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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在《护理理论》课程中的应用研究
张会敏，马君妍，朱丽丽，张金华，徐　珂，王国栋，任　峰

摘要　目的：探讨翻转课堂在《护理理论》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择河南省某高校一年级３３名护理专业硕士研究生为研究对

象，实施翻转课堂。课前通过学习通等平台观看教学视频，测试题提前预习，课堂上分组演示文稿（ＰＰＴ）汇报讨论，答疑解惑等教学

方法进行翻转课堂。通过投票及讨论的形式 来 了 解 学 生 对 翻 转 课 堂 教 学 的 评 价。结 果：教 师 对 翻 转 课 堂 教 学 改 革 的 整 体 评 价 较

好，学生对翻转课堂的满意度为９４．８％。结论：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能有效提高《护理理论》课程的教学效果，同时也调动了学生学习

积极性，但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以期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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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理论》是护理学中的一项重要课程，该课程

为推动护 理 学 科 走 进 科 学 做 出 了 重 大 贡 献。在 国 际

上，《护理理论》是护理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课程体系中

的核心和必修课程［１］；在国内，《护理理论》也是护理学

专业研究生的基本课程。近几年，随着互联网的飞 速

发展，学生的学习也不再仅局限于课堂，学习应用程序

（ＡＰＰ）进入了高校中为学生搭建云课堂，如学习通、慕
课等平台，推动了新型教学模式的出现，也为疫情期间

学生的居家学习提供便利［２］。“翻转课堂”就是新型教

学模式中的一种，其实现了教与学方式的重大变革［３］，
而且翻转课堂已在内科护理学、妇产科护理学、护理教

育、护理管理等课程中应用 并 取 得 良 好 效 果［４－７］，不 仅

提高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促进学生互动交流，也利

于老师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保证教学质量。《护理理

论》是护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的一项重要课程，但内容

晦涩难懂，不易理解，学生对这门课程的学习缺乏积极

性，且传统的教学方式是老师单方面的向学生传授知

识，不利于学生提高主动学习思考的能力，教学效果不

显著，国内关于翻转课堂应用于《护理理论》课程的相

关文献尚空白。因此，本研究将翻转课堂应用到高 校

《护理理论》课程中，以期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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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理论》教学效果，为进一步的教学改革提供依据。

１　传统《护理理论》教学简述

　　《护理理论》这门课程讲述了护理理论的历史发展

过程以及护理理论的概念体系等，使学生宏观地了解

护理学科、护理理论的 科 学 本 质。《护 理 理 论》内 容 较

多且抽象难懂，传统的《护理理论》教学一直是以老师

讲授为主，学生被动接受知识［７］，导致学生参与学习的

积极性不高，老师对学生学习程度无法完全掌握，对认

知和学习能力不同的学生也无法做到差 异 化 教 学［８］，

教学效果不理想。

２　翻转课堂在《护理理论》教学中的应用

２．１　课前准备　“翻 转 课 堂”是 近 年 来 新 兴 的 教 学 模

式，该模式使学生的学习在时间安排上更具有机动性，

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首先，教师通过“学习通”发布

课程学习任务，把一节课的内容分为几个小部分，通过

文字呈现出来，例如理论的基本内容、理论的应用、理

论的分析与评判等，再分别录制视频上传到学习通，让
学生提前预习。然后发布学习任务，将本节的课 前 练

习题上传到学习通，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根据老师发布

的内容来学习重点难点知识，教师可以在学习通查看

学生的学习情况，了解学生尚未掌握的知识点，在课堂

上作为重点进行交流与讲授。在学期开始前将学生分

组，每组６名学生，每组成员负责一节课的内容，以学

习通里发布的教学内容与视频为基础，成员分工合作

制作课件，在课上与老师和学生交流互动。

２．２　课上应用　翻 转 课 堂 不 再 是 传 统 教 学 中 的 传 授

新知，而是转换成知识的巩固与能力的提升［８］。首先，

学生根据老师在学习通发布的内容自主学习，组内成

员进行讨论，共同设计出合理科学的课程内容；其次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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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成员都要在课堂上对自己的课程内容进行讲解，在

讲授后其他学生对有困惑的地方进行提问，学生们深

入学习交流，全部讲授交流后由教师进行补充及澄清，
师生共同交流学习，最终使学生达到对本节知识的深

化掌握；最后发布课堂练习题，检验学生本节知识的掌

握程度，巩固所学知识。

２．３　教学评价　教师通过学生在课堂上的积极程度、
练习题的完成情况、小组任务中的表现这些量化和非

量化的评价指标来进行评价，这些评价指标更能体现

出每位学生的个体差异性，也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①量化和非量化的评价指标：量化指标是指课 前

发布在学习通上的练习题以及课后练习题（占总评成

绩５％），课堂演 示 文 稿《ＰＰＴ》汇 报 情 况（占 总 评 成 绩

１５％），课堂互动讨论（占总评成绩５％）以及期末成绩

（占总评成绩５０％）；非量化指标主要是学生学习方面

的记录和描述，总结学习在学生中的问题及各方面的

表现［９］（占总评 成 绩５％），量 化 和 非 量 化 部 分 占 最 终

总评成绩 的８０％。②学 生 自 评：在 翻 转 课 堂 的 学 习

中，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不同，个性化学习也应该受到

重视，自我评价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学生应该从 多

个方面来评价自身，包括对学习的态度、小组任务积极

程度、和老师学生们的交流互动以及整体学习效果等。
学生的自我评价能够让学生更深刻地认识到自己不足

的地方，进一步去完善自己，给之后的学习提供方向，
此部分占最 终 成 绩 的５％。③学 生 互 评：翻 转 课 堂 的

重心从教师转移到了学生，更注重了学生之间的学习

交流，因此学生互评也是重要的评价指标，在课堂结束

后其他学生根据小组的讲授情况以及课堂交流互动对

成员进行评价。教师对学生作业设置可评论，让学 生

们互相评价打分。学生通过这些评价和打分更加驱动

自己学习，重视自己的学习及作业完成情况，促进学习

效果，此部分占最终成绩的５％。④教师评价：教师根

据学生自评，学生互评以及量化和非量化学习情况来对

学生的表现做出最终评价，此部分占最终成绩的１０％。

　　以《护理理论》第二章节中的第三节护理理论的发

展为例，《护理理论》的发展包括发展概念的策略和发

展理论的策略。在课前教师把本节学习内容及视频课

件发布在学习通，学生进行自主学习，提前预习并完成

练习题，负责翻转课堂的“小老师”根据学习内容分配

任务，３名学生负责发展概念策略中的概念探索、概念

澄清、概念分析；另外３名学生负责发展理论策略中理

论－实践－理论策略、实践－理论策略、研究－理论策略、理

论－研究－理论策 略 及 综 合 策 略，小 组 成 员 对 自 己 负 责

讲解的部分制作ＰＰＴ并在课堂上进行讲授，每位成员

讲课时间控制 在５ｍｉｎ，讲 授 结 束 后 其 他 学 生 对 以 上

内容不理解的部分进行提问和讨论，由小组成员解答，
学生间交流互动环节为１５ｍｉｎ，最后由教师根据课前

练习题以及课堂讲授对学生讲解有误或不清晰的知识

点进行澄清和补充，教师和学生共同探讨，强化理论知

识，时间为１５～２０ｍｉｎ。在课堂结束后教师在学习通

发布课后习题并设置评论区，学生之间交流学习心得，
并对小组成员表现进行打分，教师通过习题完成度、课
堂表现及学生互评来给学生计分。

３　翻转课堂在《护理理论》中的应用效果评价

３．１　教师对翻 转 课 堂 教 学 效 果 的 评 价　通 过 翻 转 课

堂这类新兴的教学方式，教师不仅能看到学生在课堂

上的表现，同时也能监督学生在课前预习及课后练习

的情况，使教师能够更加了解及掌握学生的学习状态。
在把翻转课堂应用到教学后，学生对学习的主动性明

显提高，及时 进 行 课 前 预 习，小 组 成 员 间 积 极 协 调 任

务，课堂主动与学生老师交流互动，活跃课堂气氛，课

后认真完成作业，及时查漏补缺，在最终评价时学生都

对学习内容做到良好的掌握，提升了教学质量。

３．２　学生对翻 转 课 堂 教 学 效 果 的 评 价　在 课 程 结 束

后通过平台发布讨论及投票的形式来收集学生们对翻

转课堂应用在《护理理论》课程中的意见。９４．８％的学

生对翻转课堂这种新兴的教学模式效果表示“非常满

意”或“满意”，并且有学生留言表示这样的课堂形式激

起了他们对《护理理论》这门课程的兴趣，认为这门课

程不再枯燥乏味，调动了学习积极性，课堂气氛 活 跃，
而且学习时间具有弹性，一些晦涩难懂的知识点在大

家的共同交流下逐步攻破，既提高了学习效率，也拉近

了学生之间的关系。

３．３　翻转课堂在《护 理 理 论》中 的 应 用 优 势　对 学 生

来说，翻转课堂能通过课前预习、课堂表现、课后练习

的完成度以及多方位的教学评价，例如学生自评、学生

互评等方式 让 学 生 充 分 了 解 到 自 身 对 知 识 的 掌 握 程

度。《护理理论》知识点 较 多 且 不 易 理 解，仅 在 课 堂 短

时间内的学习无法完全掌握也容易遗忘，学生们可以

在课下针对自己不理解的部分重复观看教师在学习通

上发布的视频，对自己不理解的知识点及时补充，不再

仅局限于课堂，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此外，演讲

以及ＰＰＴ的制作也是需要具备的基本能力，通过小组

任务的形式督促学生学习制作ＰＰＴ及 锻 炼 其 演 讲 能

力，提高了学生的自信心以及学习效率。对教师来说，
在课前发布预习内容、预习题，教师可以通过在学习通

内查看任务点以及习题完成情况对学生知识点掌握程

度进行初步判断，根据在学生课堂及课后出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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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进一步有针对性地与学生交流，很大程度上节省时

间，提升了学习效率。而且由于课前学生已经对知 识

点进行了预习，对学习的内容有了一定的掌握，增强了

学生的自信心，促进了学生和老师之间的交流，活跃了

课堂气氛，也使老师对学生知识的掌握程度有了进一

步了解，有利于对学生进行个性化教学，提高了教学效

率。此外，翻转课堂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督促学生自

主学习以及担当起小老师的责任，有效缓解了教师的

教学压力。教师将课堂内容及课件视频发布在学习通

供学生自主学习，课后习题由学生根据教师的评价指

标进行互评和自评，教师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监督

指导，有效提高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４　结语

　　《护理理论》学习内容较多，且抽象难懂，传统的教

学模式仅为 教 师 在 课 堂 上 单 方 面 地 把 知 识 传 递 给 学

生，导致学生 学 习 积 极 性 不 高，教 学 质 量 下 降［１０］。翻

转课堂是新兴教学模式，教师能在学习通为学生提供

学习资源，并且学生可以反复观看巩固知识，把学习主

动权交予学生，调动学习积极性及提高学习效率，也保

证了教学质量。综上所述，基于翻转课堂的混合式 教

学方式在《护理理论》课程中的应用可以提升学生的学

习效率，保证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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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互联网＋”的三位一体培训模式
在重症监护室专科护士培训中的应用
蒋春霞，陈　芳，罗　倩，苟贤娟，苏小林

摘要　目的：探讨“互联网＋”三位一体培训模式在重症监护室（ＩＣＵ）专科护士培训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某三级甲等医院第２１
期、第２２期ＩＣＵ专科护士培训学员１４６人作为研究对象。将第２１期的学员７１人作为对照组，第２２期的学员７５人作为观察组，对
照组采用常规ＩＣＵ专科护士培训方法，观察组采用“互联网＋”翻转课堂＋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ＰＢＬ）＋实践反思三位一体培

训模式。培训３个月 后 比 较 两 组 护 士 理 论 知 识、实 践 能 力 及 高 阶 思 维 能 力。结 果：观 察 组 护 士 理 论 知 识、临 床 操 作 技 能 评 估

（ＤＯＰＳ）及高阶思维品质得分均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０１）。结论：在ＩＣＵ专科护士培训中应用“互 联 网＋”翻 转 课 堂＋ＰＢＬ＋实 践 反

思三位一体培训模式能够提高ＩＣＵ专科护士的理论知识、实践能力及高阶思维能力，培训效果优于常规ＩＣＵ专科护士培训方法。
关键词　专科护士；重症监护室；互联网＋；高阶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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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症医学科是一个覆盖医学众多分支的综合性学
科，重症监护室（ＩＣＵ）是 危 重 病 人 和 高 危 病 人 集 中 监
护、救治的强专业科室。近年来，随着重症医学的高速
发展，重症专科护理工作面临巨大的挑战和更高的要

作者简介　蒋春霞，主管护师，本科，单位：５６３００３，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

院；陈芳、罗倩、苟贤娟、苏小林单位：５６３００３，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引用信息　蒋春霞，陈芳，罗倩，等．基 于“互 联 网＋”的 三 位 一 体 培 训 模

式在重症监护室 专 科 护 士 培 训 中 的 应 用［Ｊ］．全 科 护 理，２０２２，２０（６）：

８４３－８４７．

求，重症专科护士掌握理论知识、专业实践技能及提升
综合能力已成为重症 医 学 发 展 的 重 点 内 容。根 据《全
国护理事 业 发 展 规 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１］，加 强 专 科
护士培训工作已被列为重大工程项目，优先选择临床
急需、相对成熟的护理领域发展专科护士。ＩＣＵ专科
护士不仅要求以牢固掌握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技能为
基础，还需进一步以科学思维为前提，去培养解决问题
的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及创造性思维能力的高阶思
维能力，目前国内尚无健全完善的ＩＣＵ专科护士培训
机制，还需不断探索建立专科护理人才培养模式，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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