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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索“孕期陪伴”项目能否提升助产专业学生核心课程《助产学(上)》的学习效果。

方法：随机将39名助产学生分为两组,实验组20名、对照组19名。实验组每两名学生和一名孕妇结对,

云陪伴孕妇整个妊娠过程。利用SPSS23.0统计软件,分析两组学生的《助产学(上)》课程论成绩和专业技

能操作成绩差异。结果：实验组学生的《助产学(上)》理论成绩均分为70.13、专业技能操作成绩均分

为79.45,均高于对照组学生成绩均分(64.11,72.84),且具有显著性差异(P=0.04,P=0.006)。结论：“孕期陪

伴”项目有助于助产专业学生学习《助产学(上)》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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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Pregnancy Companion" on Improving the Learning Outcome of Midwifery Professional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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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whether "pregnancy companion" project can improve the learning outcome 

of "Midwifery (I)" for students majoring in midwifery. Methods: 39 midwifery stud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experimental group 20, control group 19.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each two students paired 

with a pregnant woman, and accompanied the pregnant woman during her pregnancy through the Internet. 

SPSS23.0 statistical software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scores of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and 

professional skills operation of "Midwifery (I)"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average theoretical score 

of "Midwifery (I)"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70.13 and the average score of professional skill operation was 

79.45, higher than the average scores of the control group (64.11,72.84), and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4,P=0.006). Conclusion: "Pregnancy companion" is helpful for students majoring in midwifery to learn 

the course of "Midwife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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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世界需要助产士,现在比以往更

甚”是国际助产士日的长期主题[1]。在

新的生育政策下,我国助产士短缺的状

况已经得到明显的改善,但部分医院尚

未达到原卫生部规定的助产士人数应为

产床数1/3的标准[2-3]。三孩政策的实施,

将增加社会对助产士的需求,同时高危

孕产妇的比例增加、产妇情感需求增加

对助产士的综合能力也提出了更高要

求。目前我国助产士培养的主力军还是

各所高职院校,毕业生水平参差不齐

[4-5]。为此,我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增

强助产学生的核心胜任力,包括聘请临

床一线助产专家授课,建立“双师型”教

学队伍；依据岗位需求,完善助产专业培

养方案；结合高职学生学情,实施课堂教

学改革；重视技能操作,加强校内外实训

基地建设等,以期培养高质量的助产毕

业生。“孕期陪伴”项目指助产专业二年

级学生和孕妇结对,云陪伴孕妇的整个

妊娠过程,帮助助产专业学生提升专业

素养。本研究旨在分析“孕期陪伴”项

目能否提升助产专业学生核心课程《助

产学(上)》的学习效果,为提升助产专业

学生的人才培养质量提供依据。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1.1.1采用随机抽样法将20级助产

专业39名学生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

验组20名学生,对照组19名学生。两组学

生年龄19-20岁,性别女,一般资料比较

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 

1.1.2选取10名孕妇。纳入标准：定

期在医院产检,具有大专及以上教育程

度,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对妊娠有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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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愿意与学生分享妊娠的变化和感

受。入选对象平均年龄28.5岁,平均孕周

17周+3天。其中初产妇6名,经产妇4名。

剔除标准：既往有精神病史或者有精神

障碍疾病的孕妇；有妊娠严重并发症或

者合并心、脑、肾等严重疾病的孕妇：

不能有效沟通者,如聋哑等。 

1.2研究方法 

1.2.1从2021年8月至2021年12月,

实验组中每2位学生和1名孕妇随机结对,

结对期间学生利用微信每周询问孕妇的

身体心理变化、胎儿发育情况,并在专业

老师的指导下,结合孕妇的孕周,对孕妇

进行胎儿发育特点、母体变化知识的科

普。除此以外,两组学生的课堂理论教学

和专业技能操作的学习、考核等安排完

全一致。 

1.2.2利用SPSS23.0统计软件,采用

独立样本T检验,对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

《助产学(上)》课程期末理论成绩和专

业技能操作成绩进行比较,检验孕期陪

伴项目的效果。同时,比较两组学生同期

学习课程《成人外科护理(上)》、《成人

内科护理(上)》、《儿科护理》、《妇科护

理》期末理论成绩,避免抽样误差。 

2 研究结果 

实验组学生的《助产学(上)》理论

成绩均分为70.13、专业技能操作成绩均

分为79.45,均高于对照组学生成绩均分

(64.11,72.84), 且 具有 显著 性 差 异

(P=0.04,P=0.006)；两组学生在其余四

门主课：《成人外科护理(上)》、《成人内

科护理(上)》、《儿科护理》、《妇科护理》

中,成绩均分无显著性差异(P=0.98；

P=0.26；P=0.20；P=0.77)。(见表1) 

3 讨论 

3.1“孕期陪伴”项目可促进《助产

学(上)》课程的理解和掌握 

《助产学(上)》主要内容包括妊娠

生理、孕期保健、妊娠并发症和合并症

等内容护理。在期末测评中,实验组的学

生《助产学(上)》的理论和专业技能操

作成绩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4,P= 

0006),而在同期的四门主课：《成人外科

护理(上)》、《成人内科护理(上)》、《儿

科护理》、《妇科护理》中,两组学生成绩

无显著性差异。此外,实验组的学生在专

业技能操作的过程中更重视与孕妇的沟

通,人文关怀更加到位。实验结果说明

“孕期陪伴”项目可以帮助助产专业学

生提高助产专业素养。孕期陪伴项目中,

学生可以通过网络接触真实的孕妇,弥

补了见习不足的问题；并且,相对于传统

见习,学生全程陪伴同一位孕妇,感受她

的孕期连续性的变化,又对妊娠有了比

较整体的认识；同时,孕期陪伴提高了对

助产学学习的兴趣,也给了学生进一步

求知的动力。以上均有助于学生掌握《助

产学(上)》课程内容。 

3.2“孕期陪伴”项目可提升学生的

综合能力 

助产专业,作为一门理论性、操作

性、实践性以及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对于

助产学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都有着较高

要求[6]。临床实践也是助产教学中的重

要手段,有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临

床实践主要包括临床见习和临床实习两

部分。目前,我校助产专业学生尚未安排

见习,主要原因包括：(1)高职助产专业

为三年制,其中包括临床实习一年。学生

在校时间短,课程繁重,学生除助产课程

外,还需学习所有护理课程,缺少时间进

行临床见习。(2)学校助产专业和护理专

业学生比较多,一届超过1000名学生,并

且学校距离各医院较远,因此,无法保证

学生进行足够时间的见习。在传统助产

专业的教学中,《助产学(上)》采用教师

讲授,学生听课的方式,学生的学习思维

方式受限,从而影响学习动机的激发[7]。

而实验组的学生,在接受传统教学的同

时,参与到“孕期陪伴”项目中,在与孕

妇沟通交流的过程中成为了学习的主体,

当他们听到孕妇的症状或者问题时,会

促进新鲜感和探索欲的产生,从而促进

学生去寻求答案,产生学习的兴趣,进一

步提升自主学习的欲望和能力[8]。因此,

助产专业老师提出“孕期陪伴”项目,

以真实孕妇作为课外老师,解决专业核

心课程助产学中见习不足的问题,促使

学生主动去学习专业知识,去询问关心

孕妇,帮助助产学生学习《助产学(上)》,

提高学生沟通、人文关怀能力。在每周

的“孕妇陪伴”经验分享交流会中,也能

够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

和疑惑,表达交流的能力能有所提高；同

时,在反思、归纳及整理的过程中,会提

升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增

加评判性思维,提升助产学生的综合素

养[9]。 

3.3“孕期陪伴”项目是可靠且安

全的 

为了解学生和孕妇参与“孕期陪伴”

项目的意愿和疑虑,课题组成员在项目

实施前期向224名助产专业学生和131名

孕妇发放了问卷。其中98%的学生愿意参

加孕期陪伴项目,认为通过项目可以帮

助自己学习助产学专业知识,并且提高

自己沟通换和人文关怀能力。95%的孕妇

表1 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个课程均分比较

课程 实验组成绩(均分) 对照组成绩(均分) P值

助产学(上)(理论) 70.13 64.11 0.04

助产学(上)(专业技能操作) 79.45 72.84 0.006

成人外科护理(上) 60.35 60.42 0.98

成人内科护理(上) 71.10 67.89 0.26

儿童护理 75.80 73.42 0.20

妇科护理 66.05 67.32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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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意和学生结对,愿意主动向助产专业

学生分享自己的孕期感受,也愿意接受

学生的指导,来帮助自己了解妊娠分娩

的一些知识。但不管学生还是孕妇,都对

本项目存在一些顾虑。学生主要有三个

方面问题：(1)害怕自己没有足够的专

业知识,不能解答孕妇的一些问题；(2)

自己不擅长沟通,不能和孕妇很好的沟

通；(3)大二学年课程比较多,参与“孕

期陪伴”项目会占用自己太多的时间。

部分孕妇担心产学生专业知识不扎实,

给予自己错误的指导,对妊娠产生不利

的影响。 

课题组老师根据学生和孕妇的提出

的问题,采取了以下措施来保证本项目

的顺利实施：(1)在沟通方面,将原计划

的1名学生和一名孕妇结对改为由2名学

生和1名孕妇进行结对,这2名学生在和

结对的孕妇沟通前进行情景预演,挑选

出最合适的语言和内容,提高每一次的

沟通效率。项目实施过程中,课题组老师

组织学生每2周进行1次分享会,介绍结

对孕妇的不同妊娠情况及交流过程,相

互学习沟通技巧,帮助学生与孕妇建立

更好的陪伴关系。(2)在花费时间方面,

项目开始实施时,指导老师和参加陪伴

的学生花费比较多的时间在了解对孕妇

的情况和陪伴内容的准备上,后期学生

熟悉了整个流程,以及科普的内容和《助

产学》学习内容也较同步,所需要的时间

就大大减少,没有影响到学生对其他课

程的学习。(3)在专业方面,孕期陪伴项

目主要目的就是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意

识,课题组老师会根据每组结对孕妇具

体的孕周和情况,和学生一起制定科普

的主题,指导学生利用书籍、医学专业网

站等途径去获取比较权威的资料,完成

科普内容的准备,所有内容均经课题组

老师把关,保证了宣教内容的准确性。整

个过程中也不涉及任何医疗处理,从而

保证“孕期陪伴”项目的安全性。并且,

“孕期陪伴”项目结束时,所有结对孕妇

均未出现因本项目导致的妊娠异常。因

此可以认为“孕期陪伴”项目是可靠且

安全的。 

3.4不足 

本项目研究还有一些不足之处,如：

学生和孕妇通过网络进行陪伴,没有直

接的接触,这也不利于学生的对妊娠的

各方面形成直观的感受,尤其是专业技

能操作方面；孕期陪伴需要专业老师的

全程参与,以及一对一指导,耗费大量的

精力等,这些都需要院校加强合作,建立

由助产专业教师、助产士和产科医生组

成的团队,帮助学生和孕妇进行线下和

线上结合的孕期陪伴。 

4 结论 

综上所述,基于助产专业特色和云

见习的基础上,在高职助产专业学生第

二学年上学期理论教育同时,开展深入

医院全程网络陪伴孕妇的体验式教育,

以加强专业素养教育。通过网络陪伴孕

妇以及与孕妇孕期全程交流的亲身体验,

感受孕妇的需求和病痛；通过每周的孕

期陪伴的经验分享,分析自己对于助产

相关知识的掌握度,并促进学生之间的

交流,从而正确认识助产专业所需要的

专业素养,将来能为孕产妇提供整个孕

期、分娩期和产褥期连续性的全方位的

教育指导和护理服务,为胜任助产士的

工作打下基础[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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