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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国内外高校实验教学中心信息化建设与运行现状,总结护理实验教学中心信息化建设经验,提出建设互联智慧护理实

验教学中心、创新“互联网+”护理实验教学模式、完善实验室运行机制与管理模式、积极争取多方资金支持等举措,以切实提高学

生实践创新能力,提升护理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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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教学作为护理教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巩固学生理论知识、培养学生综合能力和创新意识等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

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要求推

进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推动形成“互
联网+高等教育”新形态,提升个性化互动教学水平,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自主管理、自主服务的意识与能

力[2]。如何将“互联网+”引入护理实践教学领域,利
用网络信息资源及移动技术提高护理教学效率,使学

生能够随时随地学习,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

性,促进他们利用专业知识、技能以及身边优秀资源

服务社会、服务人群,提高全民的健康意识和保健水

平,是当前护理教育深化教学改革的关键所在[3]。本

文在全面分析我国护理实验教学中心信息化建设现

状的基础上,探讨以培养护理专业学生综合创新实践

能力为目标,构建信息化背景下创新性护理人才培养

模式,以切实提高学生实践创新能力,提升护理人才

培养质量。
1 高校实验教学中心信息化建设与运行现状

1.1 国外高校实验教学中心信息化建设经验 国外

高校实验教学中心开展诸多信息化技术改革,综合管

理学知识、计算机技术、数据库技术实现了实验教学

改革、实验资源科学配置、实验室管理自动化与智能

化。20世纪出现了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Laboratory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LIMS),除了对实

验室数据和信息管理之外,实验预约、设备监控管理

和虚拟化、远程控制等均有报道[4-5],为实验室管理水

平的整体提高和实验室全面管理提供先进技术支持。
国外很多大学已经建立虚拟实验室,运用虚拟实验室

的模拟教学策略,构建虚拟的医院患者单元,使学生

沉浸在互动环境中,开展技能训练,可极大提高学生

的实践学习积极性与参与性[6-8]。
1.2 国内高校实验教学中心信息化建设现状 目前

大部分高校传统实验室还存在着设备资源零散、学习

途径单一、信息资源碎片、实验室管理效率低下等诸

多问题。近几年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教育信息化工作,
要求打造设备先进、资源共享、开放式服务的实验环

境[9]。部分实验教学中心已经建立了基本的教学信

息化平台,实现了实验课排课、网上预约、数据共享等

功能,解决了传统实验中心弊端,提高了实验教学效
果和实验室利用率[10]。清华大学开发了一套全校范

围的集实验教学管理、网上预约、网上排课选课、学生

评价等 实 验 教 学 教 务 管 理 为 一 体 的 实 验 教 学 系
统[11];上海交通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中心开发了一套

基于XML(中英文)的开放式学习系统,开放近200
项物理实验项目,为学生预习及课外学习提供了便
利[11]。南开大学医学院搭建了集实验开放管理、网
络资源整合和虚拟实验室为一体的信息化平台,形成

虚实结合的现代化医学实验教学中心[12]。
2 护理实验教学中心信息化建设与运行现状

2.1 传统护理实验教学的局限性 护理学是一门实

践性很强的学科。护理实验教学在护理学教学中占重

要地位。但传统护理实验教学采用“实训课上教师演

示和辅导练习+学生课后操练”方式,存在以下局限

性。①理论与实践联系有待加强:由于理论课和实验

课独立进行,并有较长间隔,存在知识遗忘现象。导致

实验课时,学生不理解教师所讲授实验内容及意义,出
现实践与理论脱节[13]。②实验教学课时较少、信息量

大,学生消化吸收困难:教学中演示时间长,学生既容

易注意力分散,自己动手时又会忘记[14]。③不能兼顾

所有学生:示教时,既不能保证所有学生参与,又不能

照顾个体差异;学生练习时,教师无法时时教学监控及

辅导,不能关注所有学生需求并与其开展有效互动[15]。
④学生主体性缺失:教师演示为主,学生被动模仿的学

习形式阻碍学生的能动性与个性化发展,学生学习主

动性不足。此外,实验教学过程缺乏师生间或生生间

沟通互动平台,限制学生主体合作、创新、研究能力发

挥[16]。⑤教师辅导任务重且低效:教师辅助任务繁重,
却又有很多重复劳动。⑥课后操练效果差:实训室无

法全天候向学生开放,而课外操练的学生不易得到教

师及时帮助,课后操练流于形式。
2.2 护理实验教学中心信息化建设落后 护理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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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改革主要是研究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在高校
实验教学中心信息化建设飞速发展的状况下,信息化

技术的应用为解决传统护理实验教学弊端提供了思路

和方法[17-20]。但由于护理学科起步较晚,现有护理实

验教学中心仍普遍存在资金来源受限、资源共享不足、
运行机制粗放、管理效率低下问题。目前大部分护理
实验教学中心信息技术的应用仅局限于多媒体技术和

实验室信息化管理等方面,虚拟仿真、物联网、人工智

能、大数据等高端信息技术教学方法应用偏少。北京

大学护理学院建立模拟临床情景实践教学模式,布控

摄像头,配备多媒体教学软件等手段加强护理人才实
验教学体系建设[21]。福建医科大学护理学院从基础护

理、专科护理、人文护理三个模块建设虚拟仿真实验教

学环境,并开展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改革,为护理虚拟仿

真实验教学中心建设提供参考[22]。护理学实验教学具

有训练量大、项目众多、物品繁杂的特点,对网络的实

时性、互动性要求高,在教学和管理上明显区别于其他
实验室[23]。山西医科大学汾阳学院尝试应用开放实验

室管理系统管理实验教学,提高了实验管理效率和实

验室利用率,有助于实现个性化实验教学,培养学生综
合能力和创新精神[24]。
3 护理实验教学中心信息化建设思考

3.1 建设互联智慧护理实验教学中心 针对传统实

验室数字化程度低,技术力量薄弱的问题,建设互联

智慧护理实验教学中心,实现对实验中心人、财、物的

智慧化识别、跟踪、监控和管理以及学生实验过程与

结果的及时反馈,充分搭建学生自主式、开放式创新
教学环境,从根本上培养学生独立性以及分析问题与

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未来高水平护理实验实训中心的

发展方向[25]。
3.2 创新“互联网+”护理实验教学模式 针对护理

实验教学理论与实践脱节、教学资源受限、教师辅导

任务繁重、学生课后操练效果差等问题,探究“互联
网+”信息技术与护理实验教学的深度融合[26]。增

加高仿真教学和虚拟仿真教学等综合性实验比例,引
导学生掌握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27]。
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形成课堂课后、线上线下、
随时随地多维度学习环境和多元化网络教学评价体

系[28]。教师可通过信息化平台对学生进行监督和指
导,利用视频反刍比、点击率、讨论参与率、课后开放

时长、自评互评等自动获取的过程数据进行形成性评

价,全方位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学生利用信息化平

台主动获取学习资源,提高主动性和参与意识,提升

信息能力,使学生由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信息获

取和加工的主体,成为知识的主动建构者。
3.3 完善实验室运行机制与管理模式 针对实验室

设备资源零散、信息资源碎片、学习途径单一、实验室

人工管理效率低下等诸多问题,探索“互联网+”智慧

护理实验中心人员管理、流程管理、资产管理及安全
管理的运行机制,构建实验教学中心的智能化管理模

式,实现“资源数字化、实验个性化、过程自主化、管理

自动化”的高效管理[29]。实验室人员管理通过智能
化平台对学生、教师、实验中心教师及教学管理人员
的分类、分层管理的机制研究,以实现身份识别、权限
设置、过程管理、绩效评价等功能;流程管理包括实验
教学及学生课后开放活动中运行机制研究;资产管理
包括固定资产申购、使用维护,低值易耗物品采购、领
用、消耗等,在大数据统计分析下的流程优化;安全管
理是实验中心教师利用“互联网+”智慧护理实验教
学管理平台对实验室环境的预警、实时监控等。
3.4 积极争取多方资金支持 针对护理实验教学中
心普遍存在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应该在学校固有建
设资金投入基础上,积极争取多方途径的支持[30],例
如通过优势学科、品牌专业、国家虚拟仿真项目等申
报,获取相关经费支持。
4 小结

高校实验教学中心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实践能
力,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场所,实验教学作为高等教育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巩固学生理论知识、培养学生综合
能力和创新意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学校教学、
科研和社会服务工作的基础。“互联网+”作为新兴信
息技术,为实验教学中心发展提供更广阔平台。将“互
联网+”引入护理实践教学领域,开展护理实验教学中
心信息化建设,改革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手段,是培养
创新实践护理人才的必然选择,对于提升护理人才培
养质量,发挥人才服务社会功能具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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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并发症护理

2.6.1 皮瓣坏死 本组游离皮瓣修复重建患者中,1
例行腹壁下穿支动脉皮瓣修复患者术后第1天皮瓣
远端边缘出现2

 

cm×3
 

cm紫红色改变,静脉回流障
碍。责任护士标记皮瓣颜色变化区域,密切观察未继
续进展,通过局部清创愈合。其余患者皮瓣血运良
好。
2.6.2 上肢淋巴水肿 1例右侧乳腺癌综合治疗后
复发患者,术前双侧肘上10

 

cm、肘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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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责任护士通过抬高患侧上肢,通知管床医
生申请淋巴水肿专科会诊进行处理后好转。
2.6.3 胸腔并发症 术后3例患者出现呼吸频率增
快、发热、无法平卧,胸部X线摄片显示包裹性胸腔积
液,通过留置胸管引流,抗感染治疗,呼吸功能锻炼后
恢复。1例行左侧胸部肿物扩大切除,瘢痕松解钛板
钛钉取出,胸骨肋骨锁骨部分切除,腹壁下穿支动脉
皮瓣、带蒂腹直肌皮瓣修复患者,术后由于胸壁厚度、
完整性、对称性破坏,出现胸壁软化,反常呼吸,使用
棉垫、沙袋加压固定胸壁伤口后缓解。1例患者术后
第31天突发呼吸困难,出现自发性气胸,胸腔置管排
气后好转。
2.6.4 心律失常 由于患者手术时间长、手术创伤
大,低氧血症,血流动力学改变如输液速度过多过快、
贫血、电解质紊乱等均可引起患者心律失常。1例术
后心率增快,心律失常,通过输血,控制液体总量及速

度,美托洛尔等处理后恢复。
3 小结

胸壁的完整性对维持呼吸、循环功能和保护胸腔
内器官极为重要。胸壁肿瘤切除后软组织和骨性缺
损重建是个复杂的过程,面临极大的挑战与风险。加
强围术期营养和康复护理能促进患者术后恢复进程,
改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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