2 Comparison of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scale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interns （x±s）

指标
教学前 教学后

F时点 / 组间 / 交互值 P时点 / 组间 / 交互值
研究组（n=45） 对照组（n=45） 研究组（n=45） 对照组（n=45）

寻找真相 38.00±5.70 38.60±4.80 41.93±5.14 38.17±5.58 12.903/19.856/2.438 0.001/0.000/0.122

开放思想 31.20±4.29 30.73±3.58 31.77±4.80 29.24±4.59 1.032/5.311/3.525 0.312/0.024/0.064

分析能力 30.82±4.45 32.04±4.64 32.33±4.68 30.31±4.71 0.083/14.416/0.196 0.774/0.000/0.659

系统化能力 36.88±5.17 36.97±4.93 37.95±4.68 37.02±5.08 1.045/0.855/0.222 0.309/0.350/0.639

评判思维自信心 37.88±6.35 37.55±6.48 37.68±5.55 37.51±6.37 0.038/0.015/0.050 0.846/0.902/0.824

求知欲 32.75±4.85 32.60±4.98 33.80±4.95 32.66±4.99 1.802/1.395/0.478 0.183/0.241/0.491

认知成熟度 30.11±5.01 31.08±4.90 30.20±5.51 30.00±5.20 1.204/1.720/0.154 0.269/0.193/0.696

总分 237.60±18.50 241.34±17.45 242.60±21.73 234.35±20.68 0.176/8.082/0.451 0.676/0.006/0.503

表 3 两组实行生自主学习能力量表评分比较（x±s）
Table 3 Comparison of self-directed learning ability scale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interns（x±s）

指标
教学前 教学后

F时点 / 组间 / 交互值 P时点 / 组间 / 交互值
研究组（n=45） 对照组（n=45） 研究组（n=45） 对照组（n=45）

学习动机 20.04±2.58 20.48±1.99 21.62±2.98 21.03±3.03 10.804/12.093/0.510 0.001/0.001/0.477

计划与实施 16.95±2.22 17.53±2.05 19.57±2.97 18.57±3.34 44.037/8.154/0.180 0.000/0.005/0.672

自我管理 12.15±2.05 12.46±1.54 13.26±2.04 12.80±2.37 14.126/4.096/0.042 0.000/0.046/0.839

人际沟通 14.15±2.16 14.02±1.91 14.24±2.21 13.88±2.23 0.013/0.313/0.366 0.911/0.578/0.547

总分 64.97±6.18 64.62±4.82 66.62±7.33 65.33±8.05 2.755/0.433/0.451 0.101/0.512/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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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动机，在真实或模拟的情境中，实习生面临

实际问题与挑战，需要主动寻求解决方案，这种情

境化的学习方式能够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与好奇心，

进而增强学习动力。实习生需要自主制定学习计划，

明确学习目标及学习内容，并主动寻求资源和信息

来支持学习 [28]。通过不断地实践和调整，他们逐渐

学会如何有效地安排学习时间与进度，提高学习效

率。在自主学习过程中，实习生需要对自己的学习

状态进行监控和调节，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 [29]。 

通过反思和评价自己的学习过程和成果，使其能够逐

渐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与自我管理能力，为未来的学

习与职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本研究通过对比教学前

后两组实习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变化，发现研究组在教

学后的学习动机、计划与实施、自我管理等评分上显

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李小

芒等人 [30] 报道了采用建构主义理论的教学方法，发

现实习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得到了显著提高，特别是在

学习策略与自我管理方面，这与本研究结果相吻合。

这些研究结果的一致性进一步验证了基于建构主义

理论的教考联动模式在提升实习生自主学习能力方

面的有效性。然而，教学后两组实习生在人际沟通与

总分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这表明基

于建构主义理论的教考联动模式虽然强调了学习者

的主动性与自主性，但对人际沟通能力的培养可能与

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有关。在未来的教学中，可以考虑

进一步优化教学模式，注重培养实习生的人际沟通能

力，以促进其全面发展。

综上所述，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教考联动模式

用于机器人辅助手术护理带教，通过强调学习者的

主动性、情境性与社会互动性，有效提高了教学质量。

这种模式不仅有助于实习生掌握相关知识和技能，

还能培养他们的团队协作精神与沟通能力，为未来

的职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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