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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 Med-Match游戏在心血管内科护生用药实践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将护理学院大四学生采取抽签法随机分

配至2所附属医院进行临床实习,将A医院心血管内科实习的护理本科生78名分为对照组,B医院心血管内科实习的护理本科

生75名分为观察组。对照组采取传统实践教学,观察组则在传统实践教学基础上融入 Med-Match游戏。入科第1天、出科前1
 

d,对两组评判性思维及临床实践能力进行评价。结果
 

出科前1
 

d观察组评判性思维及临床实践能力得分显著优于对照组(均

P<0.01)。结论
 

在临床用药实践教学中融入 Med-Match游戏,使理论、实践与临床护理实际有效衔接,能显著提升护理本科生

评判性思维和临床实践能力,是培养应用型护理专业人才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护理本科生; 心血管内科; 临床实习; 安全用药; 用药实践; Med-Match游戏; 评判性思维; 临床实践能力

中图分类号:R47;G424.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870/j.issn.1001-4152.2021.09.065

Application
 

of
 

Med-Match
 

game
 

in
 

medication
 

practice
 

teaching
 

of
 

nursing
 

students
 

in
 

cardiovascular
 

department Yang
 

Qian,
 

Feng
 

Li,
 

Liu
 

feng,
 

Shang
 

Shaomei.
 

School
 

of
 

Nursing,
 

Chengdu
 

Medical
 

College,
 

Chengdu
 

61008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Med-Match
 

game
 

in
 

medication
 

practice
 

teaching
 

for
 

nursing
 

students
 

in
 

car-
diovascular

 

department.Methods
 

The
 

grade
 

four
 

students
 

in
 

our
 

nursing
 

school
 

were
 

randomized
 

into
  

2
 

affiliated
 

hospitals
 

for
 

clini-
cal

 

practice
 

by
 

drawing
 

lots,
 

the
 

78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practicing
 

in
 

the
 

cardiovascular
 

department
 

of
 

hospital
 

A
 

were
 

taken
 

as
 

a
 

control
 

group,
 

and
 

another
 

75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practicing
 

in
 

cardiovascular
 

department
 

of
 

hospital
 

B
 

were
 

regarded
 

as
 

an
 

experimenta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adopted
 

traditional
 

clinical
 

practice
 

teaching,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dditionally
 

incorporated
 

Med-Match
 

game.
 

The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and
 

clinical
 

practice
 

skill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evaluated
 

at
 

the
 

first
 

day
 

and
 

last
 

day
 

practicing
 

in
 

the
 

cardiovascular
 

department.Results
 

The
 

score
 

of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and
 

clinical
 

practice
 

skill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
 

0.01
 

for
 

all).Conclusion
 

The
 

integration
 

of
 

Med-Match
 

game
 

in
 

the
 

teaching
 

of
 

clinical
 

medication
 

practice
 

makes
 

an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theory,
 

practice
 

and
 

clinical
 

nursing,
 

which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and
 

clinical
 

practice
 

ability
 

of
 

undergra-
duate

 

nursing
 

students,
 

and
 

it
 

is
 

an
 

effective
 

way
 

to
 

cultivate
 

applied
 

nursing
 

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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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士在临床用药安全中担负着重要的监督工作,
不仅要熟悉药理机制、药物作用、药物不良反应、用药

剂量、用药时间等注意事项,还要掌握用药后患者的

护理评估,以便做出及时的反应和处理[1-2]。然而,由
于药理机制枯燥难懂,药物种类日新月异,即使同一

种药物在不同患者身上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和反应,
护生即使能死记硬背下药物知识,却难以在临床实践

中安全有效地进行用药指导与用药管理,且其对临床

情境下的客观问题缺乏足够的评判性思维和临床实

践能力[3]。构建理论、实践教学与临床护理实际有效

衔接的教学策略,可提升学生的评判性思维和临床实

践能力,是加快护理教育创新发展的重要手段,是培

养应用型护理专业人才的有效途径[4]。Med-Match
游戏,即药物配对游戏,是向护生和刚入职护士介绍

临床环境中用药实践的一种教学策略[5],通过分析每

例患者病情,匹配最佳药物,并概述护理措施,以便安

全用药,目前国外已成功应用于临床用药实践教学

中[5]。2019年7月至2020年4月,本课题组将 Med-
Match游戏融入实习护生临床用药实践教学中,教学

效果满意,介绍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我校护理学院大四本科护生,采取

抽签法将护生随机分配至2所附属医院(均为三级甲

等医院)进行临床实习,实习前护生已顺利完成前期

的医学基础知识及临床护理相关专业理论知识的学

习。将在A医院心血管内科实习的护生78名分为对

照组,B医院心血管内科实习的护生75名分为观察

组,两组性别、年龄、医学基础知识及护理专业理论知

识等一 般 资 料 比 较,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均 P>
0.05),见表1。
1.2 方法

1.2.1 教学方法

两组护生在心血管内科的实习时间均为4周,每
批次有实习护生5~6人。在进行用药护理实践教学

时,对照组采取传统教学方法,即入科第1周由总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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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老师统一介绍本科室基本用药情况,包括药品名

称、用药方法、药物剂量、药物作用、配伍禁忌等;入科

后的第2、3周的周三15:00~16:00,总带教老师再次

组织护生,对临床常见病的用药注意事项进行讲解,
并结合临床病例讨论用药后的观察事项、护理要点等

关键问题。针对护生提出的难点和疑惑之处,总带教

老师一一讲授,并将药理知识制作成 Word文档,装
订成册发放给护生。同时,在整个心血管内科实习过

程中,由指定带教老师各自负责督导护生用药知识的

掌握情况,随机抽问考核,以加深对药学知识的记忆。
观察组则在对照组基础上采取 Med-Match游戏进行

用药实践教学。
表1 两

 

组
 

护
 

生
 

一
 

般
 

资
 

料
 

比
 

较

组别 人数
性别(人)
男 女

年龄

(岁,x±s)
课程成绩(分,x±s)

药理学 病理学 健康评估 护理学基础 外科护理学 内科护理学

对照组 78 4 74 22.36±0.64 78.51±0.49 80.24±0.46 76.76±0.48 81.68±0.66 76.55±0.46 79.87±0.54
观察组 75 2 73 22.42±0.75 78.66±0.52 80.15±0.54 76.69±0.51 81.64±0.58 76.54±0.50 79.83±0.53
统计量    χ2=0.135 t=0.533 t=1.837 t=1.111 t=0.875 t=0.398 t=0.129 t=0.462
P    0.713 0.595 0.068 0.268 0.383 0.692 0.898 0.645

1.2.1.1 Med-Match游戏的教学设计 ①组建教学

设计团队:由2名主治医师、2名副主任护师、4名护

师组成。主治医师根据临床常见用药问题,设计出

10个不同的临床情境,编制成简短案例;临床情境内

容涵盖心内科常见病、多发病的用药实践,包括心绞

痛、急性心肌梗死、原发性高血压、慢性心力衰竭、急
性左心衰竭、心律失常(阵发性室上性心动过速、心房

颤动)、风湿性心瓣膜病(二尖瓣狭窄、主动脉关闭不

全)、病毒性心肌炎的用药原则、用药管理、用药护理

等知识。由护师制作 Med-Match游戏卡,针对案例

设置针对性的问题关卡,根据问题关卡制作条目选

项,每个情境包含3个选择题和1个主观题,均以表

格形式展示。游戏卡选择彩色卡纸打印。由副主任

护师设计反思环节和拓展性问题。②流程设置:
Med-Match游戏分为五大环节,即2种赛事(单人赛

和团体赛)、3个议题(脑力激荡、拨乱反正、汇报反

思)。③预实验:抽取5人进行 Med-Match游戏,并
对过程进行监测,根据护生和教师反馈,修改优化流

程。
1.2.1.2 Med-Match游戏的教学实施 科室总带教

老师负责 Med-Match教学游戏的安排和组织,共计

实施4次,于每周四下午15:00~16:30在科室示教

室进行,每批次轮转的护生均全程参与 Med-Match
游戏的所有环节。①游戏环节一:单人赛。科室总带

教老师说明游戏规则后,发放彩色游戏卡,后附有选

择项,为确保游戏难度的一致性,游戏卡内容完全相

同。游戏卡以临床情境为导线,共设计10个不同情

境,第1、2周各完成2个情境,随着临床实习的深入,
知识掌握度的提升,第3、4周则各完成3个情境。每

个情境都设置3个选择题和1个分析题(如:患者,
男,60岁,因“胸骨后疼痛4

 

h”入院,诊断为急性广泛

前壁心肌梗死。问题1:给药名称? 问题2:药物种

类? 问题3:用药管理?)。选择题主要考察药物名

称、药物种类、用药管理(包括药物使用时间、剂量、给
药方式、不良反应等),护生通过分析、判断、选择合适

的选项,选择题关卡由每位护生独立完成,即“单人

赛”环节,时间30
 

min。②游戏环节二:团体赛。护生

6人,2人为一组,共计3组,出示各自完成的选择题

选项,分析、讨论并达成共识。最终团队合作解答最

后关卡,即问题4:给予药物后,作为责任护士你该想

到什么? 做到什么? 闯关时间限制在30
 

min内。该

环节考察护生综合分析判断的能力,对用药后药物的

作用、不良反应的观察,对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做好

风险评估和风险预测,以便及时有效给予应急处理,
避免意外发生。③游戏环节三:脑力激荡。以之前组

好的团队为单位,就用药实践中各自选择提出相应的

理由,并对不同的用药选择提出质疑,整个环节采取

循环式进行,每个团队都有同等提问和被问的机会。
④游戏环节四:拨乱反正。带教老师公布正确选项,
对错选率或漏选率高的选项,引导护生进一步探究患

者用药后的临床结局,使护生逐步建立起评判性思维

的自信心。对掌握较好的部分,老师给出拓展性问

题,激发护生求知欲,如高血压患者用药实践中“某高

血压病患者,同时患有支气管哮喘,他不能使用哪种

降压药物?”这不仅要求护生知晓常用降压药物,还得

掌握哮喘的发病机制和用药知识,这需要护生对整体

知识的融会贯通和拓展延伸。⑤游戏环节五:汇报反

思。护生就 Med-Match游戏的整体体验进行小结,
并反思通过 Med-Match游戏获得哪些药理知识? 掌

握哪些用药管理要点? 在用药实践中还存在哪些知

识的不足? 如何去弥补? 通过反思,进一步升华知识

和提升能力。
1.2.2 评价方法 课题组于入科当天(教学前)和出

科前1
 

d(教学后)调查护生评判性思维能力及临床实

践能力。①评判性思维能力。采用彭美慈等[6]修订

的评判性思维情感倾向测试量表(CTDI-CV)进行测

量,该量表包括寻求真相(10个条目)、思想开放(10
个条目)、分析能力(10个条目)、系统化能力(10个条

目)、评判性思维的自信心(10个条目)、求知欲(10个

条目)、认知成熟度(10个条目)7个维度共70个条

目。采取6级评分法,条目赋值从“非常赞同”至“非
常不赞同”依次计6~1分,部分条目反向计分,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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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420分。总分≥280分为评判性思维倾向正性,
总分≥350分为评判性思维倾向强正性。总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0.90。②临床实践能力。采用

姚萍萍等[7]编制的本科实习护生临床实践能力量表,
该量表包括临床护理(9个条目)、沟通协调(6个条

目)、健康教育(5个条目)、科研创新(7个条目)、应急

配合(5个条目)、人文关怀(8个条目)和临床教学(4
个条目)7个维度共44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

法,从“完全不具备”至“完全具备”依次计1~5分,总
分44~220分。得分越高,表明本科实习护生临床实

践能力越好。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23。
为确保量表填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量表的收集和发

放均为课题组外老师。为避免填写过程中出现倾向

性和指导性,调查前,由专人负责统一解释说明,当场

发放并回收,填写完毕及时核实,以确保量表的有效

性和完整性。入科当天和出科前1
 

d各发放153份

调查问卷,均有效回收。
1.2.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22.0软件进行数据

处理,计数资料采用频数表示,计量资料以均数±标

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 检验及t检验,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两组教学前后评判性思维能力评分比较 见表

2。
2.2 两组教学前后临床实践能力评分比较 见表

3。
表2 两组教学前后评判性思维能力评分比较 分,x±s

时间 组别 人数 寻找真相 开放思想 分析能力 系统化能力 自信心 求知欲 认知成熟度 总分

教学前 对照组 78 38.77±5.54 41.74±5.09 43.24±5.64 39.82±5.52 39.73±5.17 45.86±5.92 43.19±6.25275.38±26.57
观察组 75 39.02±5.48 41.88±5.13 43.64±5.62 40.17±5.48 39.87±5.42 46.06±6.14 43.36±6.19275.56±25.85
t 0.281 0.169 0.439 0.393 0.164 0.205 0.169 0.043
P 0.779 0.866 0.661 0.695 0.870 0.838 0.866 0.966

教学后 对照组 78 39.14±3.48 42.16±3.58 43.89±3.65 40.54±3.47 40.38±3.64 46.26±3.78 44.21±3.54280.98±15.25
观察组 75 41.02±2.67 44.07±2.48 45.52±2.52 42.08±2.60 42.12±3.35 48.23±2.63 45.89±2.59287.78±14.67
t 3.738 3.822 3.202 3.097 3.073 3.728 3.339 2.809
P 0.000 0.000 0.002 0.002 0.003 0.000 0.001 0.006

表3 两组教学前后临床实践能力评分比较 分,x±s

时间 组别 人数 临床护理 沟通协调 健康教育 科研创新 应急配合 人文关怀 临床教学 总分

教学前 对照组 78 22.16±4.48 13.36±3.56 10.74±3.53 13.13±3.52 10.59±3.74 20.15±3.48 8.74±3.53 100.35±18.63
观察组 75 22.24±4.37 13.42±3.49 10.77±3.46 13.22±3.71 10.65±3.62 20.24±3.69 8.76±3.45 100.86±19.24
t 0.112 0.105 0.053 0.154 0.101 0.155 0.035 0.167
P 0.911 0.916 0.958 0.878 0.920 0.877 0.972 0.868

教学后 对照组 78 22.45±2.63 13.94±2.47 11.23±2.68 13.57±3.08 11.36±2.86 22.24±2.15 9.12±2.74 105.45±12.26
观察组 75 23.65±2.65 15.35±2.38 12.89±2.36 14.56±2.85 13.12±2.77 23.47±2.08 9.98±2.35 111.74±11.08
t 2.811 3.593 4.060 2.061 3.864 3.594 2.080 3.325
P 0.006 0.000 0.000 0.041 0.000 0.000 0.039 0.001

3 讨论

3.1 临床用药实践教学中融入 Med-Match游戏能

显著提升护生的评判性思维能力 评判性思维是本

科护生应具备的核心能力之一[8],也是护理学类教学

质量国家标准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9]。护士在临床

用药实践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10],包括核对医嘱、
药物准备、药物配置、发放药物、指导正确服药、观察

用药后疗效等方面,这都需要护士具备良好的评判性

思维能力,以便正确判断患者服药后可能出现的不良

反应,给予相应的护理措施。然而,实习护生在进入

临床科室时,多数带教老师会要求护生死记硬背药物

说明书,这种孤立性的思维记忆,缺乏真实临床情境,
无法培养护生评判性思维能力,也限制了护生对用药

实践的真实体会和感受。国内学者对本科护生评判

性思维能力现状的调查发现,其总体评价普遍处于中

低水平[11-12],与本研究中护生入科前测得的评判性思

维能力总分基本一致。本研究在临床用药实践中融

入 Med-Match游戏,使理论、实践与临床护理实际有

效衔接。表2结果显示,观察组评判性思维能力总分

及各维度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均P<0.01)。Med-
Match游戏将临床实践中的药物学习从一项单独的

任务转变为一项互动活动[5],通过游戏的单人闯关环

节,激发护生独立思考、分析判断;团体赛则鼓励护生

相互交流,对不同观点进行积极探讨以便达成共识,
最后举双人之力解决最后关卡,此学习过程让护生以

更加包容、开放的思想去聆听他人的观点和想法,也
带着更加积极的态度去共同寻求真相;脑力激荡环节

则是组与组之间互动环节,以设置问题为主线,围绕

提出的问题进行头脑风暴,让护生在追求知识和临床

用药实践的过程中,碰撞出更多思维的火花,逐步建

立起评判性思维的自信心和认知成熟度,有利于帮助

护生复习相关药理知识,掌握药物的正确用法[13]。
印证了游戏学习强调的是不断发现和不断学习的过

程,而不是为完成考评而死记硬背[14],它更能激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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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护生的学习热情,通过知识的建构,形成更强的

评判性思维能力。
3.2 临床用药实践教学中融入 Med-Match游戏能

显著提升护生的临床实践能力 安全用药实践是护

士临床实践工作的重要组成,直接关系着患者治疗的

效果和生命安全[15],能有效预防和减少因药物原因

导致的差错事故[16]。护生在进行临床实习过程中,
学习并掌握安全用药实践,是培养护生临床实践能力

的重要组成[17]。表3结果显示,观察组临床实践能

力总分及各维度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P<
0.01)。本研究 Med-Match游戏以临床情境为导线,
设计不同场景,每个场景又设置了主观题和客观题。
以心力衰竭治疗中常用的洋地黄类药物(地高辛、毛
花甙丙等)为例,个人赛考察护生对临床安全用药知

识的掌握,特别注意给药剂量、给药前心率的测量(<
60次/min时,禁止给药)、漏服勿补几项原则。在团

体赛环节,考察护生之间的沟通协调能力,同时两人

还需相互配合,总结归纳患者使用洋地黄类药物后,
作为责任护士该想到什么? 做到什么? 该游戏环节

考察护生给药后的一系列反应,如细心观察药物的作

用和不良反应,对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提前做出预

判,以便规避意外和风险的发生。同时,还引导护生

对患者进行用药后的健康指导,特别是服药剂量、时
间、自我观察的指标和内容,并在此过程中培养自身

人文关怀能力。在游戏环节四“拨乱反正”中,老师公

布答案后,护生对仍存疑惑的选项,老师鼓励其进一

步的思索和探究,通过一步步追踪药物作用机制、用
药方法、药物疗效等,最终自行构建出正确、完整的用

药知识体系,真正掌握安全用药实践。研究证实,此
类教育游戏让护生作为玩家通过知识或技能的竞争,
最终达到指定的目标[18]。而汇报反思环节,让护生

对游戏环节所涉及的知识、技能乃至自身素养、能力

等方面进行审视、质疑,是实现自我评判性思维与卓

越实践能力的有效途径[19-20]。而且,在汇报的过程

中,护生通过自身对药物知识的理解、内化后,转换成

文字或语言描述,真正将书本知识转化为自己的临床

实践能力。
4 小结

本研究在实习护生临床用药实践教学中融入

Med-Match游戏,使理论、实践与临床护理实际有效

衔接,Med-Match游戏以护生为中心,设计符合护生

年龄段认知特征的闯关环节,且环环相扣;而个人赛

和团体赛两种赛事的相互补充,激发护生积极参与、
勇于探索、努力实践,在归纳反思中使护生逐步构建

知识体系,最终提升护生的评判性思维能力和临床实

践能力,是培养应用型护理专业人才的有效途径,是
实践教学方法改革的有效探索。本研究未对护生进

行用药相关知识的考核并统计实习期间的用药情况,

今后需将此纳入到考核指标当中,以期使整个设计更

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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