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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究混合式虚拟仿真实验在急救医学技能操作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２０１８年１

月－２０２０年１月于我院实习的急诊医学生１００例，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５０例和对照组５０例，对照组采

取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观察组采取混合式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比较两组教学后理论成绩、操作能力、每天学习时

间、综合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及满意度。结果　教学后，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理论成绩、操作成绩、每天学习时

间提高，综合能力评价和自主学习能力显著提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对教学满意度

（９６００％）高于对照组（８２．０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将混合式虚拟仿真实验应用于急救医

学技能操作教学中，不仅能够显著提高学员对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的掌握度、综合能力、自主学习能力，而且还

可提高学员对急救医学技能操作教学的满意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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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救医学作为临床重要的一门学科，其实践性
强，对医护人员的要求高，但实际操作机会很少，使

得临床带教难度提升［１２］。虚拟仿真实验是通过模

拟人操作的模拟人仿真系统，是参考虚拟环境和实

验对象构建仿真程度很高的一个实体，通过模拟人

操作的模拟人仿真系统，再结合实际生活中的网络

通讯、人机交互、虚拟场景等技术将其用于急救医

学技能操作教学中［３］。该教学模式虽丰富了医护

人员的基础知识，但尚不能完全满足临床需求［４］。

目前互联网线上教学已成为全新的、不可缺少的一

种教学模式，有助于推动教育的现代化、提高教学

质量、培养实践性人才等，得到了临床教学的广泛

认可［５６］，但目前很少将其用于急救医学技能操作

教学中。本研究主要探究混合式虚拟仿真实验在

急救医学技能操作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旨在提高急

救医学技能操作教学质量。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０２０年１月于我院实习的

急诊医学生１００例，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观
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５０例。对照组采取虚拟仿
真实验教学，观察组采取混合式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互联网＋虚拟仿真实验）。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
准（２０１８０３２２Ｇ７１）。
１．２　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１）学习能力强；２）责任心强；３）本
科及以上学历。排除标准：１）依从性不高；２）自主
学习能力差；３）中途退出。
１．３　方法

对照组进行虚拟仿真实验教学：１）课前。集５
名经验丰富的教学教员（１名主管医师、４名医师）
集体对两组进行理论授课，向其详细讲解各项急救

技术，并观看虚拟仿真的实际突发情况和病例。虚

拟仿真实验仿真效果极高，一旦出现操作失误，即

会出现停止操作的提示，同时指出正确急救操作，

该系统的屏幕还可显示心电图、心率、血压等生命

体征，并根据其恢复情况对实际操作进行评估，自

动生成一个评估报告。２）课中。每组分为２批分
别进行教学实践，２５人为１批，实践时长为４ｈ。而
具体教学又分为：①理论授课。学员讲解急救规范
操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使其充分认识到每一步急

救技能操作切不可随意更改及简化，具有较高的科

学性；在急救具体操作过程中，要学会采用规范化

的解释、沟通用语使患者配合急救和叮嘱注意事

项。②模拟实践。将２５人分为５人的一个小组，
在虚拟仿真实验中进行综合实践，实践内容包括分

析、识别、急救、监护等。由教学教员现场引导或提

示急救操作，每位学员轮流实践抢救的各项任务，

同时在抢救过程中，教学教员随时设置断点、机器

故障、患者病情突变等突发情况，再由学员借助现

场所有资源对突发情况进行针对性的处理，以锻炼

学员面对突发情况的应对能力。③自我评价。称
程对操作过程进行录像，完成操作后即由教学教员

回放录像，分析无效急救操作产生的原因、错误操

作手法等后，再次利用虚拟仿真实验进行实践，重

点针对上次薄弱环节的急救操作。④互相评估。
学员互相辅导，直到能够完全掌握急救医学技能操

作。

观察组进行混合式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即在对

照组基础上再采用互联网线上教学：１）课前。①
观看视频。认真观看教学教员所指定的视频：由教

员根据教学所需自行录制或教员认为对学员有益

的网络视频或慕课等；②考核。观看视频后，完成
与视频相关的在线考试；③讨论。通过ＱＱ或微信
群聊的方式与教员进行线上互动和讨论，对互联网

线上学习中的问题进行反馈和解决，同时教员还可

动态分析学员情况，进而因材施教；④引导学习。
教员在每次进行互联网线上教学前，首先应根据授

课内容提出几点问题，进而引导学员自主学习，做

到课前预习并查找相关专业杂志和文献等。２）课
中。互联网线上学习能力：对急救医学技能操作进

行讲授、演示以及具体病例分析，并组织学员进行

机体讨论，引导其互联网线上学习的能力和提高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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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获取效率，以及提高学员信息处理、利用、分析等

综合能力。３）课后。组织操作课堂：在操作前，要
求学员反复仔细观看急救操作视频，对操作中的一

切规范完全掌握后即开始实训操作，之后将实际操

作与所观看的操作视频进行对比，找出不足或错

误，并予以完善和纠正。

１．４　观察指标
１）理论成绩和操作成绩。采用医院自制考核

标准对两组学员的理论知识、急救操作技能进行考

核，满分为１００分，分数越高，学员掌握越好，同时
统计两组每天学习时间。２）综合能力。采用医院
自制量表对两组学员的综合能力进行评价，包括团

队合作、实践操作、临床思维、现场应变、学习积极

性、整体临床操作认知、急救意识，分为好、较好、一

般三个等级。３）自主学习能力。采用医院自制量
表对两组学员的自主学习能力进行评分，包括信息

素质、学习合作、自我管理，分数越高，自主学习能

力越好。４）满意度。采用医院自制量表对两组学
员的满意度进行调查，分为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

三个等级，满意度＝（满意＋基本满意）／ｎ×１００％。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进行统计学分析，符合正态分
布，计量资料采用 珋ｘ±ｓ表示，采用 ｔ进行检验；计数
资料采用例（ｎ）或百分比（％）进行表示，采用 χ２

进行检验或Ｆｉｓｈｅｒ确切概率法。Ｐ＜０．０５表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资料
两组在性别、年龄、教学前理论成绩、操作成

绩、自主学习能力、每天学习时间的比较中，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见表１。

表１　两组一般资料的比较

组别 ｎ
性别（ｎ／％）

男 女
年龄／岁

教学前理论

成绩／分

教学前操作

成绩／分

教学前自主

学习能力／分

教学前每天

学习时间／ｈ

观察组 ５０ ４２／８４．００ ８／１６．００ ２３．１４±１．２０ ５９．２４±４．９７ ６１．８３±４．３６ ７２．１０±４．８５ ２．１４±０．４２

对照组 ５０ ４３／８６．００ ７／１４．００ ２２．９５±１．２７ ５９．１３±５．０５ ６２．０３±４．３５ ７１．８６±４．９３ ２．２０±０．３７

χ２／ｔ ０．０２３ ０．３７２ ０．４５９ －０．７６７ ０．８４６ ０．２９６

Ｐ ０．８８７ ０．７０８ ０．６３９ ０．７７２ ０．５６９ ０．９３３

２．２　教学后两组理论成绩、操作成绩的比较
教学后，观察组的理论成绩、操作成绩及每天

学习时间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２．３　教学后两组综合能力的比较

教学后，观察组综合能力各个项目的评价均显

著优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表３。

表２　教学后两组理论成绩、操作成绩及
每天学习时间的比较（珋ｘ±ｓ）

组别 ｎ 理论成绩／分 操作成绩／分 每天学习时间／ｈ

观察组 ５０ ８１．３７±４．７９ ８６．８６±４．２７ ４．３７±０．８６

对照组 ５０ ７６．９０±４．７３ ８１．３４±３．３６ ３．１９±０．５５

ｔ ４．５９４ ４．９６３ ４．１６３

Ｐ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５

表３　教学后两组综合能力的比较（ｎ／％）

组别 ｎ
团队合作／例 实践操作 临床思维 现场应变 学习积极性 整体临床操作认知 急救意识

好 较好 一般 好 较好 一般 好 较好 一般 好 较好 一般 好 较好 一般 好 较好 一般 好 较好 一般

观察组 ５０ ４８／９６．００ ２／４．００ ０／０．００ ４７／９４．００ ３／６．００ ０／０．００ ４６／９２．００ ３／６．００ １／２．００ ４７／９４．００ ２／４．００ １／２．００ ５０／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６／２．００ ３／６．００ １／２．００ ５０／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对照组 ５０ ４３／８６．００ ６／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 ４０／８０．００ ８／１６．００ ２／４．００ ３８／７６．００ ９／１８．００ ３／６．００ ４２／８４．００ ６／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 ４７／９４．００ ３／６．００ ０／０．００ ３７／７４．００１２／２４．００ １／２．００ ４６／９２．００ ４／８．００ ０／０．００

χ２ － － －２．１６５ －１．３３３ － －２．３３２ －

Ｐ ０．０８０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０ ０．１８３ ０．０８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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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教学后两组自主学习能力的比较
教学后，观察组的自主学习能力优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教学后两组自主学习能力的比较（分，珋ｘ±ｓ）

组别 ｎ 信息素质 学习合作 自我管理 总分

观察组 ５０ ４１．２２±４．７０ ２８．９５±３．１８ ３８．２６±３．９２ １０６．６３±７．３７

对照组 ５０ ３７．０１±５．４１ ２６．５０±５．２３ ３９．５６±５．７８ ９９．９５±９．７６

ｔ － － － ２．４１８

Ｐ － － － ０．０３

２．５　两组教学满意情况的比较
观察组教学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５。

表５　两组教学满意情况的比较（ｎ／％）

组别 ｎ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满意度

观察组 ５０ ３９／７８．００ ９／１８．００ ２／４．００ ４８／９６．００

对照组 ５０ ２６／５２．００ １５／３０．００ ９／１８．００ ４１／８２．００

χ２ － － － ６．５３８

Ｐ － － － ０．０１６

３　讨论

相较于其他临床医学专业课程，急救医学对实

践的要求较高，涵盖内容也较广，多是针对急性伤

害、急性中毒、急慢性病的急性发作的救治等，是一

门融合多学科的、新兴的专业学科，对医护人员理

论知识及实操能力要求十分严格［７］。急救医学技

能操作教学的目标是将所学理论知识付诸实践，通

过急救实习经验对急救病人作一出初步诊断，再立

刻对其进行针对性救治，以赢得时间并挽救生命。

虚拟仿真实验不仅能够使医护人员得到急救医疗

知识的重点培训，而且能够避免受到外界多种因素

的干扰［８］。互联网线上教学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

教学模式，利用先进信息网络技术融合高等的医学

教育，实现信息的与时俱进、信息共享等，同时还增

加学习的趣味性，利于提高医护人员自主学习能

力，这对提高教学质量有着积极的意义［９］。但目

前关于混合式虚拟仿真实验在急救医学技能操作

教学中应用的研究较少。本研究将混合式虚拟仿

真实验用于急救医学技能操作教学中，观察其教学

效果，旨在提高急救医学的教学质量，更好地培养

医院急救医护人员。

在线开放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可显著提高教学

质量［１０］。在本研究中，两组理论成绩和操作成绩

明显提高，而观察组提高得更为显著，符合上述研

究结果，表明混合式虚拟仿真实验可有效提高教学

质量。混合式虚拟仿真实验着重于培养学员学习

积极性，将课本中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中，

学会采用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

教学模式不仅扩大了教学理论知识的容量，而且结

合实践，巩固了急救医学相关知识［１１］。互联网线

上教学尝试在多个教学环节采用信息化的方式合

理安排知识的传授和内化，改变以往“老师讲课、

学生听讲”的教学模式，强调自主学习，进而提高

其学习效率。在该教学模式下，学员学习不受时间

和空间的限制，能够根据自身具体情况合理安排学

习计划，同时还能随时在线求助教员、组员以及网

上资源［１２］；两种教学模式联合，则起到协同作用，

有利于提高学员理论成绩与操作成绩，改善教学质

量。

在混合式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合理运用视

频、图片、实物模拟等，改变了学习的单调性，使知

识变得生动形象，更易于学员理解和接受，同时还

能够丰富讲授过程；通过 ＱＱ、微信群聊作课前预
习和讨论，相互探讨或由教员进行答疑解惑，提高

了学员的学习兴趣、思考及沟通能力，进而加深了

学员对理论和操作知识的掌握程度，这对提高综合

能力有着积极的意义［１３］。在本研究中，观察组综

合能力明显高于对照组，与以往研究结果基本相

符［１４］，因此混合式虚拟仿真实验可有效提高学员

的综合能力。自主学习能力指根据自身对学习的

接受度、目标以及需求等利用物力和人力资源选择

适合自身的学习方法，最大限度得到和掌握所需知

识和技能［１５］。互联网教学可显著提高学员自主学

习能力［１６］。在本研究中，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自

主学习能力明显提高。表明混合式虚拟仿真实验

便利了使学员获取知识的途径更为便利，同时，学

员还可根据自身时间和需求自主把握学习进度，提

高了其自主学习的能力。

互联网线上教学能够对大量网上数据和信息

进行有效加工、整合、分析，进而使学员随时随地学

习到所需的知识；同时还便利了师生间的交流，这

对提高教学满意度均有着重要的意义。杨璐铭

等［１７］研究表明网络教学可明显提高授课满意度；

本研究中，观察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表明混

合式虚拟仿真实验能有效提高学员的学习兴趣，提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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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教学质量，与上述研究结果相符。互联网线上教

学对大量网上数据和信息进行有效加工、整合、分

析，进而使学员随时随地学习到所需的知识；同时

还便利了师生间的交流，这对提高教学满意度均有

着重要的意义［１８１９］。

综上所述，混合式虚拟仿真实验在急救医学技

能操作教学中应用效果良好，不仅能够提高学员理

论和操作成绩，而且还能够提高学员的综合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以及对教学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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