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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专业协同宣教活动促进妇婴保健课程改革的研究

郭雯雯 a，汤之明 a，苏丽嬛 b，孟娜娜 a，温丰榕 b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a.临床医学系；b.护理系，广东 肇庆 526040）

[摘 要] 目的 探讨跨专业协同宣教活动在妇婴保健课程教学改革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随机抽取三年制临床医学（妇

幼）专业 45 名学生和助产专业 90 名学生作为观察组，其余的 131 名学生作为对照组。 观察组分为 9 个跨专业协作小组，每组由

5 名临床专业与 10 名助产专业的学生组成，采用基于跨专业协同宣教活动的实践授课方式，小组成员自行分工合作完成课前的

复习与预习任务，课中的宣教模拟和课后的宣教实践活动，对照组采用传统的教师示教、学生模仿的实践授课方式。 比较 2 组学生

的理论、技能、宣教和综合考评成绩，评价观察组学生在课程前后的跨专业合作学习准备情况，从学生和教师视角评价参与者对跨

专业协同宣教活动背景下的妇婴保健课程教学改革方式的态度。 结果 观察组学生的技能、宣教和综合成绩均高于对照组（P<0.05）；
观察组学生在完成课程后的跨专业合作学习准备总分、团队认同和专业认同得分均高于授课前和对照组授课后（P<0.05）；参与跨

专业协同宣教活动的师生（78%~100%）普遍认为跨专业宣教活动背景下的妇婴保健课程形式在课程内容、教学团队、课堂形式及

考核方式设置方面均更合理，且在培养学生综合能力、提高学习积极性和教师的实践指导水平方面更有优势。 结论 跨专业协同

宣教活动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协调沟通和宣教等综合能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加专业认同，得到了师生的认可，对

妇婴保健课程教学改革具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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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ransdisciplinary Teaching on Curriculum Reform of Maternal and Infant Health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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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and effect of transdisciplinary teaching in the curriculum reform of maternal and
infant health care. Methods A total of 45 students majored in 3-year clinical medicine (maternal and child) and 90 students in
midwifery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another 131 students as control group.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divided into 9 trans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groups consisting of 5 clinical students and 10 midwifery students. Transdisciplinary
teaching mode was implemented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n which, members completed preview and review, teaching simulation
and teaching practice by themselves. And in the control group, conventional practice teaching was conducted. Students ’ performance
in theoretical knowledge test, skill and teaching test, and comprehensive test i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students ’
involvement in transdisciplinary learning and attitude toward the new teaching mod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observed.
Results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performed better in skill and teaching and comprehensive test when compared with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total score of transdisciplinary learning preparation and the score of team identification
and specialty identification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mode and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Most of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volving in transdisciplinary teaching and learning (78%~100%)
regarded that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team, classroom teaching and assessment tended to be more reasonable and the new mode
had advantages in promoting students’ comprehensive ability and leaning enthusiasm and teachers ’ practice teaching ability.
Conclusion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helps to cultivate students’ teamwork spirit, coordination, communication and teaching,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their professional identity, which gains recognition from teachers and students. It is
beneficial to promoting the curriculum reform of maternal and infant health.
Key words: interdisciplinary education; teaching;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care; curriculum reform

近年来， 医学教育逐渐重视跨专业教育（Inter-
disciplinary education，IPE），即 2 种或 2 种以上专业

的学生组成团队，共同学习与相互协调，以达到改善

合作和服务质量的教育过程[ 1 ]。 WHO 在 《跨专业团

队合作教育和协作实践的行动框架》中指出，IPE 可

以有效促进医护专业人员合作实践 [ 2 ]。 而妇婴保健

所对应的岗位工作任务包括妇女和儿童的全生命期

保健，需要医护团队协作完成。 基于此，本研究尝试

将跨专业教育引入临床医学（妇幼）和助产 2 个专业

的妇婴保健课程中，以宣教实践活动促进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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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较好效果，现报道如下。

1 对象

2019 年 3—7 月选取广东省某医学院校三年制

临床医学（妇幼）专业二年级在校生 90 名和三年制

助产专业二年级在校生 176 名为研究对象。 根据随

机数字表法， 按专业及一年级综合测评成绩进行分

层随机抽样，<60 分，60~70 分，71~80 分，81~90 分，
>90 分分别随机抽取 50%的学生，临床医学（妇幼）
专业抽取 45 名和助产专业抽取 90 名共 135 名作为

观察组，其余的 131 名作为对照组。 266 名学生均为

女生，观察组学生年龄 18～22（19.96±0.38）岁，对照组

学生年龄 17～22（20.02±0.34）岁。2 组学生均已完成基

础课程的学习，观察组基础课平均成绩（75.72±10.06）
分，对照组基础课平均成绩（76.70±10.17）分，基线资

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 组具有可比性。

2 方法

三年制临床医学（妇幼）专业与助产专业的妇婴

保健课程均在二年级下学期开课， 同样选用人民卫

生出版社出版舒建萍主编的《妇婴保健》教材，且课

程总学时均是 28 学时，实践 10 学时，具有开展跨专

业教学活动的条件。
2.1 前期准备

2.1.1 教学内容整合 为 了 更 好 地 解 决 妇 婴 保 健

课程中已学知识与新知识的对接以及课程标准与

日益进步的社会保健需求的对接， 对广东省某医

学 院 校 的 15 家 二 级 甲 等 以 上 的 实 习 医 院 进 行 临

床（妇 幼）与 助 产 专 业 岗 位 能 力 需 求 调 研 ，分 析 2
个 专 业 的 岗 位 能 力 培 养 任 务，根 据《妇 婴 保 健》课

程教学标准和调研结果整合教学内容， 删减已经

学过的内容， 增加岗位和社会普遍需求的妇女和

儿童保健内容， 将实践项目融入对应的理论模块

中， 进一步将课本专业性强的知识加工优化成适

合宣教的内容， 每一个模块设计 1 次宣教实践活

动（见表 1）。
2.1.2 组建跨专业团队 由妇产科、儿科、助 产 和

护理 4 个专业具有“双师素质”的教师组建 IPE 教

师指导团队， 授课前对教师进行 IPE 的教育培训

和集体备课， 制定授课计划和宣教活动的具体实

施方案及课程考核方案。 将观察组学生组建成跨

专业学生宣教小 组， 按 照 临 床 与 助 产 1∶2 的 人 员

配 比，每 小 组 有 5 名 临 床 医 学（妇 幼）专 业 学 生 和

10 名助产专业的学生，共组成 9 个跨专业宣教小

组。

2.2 教学实施

2.2.1 第 1 阶段理论授课 观察组的临床医学 （妇

幼）和助产专业学生合班集中上理论课，教室座位分

为 9 个讨论区， 按照跨专业小组分组落座讨论区听

课。由 IPE 团队的教师集中授课，每个教学模块授课

前观察组学生提前领取任务， 小组学生间沟通讨论

对应的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要点、 医护配合侧重点

及对应的已学知识异同点。 课上由每个小组选派 1
名临床（妇幼）学生和 1 名助产学生作为代表分别从

医、护 2 个角度概括课前讨论的结论，小组间再进行

相互讨论，教师予以点评补充完善。 教师将知识点、
技能操作要点及宣教任务要点贯穿在标准化病例

中，以病例分析的形式请每个小组协作讨论，由临床

学生汇报病例特点、疾病诊断（或保健要点）并提出

预防保健方案，由助产学生给出保健操作指导和人

文关怀示范。 对照组学生采用临床和助产分班授

课，授课教师与观察组教师相同。 课前任务、课上教

学活动流程与观察组相同，但无跨专业讨论与合作

环节。 在每个模块理论授课内容结束后对 2 组学生

均进行随堂测试，测试成绩合格的学生进入第 2 阶

段，未合格的学生当堂复测至合格后进入第 2 阶段。
2.2.2 第 2 阶段实践技能授课 在技能授课前，观

察组学生提前观看实践技能操作示教视频，每个跨

专业宣教小组根据宣教实践活动任务共同讨论制定

表 1 教学内容整合情况一览表

时间

整合前

整合后

理论

章节教学

1.围生期保健

2.新生儿期保健

3.婴儿期保健

4.新生儿和婴儿常见疾病预防

5.儿童期妇女保健

6.青春期妇女保健

7.妊娠期妇女保健

8.分娩期妇女保健

9.产褥期妇女保健

10.围绝经期妇女保健

11.节育期妇女保健

模块教学

模块一：孕期保健

1.妊娠期；2.围生期

模块二：产后保健

1.产褥期；2.新生儿期；
3.婴儿期；4.儿童期

模块三：女性特殊生理期保健

1.青春期保健

2.围绝经期保健

模块四：妇科常见疾病预防保健

模块五：生育调控

实践

项目 1：新生儿喂养

项目 2：新生儿访视

项目 3：婴儿生长发育监测与

评价

项目 4：产前检查(已学内容）
项目 5：产后访视

项目 6：宫内节育器放 置 与

取出术（已学内容）
项 目 7：负 压 吸 宫 术（已 学

内容）
项目 8：妇科检查（已学内容）

项 目 1：孕 期 自 我 监 护 （新

增内容）
项目 2：新生儿喂养

项目 3：婴儿生长发育监测

项目 4：新生儿访视

项目 5：产后访视

项目 6：生理期不适的 缓 解

方法（新增内容）
项目 7：妇科疾病常用检查

及护理技术（新增内容）
项目 8：常见各种避孕 方 法

的选择（新增内容）
项目 9：受孕技巧（新增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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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宣教方案的设计、宣教课件和资料的编写，以书

面形式交由指导教师评分并给出修改意见，由小组成

员共同修改完善后再次交给指导教师审定，形成终稿。
观察组的实践技能授课中由各跨专业宣教小组成员

根据既定的宣教方案模拟宣教过程并进行操作演示，
教师扮演被宣教者，在观察后分别对学生在宣教中的

专业表现、沟通表现、人文关怀表现及汇报内容进行

点评打分，并予以指导完善后进入第 3 阶段。 对照

组采用教师示教-学生模仿-教师指导的传统实践技

能带教的授课方式，课后自行复习不进入第 3 阶段。
2.2.3 第 3 阶段实践活动 观察组中的各宣教小组

在 5 个宣教任务中随机抽取一个任务进行社区真实

场景的协同宣教实践活动，活动中学生为宣教主体，
教师为观察者与指导者， 对学生的表现进行反馈并

指出优缺点，同时强化各专业在宣教中的任务重点。
2.3 考核评价

2.3.1 考核成绩评价 妇婴保健整门课程结束后，
对观察组和对照组全部学生进行综合考核， 包括理

论考核和实践技能考核。 理论考核采取闭卷考试形

式，由单选题、多选题、名词解释、简答题和病例分析

题构成，满分 100 分；实践技能考核项目采取跨专业

协同的考核方式，由 1 名临床（妇幼）专业学生与 2
名助产专业的学生自行组队协同完成考核， 观察组

和对照组学生不可跨组组队， 因为对照组助产专业

学生人数不能满足该比例，有 4 名会重复组队，只记

录第 1 次考核成绩。 考核项目为课中学过的 5 个操

作项目，以案例形式展示，考生在考前 20 min 通过

抽签抽取考题，3 名考生协同完成操作与宣教 2 个

任务，每个任务满分 100 分，考核分数为 3 人共享。
全部考核完成后，按照理论成绩∶操作成绩∶宣教成绩

为 6∶3∶1 的比例形成综合成绩，满分 100 分。
2.3.2 跨专业合作学习评价 在课程实施前， 分别

向观察组与对照组学生发放跨专业合作学习准备量

表， 评价研究对象的整体跨专业合作学习准备基础

情况。课程实施后，在理论考核中向两组学生同时发

放跨专业合作学习准备量表，同试卷一起当场收回。
该量表是王喜益等 [ 3 ]在 McFadyen 等（2006 年）修订

版基础上汉化后形成的中文版， 用以评价学习者在

团队合作、专业认同、角色和职责方面的态度和能

力 3 个维度的准备状况，共 19 条，采用 Likert 5 级

计分法，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依次计 1~5
分。中文版量表的重测信度为 0.708，Cronbach α 系数

为 0.887[4 ]。 量表条目分值越高，表示调查对象的跨

专业合作学习准备状况越好。 量表总分≥57 分，说明

调查对象的准备状况较好；反之提示准备状况欠佳。
向观察组学生和跨专业教师指导团队所有参与

者发放基于跨专业协同宣教活动的妇婴保健课程改

革评价问卷（自制），了解师生参与者对该种教学改

革的看法和态度。
2.4 统计学方法 用 SPSS 23.0 进行数据统计与分

析。基本信息采用描述性分析，计数资料采用频数与

百分比记录，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进行

独立样本 t 检验，P<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考核成绩 观察组学生的操作、 宣教及综合

的平均成绩均高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观察组理论考核平均分高于对照组，但 2
组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2。

3.2 跨专业合作学习准备得分 课程前，观察组与

对照组所有学生中 93.23%（248/266） 的学生跨专业

合作学习准备良好（≥57 分），2 组在团队合作、专业

认同、 角色认同和跨专业合作学习准备总分 4 个项

目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课程实施后，观察

组团队合作、 专业认同和跨专业合作学习准备总分

与课程前得分对比均显著提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对照组课程前后的 4 个项目得分对比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课程后，观察组在团队

合作、 专业认同和跨专业合作学习准备总分 3 个项

目的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观察组角色认同分在活动前后对比及与对照组课程

后对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3。

表 2 观察组与对照组考核成绩比较（X±S，分）
项目

观察组

对照组

t
P

n
135
131

理论成绩

83.02±5.63
81.25±8.91

1.963
0.051

操作成绩

80.06±5.98
77.78±6.64

2.966
0.003

宣教成绩

76.38±5.35
72.95±7.59

4.308
<0.001

综合成绩

81.47±3.85
79.38±6.27

3.318
0.001

注：t1、P1 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课程后对比。

表 3 观察组与对照组跨专业合作学习准备得分比较

团队合作

专业认同

角色认同

跨专业态度总分

课程前

37.61±4.47
21.49±2.21
9.71±1.54
68.81±5.50

课程后

42.24±1.88
22.50±2.19
10.01±1.63
74.14±3.42

t
11.251
3.817
1.554
10.794

P
<0.001
<0.001
0.121
<0.001

课程前

37.40±3.44
20.81±2.62
9.36±1.95
67.57±4.89

课程后

37.73±4.47
21.12±2.23
9.76±1.35
68.61±4.77

t
0.783
1.045
1.920
1.746

P
0.434
0.297
0.056
0.082

13.657
5.092
1.342
12.170

<0.001
<0.001
0.181

<0.001

观察组（n=135） 对照组（n=131） t1 P1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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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不同视角对基于跨专业协同宣教活动的妇婴

保健课程改革的评价 与传统的单专业的理论和实

践授课形式相比，从观察组学生视角和教学团队教师

视角下，78%~100%的参与者认为基于跨专业协同宣

教实践活动的妇婴保健课程形式在课程内容设置、
教学团队设置、 课堂形式设置及考核方式设置方面

均更合理，而且在培养学生综合能力、提高学习积极

性和教师的实践指导能力方面更有优势。 见表 4。

表 4 不同视角对基于跨专业协同宣教活动的妇婴保健课程与传统教学的对比评价（人数/%）

内容设置更合理

教学团队更合理

课堂形式更合理

考核方式更合理

更有助于教师实践指导水平的提高

更有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

更有助于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提高

同意

129（95.6）
131（97.0）
130（96.3）
128（94.8）
132（97.8）
129（95.6）
126（93.3）

学生视角（n=135）
不确定

4（3.0）
1（0.7）
2（1.5）
3（2.2）
2（1.5）
3（2.2）
5（3.7）

不同意

2（1.5）
3（2.2）
3（2.2）
4（3.0）
1（0.7）
3（2.2）
4（3.0）

同意

7（ 78）
9（100）
9（100）
8（ 89）
9（100）
8（ 89）
9（100）

教师视角（n=9）
不确定

2（22）
0（ 0）
0（ 0）
1（11）
0（ 0）
1（11）
0（ 0）

不同意

0（0）
0（0）
0（0）
0（0）
0（0）
0（0）
0（0）

项目

4 讨论

4.1 跨专业协同宣教活动对学生能力培养的积极

作用 21 世纪卫生保健人才培养的需要是所有的

医疗保健临床医护能够在团队中合作、协同、交流，
以确保护理是持续的、可靠的[ 5 ]。 IPE 正是鼓励不同

专业的学生在相同的教育环境中， 从新的和不同的

观点来处理理论和实践领域的各种案例、 现象和问

题的互动， 逐渐成为卫生专业人员教育实践中的一

种全球趋势[ 6 ]。 本研究将 IPE 理念与情景演练、社区

实践相融合，围绕宣教能力培养的主题，在妇婴保健

课程中开展改革。 经过部分理论和技能方面内容的

有效整合和设计，课前通过线上领取案例任务，以复

习旧技能、自学新知识为主；课中通过线下跨专业小

组协同情景演练， 以训练宣教能力、 巩固新知识为

主；课后通过社区实践活动，以锻炼综合能力和增长

临床经验为主。考核结果显示，观察组学生在技能操

作、宣教能力及综合能力评价中，考核的平均成绩均

高于对照组（P<0.05）。 一方面与跨专业教育下学生

在协作中有效沟通，认识各自的优势与劣势，分享学

习经验，从更多的角度和角色中获得不同的知识、技

能和方法[7 ]有关。 另一方面，本研究设计的在跨专业

协同宣教活动促进下的课程改革方式更注重学生的

主体地位和参与性， 将技能操作项目与理论知识相

融合，以案例的形式展现，教学重点和能力培养在课

前、课中和课后的各教学环节中层层递进，不断加强

和巩固。相比之下，传统的实践教学通常是单项技能

操作的示范与模仿， 未涉及医护间跨专业合作的教

学内容与情景模拟 [ 8 ]，导致技能操作与临床案例脱

节， 宣教能力的培养通常只是局限于知识的单项输

入，缺乏知识的输出与实战演练，忽视了能力培养的

过程与方法。 本研究中因为观察组和对照组的理论

授课形式采用的是同一教师授课，并进行随堂测试，
测试合格后方进入下一阶段的教学， 所以 2 组学生

的理论知识掌握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4.2 跨专业协同宣教活动对学生跨专业学习准备

情况的促进作用 团队间的协同合作将逐渐取代分

工细化成为医疗工作未来的走向 [ 5 ]。 医疗和护理需

要多专业、多学科的紧密合作，医护人员需要有更为

宽广的视角以及更丰富的知识储备，因此，团队中跨

专业的有效合作将成为医学生必备的能力之一 [ 9 ]。
WHO（2010）建议在医疗保健专业人员的培训中开

展 IPE 可以提高学生团队合作的能力[10]。学生对 IPE
的准备情况是学习和教学过程的先决条件 [11]。 本研

究数据显示，2 组学生中 IPE 准备情况良好（≥57 分）
的占比为 93.23%（248/266），具有开展 IPE 的基础。 课

程后， 观察组学生跨专业合作准备量表（readiness
of interprofessional learning scale，RIPLS） 平均分为

（74.14±3.42）分，与孙朋霞等 [12]对护理专业学生调查

的结果（72.45±9.82 分）相近，显著高于该组课程前及

对照组课程后的 RIPLS 平均分（P<0.05）。学生的高度

准备程度反映了学生对 IPE 的需求意识 [13]，跨专业

宣教活动进一步为促进和鼓励 IPE 融入当前的课程

提供了更多的可行性。
观察组学生在课前、 课中和课后的各个环节都

是临床和助产 2 个专业学生组成的跨专业团队协同

完成，在协作中进行有效沟通，合理分工，学习并适

应彼此的角色和责任 [14]，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拥有

更扎实的理论知识和决策能力， 而助产专业的学生

在注重宣教对象的心理状况和人文关怀能力方面更

突出，2 个专业优势互补，在合作中加强了对自己专

业的认同和对团队其他成员职责的理解与尊重。 跨

专业协同宣教活动后， 观察组学生的团队合作和专

业认同准备得分均高于活动实施前及对照组课程后

（P<0.05）。 证明了基于 IPE 的宣教活动可以提高学

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和专业认同感，比传统教学更容易

使学生建立对团队的理解，进而更好地运用 IPE[12]。 学

第 17 期 郭雯雯等：跨专业协同宣教活动促进妇婴保健课程改革的研究 31



护 理 学 报 2021，28（17）

生在教育培训的临床实践中与其他专业合作，获得

专业与职责的准备将帮助学生更好地与其他专业的

同事接触，并提高他们一起解决医疗保健问题的能

力，有利于改善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与其他医疗团

队成员的合作[15]。 因为本研究设计的 IPE 是以实施

宣教实践活动为主要形式的，教学环节的设计以锻

炼学生的宣教能力为主要目的，对临床诊疗与护理

内容涉及较少，宣教的模拟和实践过程中对于医护

的角色定位未进行明确划分，参与的学生均为在校

生，尚未进入临床实习，缺乏临床角色体验 [16]，因此

研究数据提示课程前后学生的角色认同准备得分差

异无显著变化。
4.3 跨专业宣教活动在课程改革中的价值与存在

的问题 课程改革效果的最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是教

育者与被教育者的态度和评价。 本研究分别从学生

视角和教师视角分析了以跨专业协同宣教活动促进

下的妇婴保健教学改革方式， 与传统单专业的理论

和实践授课形式相比，参与的师生普遍（78%~100%）
认为在课程内容设置、教学团队设置、课堂形式设置

及考核方式设置方面均更合理， 而且在培养学生综

合能力、 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和教师的实践指导水

平方面更有优势。 可见在医学课程的教学改革中引

入跨专业教育活动更适应现代医学人才培养需求，
将互动式活动整合到课程中，并确保学生参与这些课

程的积极态度，对妇婴保健教学改革具有促进作用。
跨专业教学实施需要多专业学生在学习进度、

时间等方面的协调， 同时需要平衡专业和学科内容

的深度，三年制临床医学（妇幼）和助产专业的妇婴

保健课程满足了以上条件， 具备实施跨专业教育的

可行性。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是忽视了跨专业教育可

能会增加学生的工作量， 因课程内容的特点导致教

学活动中弱化了医护角色定位， 在日后的教学改革

中应尽量在教学环节的设计、 教学内容的选取和课

时安排中找到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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