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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在临床技能课中应用的调查及分析*

罗 宁,杨 晖,郭 峰,姚 璐,王 婷

(昆明医科大学临床技能中心,云南
 

昆明
 

650500)

  [摘 要] 目的 了解学生对虚拟仿真(VR)实验教学在临床技能课应用中的认知情况,为进一步开展临

床技能VR实验教学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对参与临床技能VR在线教学实验的164名

临床医学专业学生进行调查。
 

结果 收回有效问卷160份。70.00%以上的学生认为临床技能VR操作有不受

时空限制和非常安全的优点,但也有66.00%以上的学生认为虚拟场景效果气氛和临床真实场景还有很大差

距、不利于动手能力培养等不足之处,同时提出希望按操作错误部分匹配正确演示过程、配套相应教材的建议。
结论 在加强VR技术在临床技能训练中推广的同时,应克服其不足,使其与传统实验教学有机结合,从而进

一步促进临床技能课教学质量的提高。
[关键词] 临床技能; 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 教学方法; 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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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要想培养出水平

高、技术硬的合格医生,除了理论知识的学习外,临床

技能实践操作也必不可少。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

展,医学虚拟仿真(VR)技术应运而生,VR即利用先

进的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创造设计出视觉、听觉及触觉

等多源信息融合的三维动态虚拟环境,让使用者产生

身临其境的高度沉浸体验[1-2]。由于其具有交互性、
沉浸性、构想性、内容同质化、不受时间空间限制、可
反复训练等特点,成为传统实验教学的良好补充[3-4],
对于满足医学生临床技能教学需求、提高临床技能操

作水平意义重大,已成为中国医学教育改革的重要方

向之一[5-7]。本文通过问卷调查,了解临床专业本科

生对临床技能VR教学的认知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以

期为智能时代下 VR实验教学在临床技能课中的应

用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全面调查昆明医科大学2021级临

床医学专业(全科方向)三年级学生,共164名学生均

进行了90学时临床技能课的实践学习和课后120
 

min以上临床技能VR平台练习。
1.2 研究方法 通过“问卷星”在线问卷平台自主设

计问卷。调查内容包括3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学生对

临床技能VR优缺点的认知情况;第二部分是使用临

床技能VR掌握临床技能操作的情况;第三部分是对

临床技能VR教学的建议。共发出问卷164份,回收

有效问卷160份,有效回收率为97.56%。采用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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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法对所有纳入研究的变量进行统计分析。

2 结  果

2.1 学生对临床技能VR优势的认知情况 学生对

临床技能VR教学的优势中认可度最高的前3项分

别是不受时间空间限制,可以随时开展临床技能实验

并反复操作(92.50%);非常安全,不会引起医疗事故

和医疗纠纷(75.00%);能够将理论知识和实验教学

紧密结合在一起,融会贯通(70.00%)。见表1。学生

认为临床技能VR教学的不足之处得票数最高的前3
项分别是虚拟场景效果气氛和临床真实场景还有很

大 差 距 (73.75%);不 利 于 动 手 能 力 的 培 养

(66.88%);缺少传统实验中同学之间的相互协作与

沟通交流(63.75%)。见表2。
表1  学生对临床技能VR优势的认知情况(n=160)

临床技能VR教学的优势(多选)
得票数

(n)
占比

(%)

有利于临床思维能力的提高 66 41.25

非常安全,不会引起医疗事故和医疗纠纷 120 75.00

可以模拟现实中开展不了的突发事件和标准化病人 111 69.38

能够将理论知识和实验教学紧密结合在一起,融会

贯通

112 70.00

相比真实操作可以消除很多体力和心理上的影响 88 55.00

比线下真实操作而言,趣味性更强 40 25.00

不受时间空间限制,可以随时开展临床技能实验并

反复操作

148 92.50

有利于综合分析能力的提升 68 42.50

有利于加深临床技能操作的记忆 78 48.75

有利于培养科研思维,提高创新能力 60 37.50

能促进对临床技能操作的掌握 74 46.25

有利于提高学习兴趣 58 36.25

表2  学生对临床技能VR不足之处的认知情况(n=160)

临床技能VR教学的不足之处(多选)
得票数

(n)
占比

(%)

不利于动手能力的培养 107 66.88

虚拟场景效果气氛和临床真实场景还有很大差距 118 73.75

软件考核功能有待加强,学习后不清楚评测结果详

细信息

88 55.00

缺少传统实验中同学之间的相互协作与沟通交流 102 63.75

比线下操作而言,趣味性较差 71 44.38

医患沟通欠缺 83 51.88

无法体现真实临床操作过程中的复杂性和不可控性 86 53.75

操作过程全靠自觉,没有监督机制 48 30.00

比线下操作而言,需要更多时间 54 33.75

会VR操作,但到实际情况时不会动手,两者间联系

不够紧密

74 46.25

2.2 学生使用临床技能 VR 掌握技能操作的情

况 通过VR平台学习,认为能够掌握40%~<60%
的临床技能操作内容的学生最多,占47.50%,见表

3。在问到愿意用哪种方式学习临床技能课时,选择

实验室动手操作结合 VR教学平台学习方式的学生

最多,占66.25%,见表4。
表3  学生使用临床技能VR掌握临床技能

   操作的情况(n=160)

使用VR掌握临床技能操作的情况(单选)
得票数

(n)
占比

(%)

0~<20% 7 4.38

20%~<40% 27 16.88

40%~<60% 76 47.50

60%~<80% 47 29.38

80%~100% 3 1.88

表4  对技能操作学习方式的选择(n=160)

愿意使用哪种方式进行技能操作的学习(单选)
得票数

(n)
占比

(%)

实验室动手操作 45 28.12

VR教学平台 9 5.62

实验室动手操作+VR教学平台 106 66.25

2.3 对临床技能 VR平台的建议 在问卷中,该问

题为开放问题,收集关键词出现频率5次及以上的答

案。见表5。
表5  对临床技能VR教学的建议

对VR平台的建议(开放性答案) 出现频次(次)

如果操作错误,有相应阶段的正确演示过程 7

操作界面和提示更通俗易懂 6

增加医患沟通内容 5

加快系统的加载速度 5

虚拟场景须接近临床真实场景 6

操作过程和教材配套 7

操作中途能退出 7

3 讨  论

  临床技能是医生和医学生的基本功,医学生能否

熟练掌握临床技能是衡量临床教学质量的重要指

标[2]。根据昆明医科大学相关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

安排和要求,临床技能课开设于医学生进入医院进行

毕业实习前,主要包括内科、外科、儿科、妇产科、护理

学和急救医学的基本操作训练,均为实验课教学。为

提高学生的临床技能操作水平,昆明医科大学临床技

能中心购置了 VR训练系统,操作项目包括体格检

查、心肺复苏、气管插管、四大穿刺术、导尿术、穿脱隔

离衣、胃管置入术、外科无菌操作、静脉穿刺术、外科

打结缝合等操作。
本研究中,学生对临床技能 VR教学的优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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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度最高的前3项分别是不受时间空间限制,可以

随时开展临床技能实验,并反复操作;非常安全,不会

引起医疗事故和医疗纠纷;能够将理论知识和实验教

学紧密结合在一起,融会贯通,该结果和已有报道一

致[8-9]。VR克服了传统实验教学方法的局限,在打破

空间性上有着传统教学无可比拟的优势。既往研究

结果显示,VR教学在临床实训教学中的应用可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10-12],但本次问卷调查结果并非如

此,和部分学生进行访谈后,考虑可能与 VR平台缺

乏真实的触感和教师同学没有面对面交流有关。
学生对临床技能 VR教学的不足之处认可度最

高的前3项分别是虚拟场景效果气氛和临床真实场

景还有很大差距;不利于动手能力的培养;缺少传统

实验中同学之间的相互协作与沟通交流。这说明虚

拟场景毕竟不是真实的临床场景,虚拟患者也无法成

为真实患者,VR系统无法让学生真正体会到患者不

适和痛苦,在提高临床技能操作水平的同时,如何提

升人文关怀素养的培养,值得进一步探索。目前的

VR平台运行后均是学生独自操作,缺少实际技能操

作中成员之间的合作交流,未来应朝着“加强主操与

助手之间的合作”方向发展,这样更接近于临床真实

技能操作。学生在虚拟平台上操作时,仅靠点击鼠标

或拖动鼠标就可完成操作,而在一些临床基础操作技

能(如气管插管、插尿管、静脉穿刺和皮肤切开等操

作),操作者使用操作器械的力度、角度不同均可能会

产生不一样的操作结果,故VR教学无法真正替代实

际操作。临床技能课毕竟是一门以增强动手操作能

力为教学目的的课程,仅仅采用电脑模拟操作还远远

不够。
在调查学生使用临床技能 VR平台掌握临床技

能操 作 情 况 时,有47.50%的 学 生 认 为 能 够 掌 握

40%~<60%的临床技能操作内容,66.25%的学生

愿意采用实验室动手操作结合 VR教学平台学习的

方式。这说明单靠 VR线上操作学习临床技能课远

远不够,VR只能作为传统实验教学的有效补充。
学生对VR平台的建议回答中,提到频次最多的

是如果操作错误,需匹配相应阶段正确的演示过程。
目前的VR平台操作虽有正确操作的完整演示,但学

生提出哪步错误,平台在最后反馈时就演示哪步操作

则更有针对性,更利于学生掌握技能操作细节,这就

提示应加强校企合作,共建 VR实验教学项目。此

外,学生提到VR实验教学和教材不同步,这提示在

未来的教学中,要提供给学生配套的实验指导手册和

相关学习资料,即形成课程质量标准、教材、实验室操

作和VR融合的教学安排。学生还希望在操作过程

中能中途退出,目前的虚拟实验平台如果有一步错

误,下一步无法进行,且不能中途退出,这对学生的认

真细致提出了较高要求,但学生却反映如果自身操作

错误太多,希望中途退出重进系统,并根据自身对技

能学习与技能应用的不足进行针对性练习。今后医

学教育将会更加注重学生的个体化教学,也应根据每

个学生的特点做到精准教学、因材施教。
综上所述,VR与教学不断融合加深,弥补了传统

教学的不足。但也要认识到 VR技术只是教学中的

一项重要补充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传统教学,将二

者有机结合以提升医学教育质量,才是未来医学教育

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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