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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客教育在护理教学中的应用及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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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创客教育概念、理论基础、护理教学中创客教育的应用现状,现阶段的应用问题以及应用展望进行综述,旨在为创客教育

在护理教学中的应用提供新的角度和思考,以提高护理教学效果。
关键词:护理教学; 创客教育; 教学模式; 创客文化; 创新能力; 综述文献

中图分类号:R47;G4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870/j.issn.1001-4152.2022.11.099

作者单位:1.遵义医科大学护理学院(贵州
  

遵义,563000);2.贵州护理

职业技术学院;3.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罗娟:女,硕士在读,学生

通信作者:江智霞,jzxhl@126.com
科研项目:

 

2021年贵州省教育厅科学规划立项课题(2021B256)
收稿:2022 01 10;修回:2022 03 08

  随着数字设计技术、开源软硬件和现代信息技术

等的全面推进,创客运动在全国各地迅速开展。创客

运动对教育界的冲击催生了新型教学模式———创客

教育[1]。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将创客教育融入医学

教育,培养医学创客人才,是目前医学教育创新的关

键点[2]。研究表明,基于创客模式的教学有助于激发

学生创新意识,提高学生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水

平[3-6]。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护理学创客教育的研究

逐步加深,但目前仍处于初级阶段。本文对我国护理

学创客教育的应用现状进行梳理,总结护理学创客教

育现阶段存在的问题,旨在为创客教育在我国护理教

学中的推广应用提供参考。
1 创客教育

1.1 概念 创客是出于兴趣与爱好,将各种创意转变

为现实的个人或群体。创客运动是指越来越多的人开

始在日常生活中创造新颖的物品,并通过各种线上线

下论坛与他人分享创作的过程[7]。创客与文化的相互

融合,逐步形成了体现创新思想意识及价值观念的创

客文化。创客文化与教育的不断碰撞和交融,为创客

教育的发展和推广奠定一定基础,学术界普遍认为创

客教育起源于美国。2009年11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

马在“教育创新(Educate
 

to
 

Innovate)”运动大会的讲话

中提议“每一个学生都应成为创造者,而不仅仅是消费

者”,随后创客教育逐渐向美国基础教育领域渗透。在

我国,创客教育一词最早于2013年由吴俊杰等[8]在
“创客教育:开创教育新路”一文中论及,随后,国内涌

现出一批积极探索创客教育理论框架和实践模式的教

育研究者和一线教师。创客教育的快速发展引起了教

育界专家以及学者的广泛关注,得到教育领域的认可

与推进。2016年2月中国电子学会现代教育技术分会

第1次会议中,创客教育专家委员对现阶段创客教育

的定位达成一致,即创客教育是创客文化与教育的结

合,基于学生兴趣,以项目学习的方式,使用数字化工

具,倡导造物,鼓励分享,培养跨学科解决问题能力、团
队协作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一种素质教育[9]。这种新兴

的教育模式不仅得到了国家政策的高度支持,更是成

为我国高等教育适应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

和自身改革的迫切需要。
1.2 理论基础 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做中

学”(Learning
 

by
 

Doing)教学理论[10]和西蒙·佩珀特

(Semour
 

Papert)的建构主义(Constructionism)理论[11]

为创客教育提供了理论基础。“做中学”教学理论主要

批判传统课堂中学生静坐、教师依托教科书讲授的教

学方式,主张教学应以学生的经验和活动作为出发点,
让学生亲自接触具体事物和充分感知事物后,灵活运

用综合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基于这一理论,创客教育

以“基于创造学习”为核心,在教学过程鼓励学生动手

操作,充分接触事物,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做
中学”教学理论对创客教育有着深远的影响,是创客教

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构主义理论,即一种把个

体、社会、知识、物品、工具等各要素进行有机融合的学

习理论[12]。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是学习者基于原有经验

与社会文化背景互动的加工过程,是构建知识而不是

接受知识的过程。基于这一理论,创客教育以合作沟

通为基础、强调“学习成果作品化”,为学生提供展示、
分享的机会。张霞等[13]将创客教育应用于护理本科生

创伤现场救护教学,学生构想的创伤救护作品,申报了

专利并进行临床应用推广。
2 创客教育在护理教学中的应用

2.1 护理学创客空间的建立及效果 护理学创客空

间是指实施创客教育,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学习兴

趣以及学习能力的场所[14]。国内多数教育者在培养

学生的创新能力时往往忽略创新环境这一重要影响

因素[15],积极构建护理学创客空间是培养护理创客

人才的必然要求。江智霞等[14]基于“物-场模型”理
论构想了护理学创客空间框架,包括物理空间建设和

教学设备支持。其中物理空间建设包含公共教学区、
实验操作区、陈列展示区3个区域。另外,该创客空

间应配置创客教育需要的设备,包括3D打印机、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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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眼镜、电子加工器、塑料结构件、手工制作包、彩
色卡纸等,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创造能力以

及勇于尝试的探索精神。研究表明,在本科护理学教

学中,基于“物-场模型”理论的创客空间,提高了学

生自信心、寻求真相、求知欲等评判性思维能力[16]。
袁翠红等[17]建立了老年护理学人文关怀教学创客空

间并融入《老年护理学》教学,该创客空间包括养老服

务及相关产品的设计和制作、创客作品展示和体验、
银色之家活动3个模块。研究表明,创客空间有利于

巩固学生的基础知识和技能操作,同时培养学生共

情、反思能力与人文关怀能力,使学生更好地掌握老

年人的身心特点及与之沟通的技巧。综上,我国院校

护理学创客空间的建立仍处于起步阶段,研究者均重

视在护理创客空间中配备软硬件设施,但大部分院校

只在单一学科方向进行尝试和研究,尚未形成完整的

护理学创客空间研究系统。
2.2 创客教育在护理教学中的教学形式 目前,国
内护理学创客教育没有固定统一的教学范式,不同学

者使用的方法不尽相同,但都注重培养学生的主观能

动性、创造能力和评判性思维,让学生在“做中学”以
提升教学效果。常用的护理学创客教育教学形式有

以下5种:①SCS创客教学法。具体步骤为情怀故事

引入(Story)、简单任务模仿(Copy)、知识要点讲解

(State)、扩展任务模仿(Copy
 

Extended)、创新激发引

导(Stimulate)、协同完成任务(Cooperation)和成功

作品分享(Share)7个环节[18]。研究表明,在护理学

实践教学中结合SCS创客教学法,注重学生的动手

环节[3-4,19-22],有助于提高学生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

及团队协作能力,显著提高学生的综合操作技能。②
基于四轨教学的护理创客教学法。四轨教学包括以

授课为基础的学习(Lecture-based
 

Learning,LBL)、
以团队为基础的学习(Team-based

 

Learning,TBL)、
以案例为基础的学习(Case-based

 

Learning,CBL)、
以问 题 为 基 础 的 学 习 (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4种学习模式。杨凯涵等[23]在四轨教学的基础

上进一步结合创客教育的先进理念,以学生为主体,
教师担任引导者、协调者和管理者的身份,有利于调

动学生积极性,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基于四轨教学

的护理创客教学法弥补了传统教学方式相对单一的

缺陷,充分发挥互补、融合优势,可提高护理教学效

果。③护理创客教育2.0混合式教学。在“互联

网+”的大背景下,创客教育逐渐转变为创客教育

2.0。杨凯涵等[24]融合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2个教

学板块,以“创客了解、创客学习、创客设计、创客操

作、创客分享”为教学主线探索了护理创客教育2.0
混合式教学框架。研究表明,将创客教育2.0混合式

教学法应用于护理本科生创伤现场救护教学中,提高

了教学效果与学生的创新能力,学生的冒险性、好奇

心、想象力、挑战性维度得分均得到提升[13]。④创客

教育2.0双螺旋教育模式。黄迪等[25]以“DNA 分

子”双螺旋结构作为框架,将护理学专业教育中的护

理程序和创客教学中的五步教学法(了解、学习、设
计、制作、分享)进行有机结合,构成多维度协同并螺

旋上升的护理学创客教育2.0双螺旋教育模型,即项

目计划-项目制定-实践探究-项目实施-项目评

判。教学结果显示该法以新型技术作为辅,融合线上

线下教学,在一定程度可提升护理本科生的创新能

力。⑤基于创客理论的手术室护理实践教学。王秀

等[26]将创客理论应用于临床护理实践教学,以手术

实验为载体,应用循证医学方法广泛查阅资料并征求

专家意见,制订“专题讲授-案例展示-实操示范-
选题设问-小组讨论-模拟演练-抽取小组展示-
教师评价及延伸”标准流程,创新了手术室护理教学

模式。研究表明,以创客理论为依托改良的手术室临

床教学模式,可激发学生兴趣,提高学生学习动力,提
升学生评判性思维和临床综合实践能力,为临床护理

教学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但该研究开展时间较

短且仅限于手术室护理教学。
创客教育模式具有开放性、兼容性和共享性,融

合多学科知识,以具体项目实践,强调创新,将其引入

护理教育,为护理教育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27]。我

国学者多在院校实训教学中应用创客教育,在理论教

学和临床教学中的研究较少,可进一步发展和探寻。
3 开展护理学创客教育的思考与启示

3.1 加强护理创客空间的构建 创客空间是开展创

客教育的支撑。创客空间能够为创客创造舒适的环

境、提供良好的软硬件设施,创客能够在此进行社交

活动、思维碰撞、资源共享[14,28-29]。创客教育的开展

首先需要建立物理创客空间和在线创客空间。物理

创客空间为创客提供技术工具、信息资料及研发场

地;在线创客空间为创客提供展示作品、交流思想、分
享成果的平台[30]。除此之外,护理学创客空间应避

免传统技能操作教室的弊端,设置开放运行模式,打
破创客空间服务的时间和空间局限,使创客空间真正

服务于学生[31]。创客空间的构建在借鉴国外先进教

育经验的同时,可结合护理学科特点,大胆改革创新,
逐渐形成具有护理特色的创客空间。未来护理学创

客空间建设的探索,一方面可从其基础定位、核心功

能、服务能力等角度进行不同构想,根据不同学科的

特点进行有特色的构建;另一方面可与医院合作建立

学校—医院共享型创客空间,促进资源整合与共享。
3.2 打造专业护理创客型教师 师资队伍是发展创

客教育的关键。创客活动是创客自主探究、发现和创

造的过程,但也离不开了解、掌握创客教育本质并有

丰富经验的先行者作为创客教师,以便及时对创客进

行激发、引导与帮助[32-33]。推动创客教育顺利实施,
要求规范化、理论化、体系化的创客教师投入大量精

力,开拓思维寻找创新点。这就要求院校打造素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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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知识结构多元的师资队伍,并通过协作方式构建

更为高效的教学方案和思路。另一方面,一线教师对

创客的认识不足,院校应制定激励机制,提升教师认

同感、能动性和重视度,形成人人争做创客教育者的

氛围[34]。此外,知识丰富的临床护士可参与到创客

教育中来,将临床实践中待解决的问题与学生共同探

讨,为学生提供创作灵感。
3.3 开设护理创客教育课程 创客课程是推动创客

教育落地的方式。创客课程有利于护理教育和创客

教育的有机融合,有助于培养教师、学生的创客精神。
目前,护理院校的创客教育未形成完善的课程体

系[35],未来的研究可基于正确的方法论和丰富的临

床经验构建以整合性、协同性、研创性为核心特征的

创客教育精品课程。另外,创客教学资料的缺乏使得

创客教育与护理必修课难以融合与拓展,江智霞

等[14]认为需要开发适用于创客课程的教材、教辅资

料,为护理学创客教育的实施提供教学资源。护理学

创客教育可借鉴国内外优秀的创客课程,结合创客教

育跨学科的特征,构建适合护理学教学开展的护理创

客教育课程体系。
3.4 构建教学效果评价体系 评价体系是检验创客

教育的工具。护理学创客教育应用于教学后,通过测

评学生创造潜力、创造能力以及评判性思维能力来评

价教学效果。创造潜力的测量通常采用威廉斯创造

力倾向量表[36-37]。创造性思维特征的测量通常采用

栗玉波[38]修订的创造性思维测试量表(TCI-C)。评

判性思维能力通常采用彭美慈等[39]修订的临床评判

性思维能力量表(CTDI-CV)进行测评。目前的创客

教育的评价对象主要是学生和实体作品,存在评价主

体和评价形式单一等问题,忽视了教学过程中学生的

团体协作能力、作品设计能力以及教师的创客教育教

学能力。未来的研究可积极探索并构建主体多元化

(教师评价、自我评价、组间互评)和形式多元化(过程

评价、表现评价、结果评价)的评价考核体系,形成系

统、规范、科学的护理学创客教育客观评价工具。
4 小结

创客教育应用于护理教学虽然起步晚,但为护理

教育体系的优化和提升起到了启发作用,具有较大的

潜力和前景。创客教育作为一种新型教学模式,在一

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批判性思维。然

而,护理学创客教育的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建议未

来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完善护理学创客空间体系,打
造专业型护理学创客教师,开发护理学创客课程教材

以及构建护理学创客教育评价体系,以提升护理教学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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