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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提高护理专业学生临床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心胸外科PBL护理教学案例旨在通过模拟真实临床场景，引导学生主动思考、发现问题并

寻求解决方案，从而培养其临床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适应医学教育改革的需要

当前医学教育正逐渐从传统的知识传授向能力培养转变，PBL教学法作为一种以学生为中

心的教学方法，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能力，适应医学教育改革的需要。

促进心胸外科护理教学的改进

通过PBL教学法的实施，可以推动心胸外科护理教学的改进，提高教学效果和质量，培养

更多具备创新能力和实践经验的护理人才。

目的和背景



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

PBL教学法是一种以问题为导

向的教学方法，它通过模拟真

实场景，提出具有挑战性的问

题，引导学生主动思考、讨论

和解决问题。

在PBL教学法中，学生成为学

习的主体，他们需要自主查找

资料、分析问题、提出假设并

验证假设，从而培养自主学习

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PBL教学法强调小组合作与讨

论，学生需要在小组内分享观

点、交流思想、协作解决问题，

从而培养团队合作和沟通能力。

在PBL教学法中，教师的角色

从传统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引

导者和促进者，他们需要引导

学生思考、提供必要的支持和

指导，并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和

探索。

学生为主体的学习模式 小组合作与讨论 教师的角色转变

PBL教学法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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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胸外科疾病概述



常见心胸外科疾病

心脏瓣膜病 胸部肿瘤

如二尖瓣狭窄、主

动脉瓣关闭不全等。
如肺癌、食管癌、

纵隔肿瘤等。

先天性心脏病 冠心病 胸部创伤

如房间隔缺损、室

间隔缺损、动脉导

管未闭等。

包括心绞痛、心肌

梗死等。

如肋骨骨折、血气

胸、心脏外伤等。



患者可能出现心悸、胸闷、
胸痛、呼吸困难、咳嗽、
咯血等症状。

症状 体征 辅助检查

可能出现心脏杂音、心律
失常、心界扩大、肺部啰
音等体征。

心电图、超声心动图、X
线胸片、CT、MRI等影像
学检查，以及血液生化检
查等。

030201

临床表现与诊断



药物治疗

手术治疗

介入治疗

护理原则

治疗方案及原则

针对患者的症状，使用相应的

药物，如抗心绞痛药物、抗心

律失常药物、抗凝药物等。

通过导管等介入手段，进行心脏

或血管的诊断和治疗，如冠状动

脉球囊扩张术、支架植入术等。

对于某些疾病，如心脏瓣膜病、胸部

肿瘤等，可能需要进行手术治疗，如

瓣膜置换术、肿瘤切除术等。

密切观察患者病情变化，提供

心理支持，协助患者进行康复

训练和生活方式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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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评估与计划制定



对患者的心率、呼吸、血
压、体温等基本生命体征
进行实时监测，了解患者
的身体状况。

生命体征监测

详细询问患者病史，包括
既往病史、家族病史、过
敏史等，为制定个性化护
理计划提供依据。

病史采集

通过与患者交流，了解患
者的心理状况，判断是否
存在焦虑、抑郁等心理问
题。

心理状况评估

患者入院评估



    

护理问题识别

呼吸系统问题

心胸外科患者往往存在呼吸系统问题，

如呼吸困难、肺部感染等，需要采取

相应的护理措施。

疼痛管理

心胸外科手术后患者常伴有疼痛，有

效的疼痛管理对于患者的恢复至关重

要。

营养支持

心胸外科患者由于手术创伤、应激反

应等因素，往往存在营养摄入不足的

问题，需要给予合理的营养支持。



针对患者呼吸系统问题，制定相应的
呼吸功能锻炼计划，如深呼吸、有效
咳嗽等。

呼吸功能锻炼 疼痛缓解措施

营养支持方案 心理护理策略

根据患者的疼痛程度，选择合适的疼
痛缓解措施，如药物镇痛、物理疗法
等。

根据患者的营养状况，制定个性化的
营养支持方案，包括饮食调整、肠内
营养、肠外营养等。

针对患者存在的心理问题，制定相应
的心理护理策略，如心理疏导、认知
行为疗法等。

个性化护理计划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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