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郭松雪'方荃'邵哲人'等7!%/0辅助的基于案
例学习3翻转课堂混合教学模式在伤口清创缝合
教学中的应用(S)7浙江医学教育'&1&&'&4$;%!

&693&6:7
(42)万文慧'王婷'梅雪岭7外科学见习授课中的

!%/0混合教学法(S)7解放军医院管理杂志'

&1&4'&6$44%!41213412&7
(4:)唐艳华7基于!%/0的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教

学模式探讨(S)7科技风'&1&4$44%!2432&7

(46)张利峰'张美芬'刘可'等7基于!%/0的翻转课
堂教学模式在儿科护理学中的应用与效果评价

(S)7中国护理管理'&14:'4:$9%!95(395:7
(45)沈佳娣'谢海峰'吴欣'等7基于!%/0翻转课

堂的%$Q混合教学模式在口腔医学本科生临床
技能培训中的实践(S"0Y)7高校医学教学研究
$电子版%'&1&4'44$&%!;&3;67

$收稿日期!&1&(31&345!修回日期!&1&(3413&5%

!教学探索!

基于$/%%%!的在线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在传染病
护理学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柳家贤!周!薇!马春花
"广州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广州;41461$

!!#摘!要$!目的!探讨基于导学互动的教学模式"$/%%%!$的在线虚拟仿真教学在传染病护理学教学中
的应用%方法!选取广州医科大学护理学院&14:级的54名护生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基于$/%%%!的在线虚
拟仿真实验教学方法%教学结束后!采用自制的教学满意度问卷调查护生对教学的满意程度!并对护生的反思
报告进行内容分析%结果!护生在激发学习兴趣&解决问题能力&临床思维能力&评判性思维能力&人文关怀能
力及教师教学态度满意度2个方面评价均较高"&6;8$%学生对基于$/%%%!的在线虚拟仿真实验的学习体
验归纳出9个主题,激发了学习的兴趣'有助于知识理解与拓展'有助于逻辑思维和批判性思维培养'有助于提
高临床情景应对能力和信心%结论!基于$/%%%!在线虚拟仿真实验的教学模式能优化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设
计!提升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

#关键词$!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传染病护理学'!护生'!在线

!"#!417(525"=7>??@741153;;457&1&(7&&71(; 中图法分类号%"9:
文章编号%41153;;45"&1&($&&3(59931( 文献标识码%0

!!虚拟仿真是一种采用以计算机为核心的高科技
手段'生成逼真的视*听*触觉一体化特定范围的虚拟
环境'用户借助必要的设备对虚拟环境中的对象进行
操作'与其产生交互作用以及相互影响'从而产生如
同在真实环境中的感受和体验(4)&目前'虚拟仿真软
件已运用于医学多学科领域'包括护理学的教学中'
教学效果得到了较好评价(&3()&有研究表明'虚拟仿
真实验教学可有效提高学生参与度(93;)&但其也存在
一定的局限和不足'由于实验对学生学习自主性要求
较高'反复多次的练习学生容易感觉单调&此外'由
于缺乏明确的学习任务及有效的互动'学生学习模式
仍为被动式学习'教学质量欠佳&$/%%%!即导学互
动的教学模式'其最早是由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
理工学院创建并推行的一种教学方法'其是基于学习
金字塔和注意力曲线所构建'目的是在于激发学生学
习过程的主观能动性'增强学生的参与度'从而提升
课堂教学效果(9)'其将教学过程依次分为2个阶段'

分为引入*学习目标*课前摸底*参与式学习*课内评
估*总结阶段(;)&有研究发现'该教学模式可以有机
地将教学内容与教学手段相结合'注重以学生为中
心'加强了师生教学互动交流与反馈(236)&基于此'本
研究将基于$/%%%!教学模式的线上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用于传染病护理教学中'取得初步成效'现将结
果报道如下&

G!资料与方法

G7G!一般资料!采用便利抽样法'于&1&1年;月选
取广州医科大学护理学院的&14:级护理专业本科三
年级学生共54名为研究对象'其中男44名'女61
名+年龄&1"&4岁&

G7H!教学方法!采用基于$/%%%!的在线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

G7H7G!教学安排!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为9学时'由
教师在平台上发布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共享

平台$F,,H!""&417947&&&7454!6&14%'学生课余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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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中国大学慕课网完成相关理论知识的学习+并调
试好设备'实验教学安排共9学时&其中&学时为自
主实验'&学时为集中讨论&将54名学生分成(组'
每次4组分别进行学习&
G7H7H!基于$/%%%!的在线虚拟仿真教学!构建基
于$/%%%!的在线虚拟仿真教学模式!导入$新闻报
道切入主题%3目标$知识*能力*态度和价值观目标%3
前测3参与式学习$慕课学习和虚拟仿真实验'课堂讨
论%3后测$课后测验%3总结$反思报告%&利用$/%3
%%!教学模式使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与智慧教学平台
深度融合'进一步提升教学效果&具体实施策略如
下!$4%导入&课程开始前4周由授课教师在微信群
里发布一则狂犬病的新闻报道'并针对被犬咬伤的患
者伤口处理后仍然发病的现象提问'让学生思考原
因'以引起学生的兴趣&$&%确定目标&课前4周让
学生熟悉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引导学生学习方向&
包括知识*能力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前测&
实验课前(K'引导护生自主观看中国大学慕课网北
京大学护理学院狂犬病理论教学视频'并自主完成测
验'了解自己对狂犬病的认知内容和程度&$9%参与
式学习&实验课中登录虚拟仿真平台'完成自主训
练&完成实验后'在学习通上进行课堂讨论'要求学
生对所学实验操作和生活实际联系起来'提出疑问'
并让其他学生给予相应的解答'针对发布的犬咬伤案
例'要求学生说出处理步骤及关键问题所在'讨论以
学生互动为主'学生提问学生回答'鼓励学生之间大
胆质疑'教师引导反馈'最后教师总结'以评估学习效
果&$;%后测&课后当天完成狂犬病课后测试题和病
例分析讨论&$2%总结&实验课结束后4周内学生在
学习通上提交反思报告'对自己在学习过程中的情况
进行自我评估'总结收获'反思不足'最后教师检查评
价'给予批改并附上相应评语&既肯定护生的学习成
果'也要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对其错误的地方予以纠
正&同时在学习通讨论区设置知识点答疑&
G7H7I!评价方法!采用定量和定性结合的方法评
价!$4%教学满意度&课程结束后发放教学效果反馈
表'由护生填写'主要内容包括教学方法能否激发学
习兴趣*自学能力*解决问题能力*评判性思维能力*
沟通能力*临床思维能力*人文关怀能力及对教师满
意度评价6个方面&$&%对学生反思报告进行内容分
析!采用内容分析法对学生感受与反思进行分析&对
资料仔细阅读*反复商讨*编码与分析&提取主题&

G7I!统计学处理!采用!%!!&471软件对数据进行
分析及统计学描述&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比表示&
H!结!!果
H7G!学生教学满意度!学生对教学满意度方面从高
到低依次为激发学习兴趣*教师教学态度*临床思维
能力*评判性思维能力*解决问题能力*人文关怀能
力*沟通能力*自学能力&其中'激发学习兴趣*教师

教学态度*临床思维能力等2个方面满意度较高
$均&6;8%'见表4&

表4!!护生教学满意度&0h54(

条目 满意$0% 不满意$0% 满意度$8%

激发学习兴趣 66 ( 527:

自学能力 :; 42 6&79

解决问题能力 :6 4( 6;7:

评判性思维能力 :5 4& 6276

沟通能力 :9 4: 647(

临床思维能力 6& 5 5174

人文关怀能力 :6 4( 6;7:

教师教学态度 6( 6 547&

H7H!学生反思报告分析

H7H7G!激发学习的兴趣和主观能动性!新闻报道的
导入使学生产生好奇心'贴近实际生活的交互式讨论
激发了学习的兴趣&*2!/新闻报道让我很好奇'被狗
咬伤了怎样处理才是正确的1 虚拟实验让我犹如身
临其境般地体会到临床护理的气氛'课堂讨论激烈有
趣'联系生活实际&这些都能引起我的兴趣和思考'
形式灵活'让人有所启发&0

H7H7H!有助于知识理解与拓展!学生从明确目标'
实验操作*课堂讨论*反思总结*病例讨论*答疑解惑
逐步加深了对知识的理解和深化&*(!/小时候自己
被狗咬过'和新闻报道上说的一样'为此也注射过很
多针的狂犬免疫球蛋白和狂犬病疫苗'对狂犬病的一
些知识也是求知若渴'实验课集中讨论很大程度上解
决了我的疑问'也帮助我纠正了此前存在的许多误
解'让我对狂犬病预防*处理的一些知识有了更深入
的掌握'拓宽了学习的视野&0

H7H7I!有助于逻辑思维和批判性思维训练!通过不
断思考临床和生活场景中患者处理过程中的问题'有
助于学生提高其逻辑思维和批判性思维能力&*45!
/通过本次实验课'学习到了很多'不仅仅是犬$动物%
伤暴露后伤口护理程序及伤口护理技术'也包括作为
护理人员'是怎样运用护理程序处理某类患者+同时
也学到了运用批判性思维和辩证的分析'集中讨论对
贴近生活的场景及拓展知识更加深入思考&针对不
同患者*不同伤势需要不同的护理措施'而不是一概
而论&0

H7H7J!有助于提高临床情景应对能力和信心!通过
不同场景下的模拟训练和反思可加强学生临床思维'
提高其临床应对的能力和信心&*;!/通过本次学习'
把狂犬病知识和临床情景以及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在

了一起'可以让自己在未来的生活或工作中对狗咬伤
患者的处理更加得心应手&相信自己将来若是有机
会遇到这方面的问题'都具有了一定的处理能力'不
至于过分慌张让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甚至患者错
失抢救良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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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讨!!论

I7G!基于$/%%%!的在线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激发了
学习主观能动性!虚拟仿真实验通过操作示范*知识
的讲解及练习'促进了学生理论与实践的联系(5)&生
动形象的画面'通过贴近临床的不同场景的案例设置
呈现'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但目前单纯虚拟实验线
上教学仍存在一些问题&由于虚拟患者不能代替真
实的患者'学生缺乏一定的真实感'多次实验容易感
到单调乏味'且由于实验内容所限'学习的兴趣和主
观能动性存在一定局限性&

为了进一步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本研究采用了
$/%%%!教学模式'通过引入新闻报道的方式导入'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学生描述新闻报道使其产生好奇
心'带着对狂犬病知识的好奇和疑惑积极主动开始学
习&通过C学平台发布的教学目标'学生明确了重难
点问题及欠缺所在'通过前测$预习测验%知道自己的
薄弱点'学习过程中主动查找资料'根据自己的情况
调整学习时间'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I7H!基于$/%%%!的在线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加强护
生逻辑思维和批判性思维训练!虚拟仿真实验通过
标准化规范完整的实验示范指导'减少了学生的困
惑(5)&但由于教学模式相对固定'学生欠缺一定的自
主探索空间&为了进一步启发学生逻辑思维和批判
性思维'教学中课中参与式环节采用教师引导'学生
提问'师生互动与学生互动模式'结合日常生活和拓
展知识点进行'鼓励学生大胆提问*回答*质疑和反
问'在学生之间辩论和师生讨论中激发批判性思维的
火花(41)&学生在讨论中需要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积
极参与学习进程'这个过程有利于培养学生自学能力
和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通过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44)'针对生活中一个问题追根溯
源'或者质疑已有的解答'加强了学生思维的碰撞'培
养学生对知识深度加工*沟通与交流的能力(4&)&逐步
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深化&
I7I!基于$/%%%!的在线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有助于
提高临床情景应对能力和信心!已有的研究发现'护
理学专业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培养欠佳'新入职护士
的临床思维能力评价得分较低(4()&虚拟实验画面生
动有趣'可以将学生带入临床环境的沉浸感和临场
感(49)'但鉴于呈现的场景有一定局限性'为了培养学
生的临床思维'教学中增加了不同生活场景下伤口的
评估及处理'在一定程度锻炼了学生随机应变的能
力'提高其临床应对的能力和信心&由于虚拟实验缺
乏真实的护患沟通'为了培养其人文关怀能力'通过
联系生活情景让学生思考对犬咬伤患者人文关怀的

内涵'如在讨论中提问/被犬咬伤后心理活动分享'如
何安抚犬咬伤儿童恐惧情绪10使其感受到在操作中
如何做到对患者尊重*关心和帮助'从如何对大众做
好狂犬病防控宣教的思考中体会到作为传染病护理

工作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I7J!基于$/%%%!的在线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评价多
元化!目前'已经开展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课程应用评
价的手段比较初级和单一(4;)&本研究采用定量和定
性相结合的方式评价'通过问卷调查及反思报告让学
生对课程进行评价'发现学生对教学方式和教师的教
学满意度较高&反思报告是一种较好地促进书写者
思考*帮助其学习的方法(42)&$/%%%!教学模型强
调总结是教学过程重要的一环'该模型提倡学生自己
进行总结'分享自己的心得'进行有效的自我反思'学
会自省&通过反思报告的撰写让学生对所学内容进
行总结'包括收获和不足'以及对课程的建议&让学
生找到自己的闪光点'不足之处可以促使其不断改
进'教师批改报告时'附带评语鼓励*赞扬和指导学
生'提高他们学习的自信心'增加愉悦性认知&

综上所述'基于$/%%%!教学模式的线上虚拟仿
真实验教学可增加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帮助学生增强自信心'激发潜在
的学习动力&但不足之处在于'因考虑平台开放时间
有限'本研究没有设立对照组'此外'虚拟仿真实验项
目开设较少'评价体系仍需要进一步完善&在后续的
教学中'可适度增加项目开设及客观量化的评价指
标'进一步将虚拟仿真教学与情景模拟教学*翻转课
堂等融合'从而丰富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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