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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仿真联合志愿服务用于本科护生
老年人跌倒护理教学研究

王芸芸1,王先美1,余平子2,熊吴燕1,王秀红1

摘要:目的
 

探讨虚拟仿真联合志愿服务用于本科护生老年人跌倒护理教学中的效果。方法
 

以309名三年级本科护生为研究对

象,在老年护理学课程的老年人跌倒教学单元开展基于虚拟仿真实验和志愿服务教学,即课前线上学习和虚拟仿真实训、课中课

堂翻转、课后志愿服务;课后评价教学效果。结果
 

护生使用老年人跌倒护理虚拟仿真实验次数4(3,4)次,考核成绩显著高于上一

届护生(P<0.05),教学目标达成度为62.8%~93.9%,对教学促进作用的认同度为74.1%~94.8%。结论
 

虚拟仿真联合志愿

服务教学可有效提高本科护生老年人跌倒护理教学效果。
关键词:护生; 本科; 老年护理学; 跌倒; 预防; 应急处理; 虚拟仿真; 志愿服务; 护理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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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virtual
 

simulation
 

in
 

combination
 

with
 

volunteering
 

applied
 

in
 

teaching
 

"prevention
 

of
 

falls
 

in
 

the
 

elderly"
 

for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Methods
 

A
 

total
 

of
 

309
 

third
 

year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were
 

re-
cruited.

 

The
 

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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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iatric
 

Nursing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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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u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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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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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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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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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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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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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ention.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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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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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
 

of
 

virtual
 

simulation
 

by
 

nursing
 

students
 

was
 

4(3,4).
 

Their
 

test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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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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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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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v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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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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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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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8%-93.9%,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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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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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有

2.64亿,占比18.4%,即将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1],
日益加重的老龄化对我国医疗卫生,尤其是护理工作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老年护理学课程的重视程度也

日渐凸显。跌倒是老年人常见健康问题,发生率高,
后果严重,是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意外伤害死亡主

要原因[2]。跌倒给个人、家庭带来沉重负担,已成为

危害老年人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3]。老年护理学是

护理学专业必修课,老年人跌倒是老年护理学教学重

点和难点,是护生必须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但老年人

跌倒的评估和应急处理在实际教学中存在困难,如实

验教学病例资源有限、老年人跌倒护理技能要求高等

制约了护生知识和技能的系统掌握。多项研究表明,
虚拟仿真实验能促进护生临床思维的培养,提高实践

水平、提升综合技能[4-7]。本课题组为提高护生在老

年人跌倒相关知识教学目标达成度,运用中南大学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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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护理 学 院 设 计 研 发 的 国 家 级 虚 拟 仿 真 实 验 项

目———老年人跌倒的评估和应急处理,在实验空间平

台创建“老年护理学———跌倒的预防与应急处理”虚
拟仿 真 实 验 教 学 课 程(http://www.ilab-x.com/
course/detail?id=470);结合养老志愿服务,取得较

好效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22年3月,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我

校2019级三年级护理本科生(4年制)309人为研究

对象,男67人,女242人;年龄20~25(21.73±0.99)
岁。老年护理学课程在三年级第2学期开课,开课前

已学完基础护理学、外科护理学、内科护理学、妇产科

护理学、儿科护理学等专业课程。
1.2 方法

1.2.1 制定教学目标 根据学校教学要求,课程组

于2022年1月重新修订课程教学大纲和教学目标。
老年人跌倒护理单元的教学目标:①知识。护生能陈

述跌倒的危险因素和跌倒风险评估的内容;能运用恰

当的、正确的方法对跌倒老年人进行评估;掌握跌倒

不同情境下正确的应急处理方法;能为老年人开展预

防跌倒健康指导。②能力。促进和提升护生评判性

思维、临床思维以及实际应对能力。③素质。培养护

生的同理心,尊重、体贴老年人,提升护生的人文关怀

素养。④思政育人。大力弘扬乐于助人的中华传统

美德,提升护理学专业自信。并报请教研室、二级学

院以及教务处三级审核通过。
1.2.2 教学资源准备 ①拍摄《老年人跌倒的概

述》微课。课题组于2021年11月拍摄,内容包括老

年人跌倒危险因素的评估和老年人跌倒后的紧急处

理方法,时长7
 

min。课前1周教师通过雨课堂发布

微课视频,护生利用手机或PC端进入雨课堂观看,
知晓教学内容和需要提前储备的知识。②课题组于

2022年3月,引用中南大学湘雅护理学院设计并发

布的共享实验项目———老年人跌倒的评估和应急处

理虚拟仿真实验,在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课程共

享平台搭建线上课程《老年护理学———跌倒的预防

与应急处理》,309名护生在课前全部加入线上学习

班级,通过学习了解老年人跌倒不同情境下正确的

应急处理方法。
1.2.3 教学方案设计 课题组于2022年3月通过

查阅文献、护生调研、教师集体讨论分析,设计构建老

年人跌倒教学单元,形成理论+实践、线上+线下、
虚+实、课内+课外的“四结合”教学方式,依据老年

人跌倒特点再整合为:课前线上学习+虚拟仿真实

训-课中理论课翻转-课后志愿服务的虚拟仿真联

合志愿服务的混合式教学。
1.2.4 教学实施

  

教学内容包括理论讲授跌倒的危险因素、预防措

施以及老年人跌倒后的紧急处理措施,技能训练包括

制订预防老年人跌倒的措施、跌倒后的评估(初步评

估和进一步评估)和老年人跌倒后的紧急处理。教学

过程包括课前、课中、课后三大环节。
1.2.4.1 课前教学活动 护生自主学习为主。①教

师导入教学目标。教师提前1周通过雨课堂发布《老
年人跌倒的概述》微课视频,布置学习任务:老年人为

什么容易发生跌倒?
 

老年人跌倒后可能带来的危害

有哪些? 要求护生登录雨课堂学习,完成测试题。②
课前预习。护生通过雨课堂进行线上学习。结合前

期《外科护理学》中外伤、骨折的处理方法,《基础护理

学》中危重症患者病情观察等,登录实验空间平台进

行《老年人跌倒的评估和应急处理虚拟仿真实验》学
习,初步了解老年人跌倒的评估和应急处理要点。鼓

励护生在平台进行讨论和留言,教师通过后台收集并

整理护生虚拟仿真实验练习数据。
1.2.4.2 正式授课 护生参与式学习为主。①设置

情景,案例引入。教师采用多媒体播放春晚《扶不扶》
视频片段,提出问题:老年人跌倒后要不要扶? 老年

人跌倒后可能的后果? 与年轻人跌倒有何不同? 老

年人跌倒的现场处理措施是什么? 通过设置问题情

景,激发护生的学习兴趣,以小组讨论的方式进行问

题探究。②翻转课堂。
 

以问题为目标进行课堂翻转,
护生分组讨论并汇报讨论结果。③教师点评与精讲。

 

教师点评护生汇报的内容,查漏补缺,并精讲重点和

难点,主要包括老年人跌倒的预防性护理、老年人跌

倒后的紧急处理措施以及宏观层面的老年人跌倒预

防策略。④角色扮演。理论学习后,由护生扮演老年

人跌倒,护生根据现场情景,进行老年人跌倒后的处

理,其他护生根据处理情况和结果进行点评学习。⑤
回归案例。

 

教师通过回归案例进行问答式总结:老年

人跌倒后是否该扶? 老年人发生跌倒后,施救者要根

据现场情况来处理,既不能不管,也不能盲目扶起;应
先评估,依据评估结果进行适当处置。以引导护生通

过专业判断实施救助,提高护生的救助意识和安全意

识。
1.2.4.3 课后志愿服务 ①护生分组,选出小组长。
2022年3月(开学第1周),将309名护生分为42个

小组,每组7~8名护生,通过自愿报名、班级干部推

荐,选出具有较强组织领导能力和责任心的42名小

组长。组建小组长微信群,告知小组长的义务和责

任。②启动志愿者服务,小组长先行。教研室主任和

课题组教师于2022年3月(开学第2周周末)带领42
名组长分别前往贵阳市合作的3个社区开展志愿服

务活动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和志愿服务活动均在社

区老年活动中心进行,社区负责人提前通知本社区老

年人到活动现场。课题组教师现场统一培训组长进

行“笑做不倒翁”志愿服务活动。具体做法:将42名

小组长分为8组,每组5~6人,每组由1名教师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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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教师依次演示《老年人跌倒风险评估表》[8]《居家

危险因素评估工具》[9]的评估应用方法、评估结果的

解读,老年人的跌倒风险和居住环境风险;然后每组

护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评估社区老年人,对有跌倒风险

和跌倒史的老年人,小组成员与其共同分析可能导致

跌倒的危险因素,提出防范建议和具体措施;同时协

助社区工作人员在老年人健康档案中标记明确,方便

社区工作人员重点关注,定期随访。要求每位小组长

掌握“笑做不倒翁”志愿服务活动内容及注意事项,为
后续指导小组成员打好基础。③全体护生开展志愿

服务。利用周末,由教师和组长带领,各小组组员前

往指定社区开展“笑做不倒翁”志愿服务活动,过程同

前,由小组长替代教师演示评估方法,然后在教师与

小组长的指导下共同完成对社区老年人的全程志愿

服务。每名护生至少参加1次志愿服务,每次约4
 

h。
学习结束后要求护生写1篇志愿服务心得体会(不计

入成绩),同时布置1道思考题:“哪些老年人需要重

点加强跌倒预防,如何预防?”要求其完成并上交。
1.2.5 评价方法 ①虚拟仿真平台应用情况。统计

虚拟仿真实训平台自动记录的护生学习情况,包括护

生登录的时间、次数及测验成绩。②考核成绩。分为

阶段性考核和期末考核。阶段性考核成绩包括本教

学单元课前测试题成绩和课后思考题成绩。期末考

核为课程考核,采用闭卷测试,本教学单元满分为8
分。③护生对教学的评价。本课题组参考相关文

献[4,10-11]设计护生评价教学效果调查表,包括教学目

标达成度和教学改革的促进作用2个方面,共17个

条目。教学目标达成度,由护生课后对11项教学目

标达成情况进行自评,分为“达标、大部分达标、一半

达标、小部分达标、未达标”5级评价,“达标+大部分

达标”视为目标达成。教学改革的促进作用,由护生

对本教学改革6个方面的促进作用进行评价,分为

“完全同意、大部分同意、基本同意、不太同意、完全不

同意”5个等级,“完全同意+大部分同意+基本同

意”视为同意。课后采用问卷星方式发放和收回调查

问卷,发放309份,均有效收回。
1.2.6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5.0软件进行数据

分析,行描述性分析、t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护生虚拟仿真平台应用情况 护生登录虚拟仿

真平台次数2~11次,中位数为4(3,4)次;累计登录

1
 

113人次,平台记录测验成绩为65~100(97.23±
5.84)分。
2.2 考核成绩 阶段性考核成绩:课前测试题成绩为

44~89(79.81±4.89)分,课后思考题成绩为68~93
(85.68±2.93)分。本教学单元期末考核成绩为3~
8(6.43±1.10)分,与2018级312名护生同教学单元

成绩[2~8(5.39±1.25)分]比较,t=10.939,P<
0.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3 开展志愿者服务情况及护生对本次教学的评价

 共开展志愿服务43次,累计服务时长1
 

404
 

h,平
均约4.5

 

h。护生对本次教学的评价,见表1。
表1 护生对本次教学的评价(n=309)

项目
目标达成/
认同(人)

百分率

(%)
教学目标

 熟悉跌倒的危害 283 91.6
 掌握跌倒的危险因素 254 82.2
 掌握跌倒风险的评估 265 85.8
 掌握跌倒后初步评估方法 280 90.6
 掌握跌倒后活动无受限者的评估和处理 280 90.6
 掌握跌倒后意识清醒者的评估和处理 280 90.6
 掌握跌倒后意识模糊者的评估和处理 217 70.2
 掌握跌倒后无自主呼吸者的评估和处理 196 63.4
 掌握跌倒后颈腰椎损伤者的评估和处理 194 62.8
 掌握跌倒后肢体损伤者的评估和处理 290 93.9
 掌握跌倒的预防措施 285 92.2
教学改革的促进作用

 适合于本次教学内容 285 92.2
 有助于培养自主学习能力 271 87.7
 有助于培养临床思维 293 94.8
 有助于培养实际应对能力 263 85.1
 有助于培养团队协作精神 232 75.1
 有助于提升专业自信心 229 74.1

3 讨论

3.1 虚拟仿真联合志愿服务用于本科护生老年人跌

倒护理教学作用分析

3.1.1 克服了老年人跌倒教学“不可练”的弊端 老

年人跌倒后,不同情景下评估、处理的真实场景操作

“不可练”,因其受技术、场地、时间和师资等限制,难
以在实际教学中全真模拟。有护生表示,即使学习

内、外科护理学等专业课程,但面对跌倒老年人时,护
生缺乏自信和应对能力。利用虚拟仿真实验,模拟不

同情境下老年人跌倒的场景,通过人机互动和在线测

试赋分反馈,有助于系统全面掌握老年人跌倒不同情

节下的评估和应急处理知识和技能,弥补了传统教学

中“不可练”情形,为老年护理专业教学提供全新的教

学方法,提升评判性思维和临床复杂情景的应对能

力。
3.1.2 形成区域特色的护生养老志愿服务团队 当

前,我国现有的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机构养老形式简

单,居家养老发展不成熟[12-13]。有研究显示,具备专

业知识背景的护生志愿者可以提升老年人的健康素

养与健康促进生活方式水平[14-15]。经培训后,护生进

入社区为老年人开展志愿服务,如筛查跌倒高危人

群、预防跌倒健康宣教、慢病护理、日常生活指导以及

相关的干预研究等,既可为老年人提供专业服务,同
时能提高护生的专业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我校护

理学院于2019年9月成立了南丁格尔志愿服务总队

贵州医科大学分队(第451支队),本课程依托志愿服

务队-学校-社区,借助“南丁格尔志愿服务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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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带领护生长期开展社区养老志愿服务,已形成了

本地区特色的护生养老志愿服务团队。此外,在与老

年人接触交流过程中,护生对老年人传递知识与爱

心,提升了护生的人文关怀素养,此过程不仅可促使

护生改善对老年人的态度,同时可提高护生对老年相

关知识的学习兴趣。
3.2 虚拟仿真联合志愿服务用于本科护生老年人跌

倒护理教学优势

3.2.1 有助于提高护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本研究使

用国家级虚拟仿真平台,该平台的积分奖励机制和记

录最高成绩方式迎合了护生的兴趣爱好,护生可以反

复多次练习后取最高成绩,能提高护生的学习积极

性。本次研究中护生在线检测平均分为97.23,登录

次数中位数为4次,说明护生在线学习的积极性高,
且87.7%的护生认为该教学资源和教学方式有助于

培养其自主学习能力,这与万丽红等[4]的研究结果类

似。
3.2.2 有助于教学目标达成 护生在课前利用线上

平台完成课前预习和课前检测,能培养其自主学习能

力;课中以参与式教学设计为主,通过设置情景、引入

案例,教师引导护生小组讨论、案例分析及总结评价,
进行翻转课堂,使用虚拟仿真平台进行综合性的沉浸

式学习,有助于掌握知识和技能,促进教学目标的达

成。本研究结果显示,本组护生本教学单元成绩显著

高于前一届护生(P<0.05),说明本次教学改革效果

显著;且护生认为自己对大部分知识掌握较好。但也

有少部分知识点目标达成度低于80%,分析原因:①
老年护理学属于护理专业考查科目,相较于其他考试

科目,护生重视程度要低;②我校护生体量较大,为大

班教学,教师对每名护生关注度不够,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教学目标的达成度。这在今后的教学中应加

以改进。
3.2.3 有助于提高护生的人文关怀素养 我校护生

自2019年10月参与养老志愿服务以来,获得了社

会、学校的一致好评。从目前开展效果来看,护生进

入社区为老年人服务是一项双赢活动,既可以使老年

人获得社会的关爱和专业的服务,又可使护生获得多

方面的学习机会,增长阅历,如对老年人进行查体与

评估,以及沟通交流,有利于护生了解老年人的真实

需求,了解社区养老服务的真实情形,提高对养老护

理服务价值的认知和对养老服务的关注度。此外,护
生与老年人多次接触和交流,慢慢深入细致地了解老

年人,增加同理心,进而形成尊老爱老的思想与行为。
4 小结

本研究借助实验空间共享平台,基于虚拟仿真联

合志愿服务在老年护理学课程中实施混合式教学,提
高了教学目标达成度,提升了课程挑战度、难度和深

度,同时提高护生为老服务的人文关怀素养;但是目

前已发布并共享的老年相关虚拟仿真实验相对较少,

需要开发更多优质的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如老年人的

综合评估、老年人安宁疗护等,同时需要增加养老志

愿服务项目,将护生参与养老志愿服务常态化、长效

化,为培养更多的养老护理人才打好基础,推动我国

积极养老健康稳步发展。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第七次全国人口普

查主要数据结果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EB/OL].(2021-
05-11)[2021-12-10].http://www.stats.gov.cn/tjsj/

sjjd/202105/t20210511_1817269.html.
[2] 北京医院,国家老年医学中心,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老

龄健康服务与标准化分会,等.居家(养护)老年人跌倒干预

指南[J].中国老年保健医学,2018,16(3):32-34.
[3] 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总体要求、重大行动及主要指标[J].中国循环杂志,

2019,34(9):846-858.
[4] 万丽红,彭俊生,文科,等.基于虚拟仿真平台的压力性

损伤护理的混合式教学[J].中华护理教育,2020,17(9):

774-778.
[5] 宋春雪,张鹏,訾春艳,等.虚拟仿真技术联合智慧职教

云课堂在分娩护理实训教学中的应用[J].护理学杂志,

2021,36(23):65-68.
[6] Ahmadpour

 

N,Keep
 

M,Janssen
 

A,et
 

al.Design
 

strate-
gies

 

for
 

virtual
 

reality
 

interventions
 

for
 

managing
 

pain
 

and
 

anxiety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scoping
 

review
[J].JMIR

 

Serious
 

Games,2020,8(1):e14565.
[7] Fairen

 

M,
 

Moyes
 

J,
 

Insa
 

E,et
 

al.Health:personalized
 

teaching
 

and
 

learning
 

anatomy
 

using
 

VR[J].J
 

Med
 

Syst,

2020,44(5):94.
[8] 胡秀英,肖惠敏.老年护理学[M].5版.北京:人民卫生

出版社,2022:319.
[9] 胡梦梦.居家长期照护失能老人跌倒危险因素及干预研

究[D].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院,2014:53.
[10]陈瑾,许健,胡正军,等.基于虚拟仿真技术的医学免疫

学线上综合性实验教学研究———以免疫细胞治疗细胞

制品质控实验教学为例[J].中国免疫学杂志,2021,37
(19):2400-2404.

[11]Liu
 

W.Virtual
 

simulation
 

in
 

undergraduate
 

nursing
 

edu-
cation:effects

 

on
 

students'
 

correct
 

recognition
 

of
 

and
 

causative
 

beliefs
 

about
 

mental
 

disorders[J].Comput
 

In-
form

 

Nurs,2021,39(11):616-626.
[12]孙碧竹.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发展研究[D].长春:吉

林大学,2019.
[13]贺家,冯香艳,袁甜甜,等.社区志愿养老服务现状及与

医学生志愿养老服务意愿的相关性[J].护理研究,2020,

34(11):1997-2000.
[14]刘芳娥,王佳,李安琪,等.护生志愿者对农村空巢老人

健康促进的干预研究[J].护理学杂志,2022,37(12):79-
82,113.

[15]林敏,王阳阳,谷嘉宁,等.北京市高等医学院校护理专

业学生志愿服务现状调查[J].护理学杂志,2022,37(6):

72-76.
(本文编辑 王菊香)

·81· Journal
 

of
 

Nursing
 

Science Feb.
 

2023 Vol.38 No.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