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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本科生护理心理干预虚实结合实践教学的实施

高云,李晓华,苏茜,王丽芳,周英

摘要:目的
 

探讨虚实结合的实践教学在护理本科生护理心理干预实践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将123名护理本科生随机分为试验

组(n=61)和对照组(n=62)。在心理干预实践教学中,试验组采用虚实结合实践教学模式,对照组采用情景模拟教学法。结果
 

试

验组心理干预实践考核成绩、深度学习方式及学习体验评价总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均P<0.05)。学习反思报告分析显示,虚实结合

的实践教学模式可以帮助护理本科生组织专业的语言、选择恰当的心理干预方法、建立心理干预的临床思维、巩固提升难点技术的

应用能力,激发学习兴趣,降低认知难度。结论
 

虚实结合实践教学模式可提升护理本科生心理干预实践操作成绩,促进护理本科生

深度学习,提升其学习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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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干预是护士处理临床患者心理问题必备的

知识与技术,也是护理心理学课程的核心内容,需要

反复练习与实践才能掌握。受到时空、伦理规范等限

制,心理干预实践教学困难,难以为护生提供真实的

实践场景。情景模拟教学让护生通过模拟案例分析

与角色扮演等方法将心理干预理论知识应用于模拟

案例中,能促进护生对心理干预技术的应用[1]。但情

景模拟教学中仍存在难以模拟患者心理问题、学时有

限难以反复练习,情景模拟教学中护生表现出沟通对

话技巧欠缺,而课后又难以复盘演练等问题。虚拟仿

真技术由于其高沉浸交互性、可重复性、逼真性等特

点,已广泛应用于实践教学中[2-4]。本研究借助国家

虚拟仿真平台中的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采用线上虚

拟仿真实验与线下情景模拟实体课堂相结合的教学

模式促进护理本科生(下称护生)深度学习,提升护生

心理干预实践能力与学习体验。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22年9-12月采用整群抽样法选取

我院2021级本科3个平行班的大学二年级护生123
名作为研究对象。所有研究对象已完成基础心理学、
心理应激与心身疾病、心理评估以及6学时的护理心

理干预理论课程(支持性心理干预、认知疗法、行为疗

法)。应用SPSS25.0软件产生随机数字,将123名护

生随机分为试验组(61名)和对照组(62名)。两组一

般资料比较,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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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人数
性别(人)
男 女

年龄

(岁,x±s)
护理心理学理论

测试(分,x±s)
对照组 62 19 43 19.24±0.69 78.25±2.96
试验组 61 16 45 19.30±0.73 77.58±3.25
t/χ2 0.294 0.412 2.184
P 0.587 0.681 0.165

1.2 教学方法

1.2.1 教学设计 两组教学内容均以人民卫生出

版社第5版《护理心理学》教材第五章心理干预中的

心理支持技术、认知干预、行为干预为主,教学大纲、
课时及任课老师均相同。心理干预实践教学为8学

时,其中心理支持技术、认知疗法、行为疗法实践教

学各2学时,护理心理学综合实践演练考核2学时。
课程团队结合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通过集体讨

论、头脑风暴将临床典型案例改编为教学案例,设置

教学问题与任务,形成系列情境教学案例(见表2)。

表2 心理干预实践教学案例

案例 教学内容 案例摘要 问题/任务 教学目标

从 白 领 精 英

到患者

支持疗法 医生告诉小薇她的初步诊断是乳腺癌,需要行

右侧乳房切除术,术后可能需要化疗。小薇和

爱人愣住了,她一边哭泣一边说:“我还这么年

轻,为什么得这种病,我今后该怎么办?”

①请为 小 薇 制 定 心 理

支持方案并演示

①能针对患者心理问题

制定心理支持方案并应

用于案 例 情 景。②注 重

人文关怀及团队合作

乳 腺 外 科 病

房“失 控”的

患者

行为疗法 小薇拟在全麻下行右乳腺癌根治术。她特

别紧张、不安,出现心慌、心悸、出冷汗、睡眠

差、进食量少……手术的画面和手术室的场

景在头脑中挥之不去。不敢说“手术”字眼,

害怕听到医生护士讨论手术,看到科室走廊

张贴的手术科普图片就害怕

①请用 行 为 疗 法 为 小

薇制定 心 理 干 预 方 案

并演示

①能运用系统脱敏疗法、

正强化技术减轻患者的

心理问 题。②注 重 人 文

关怀及团队合作

学会如何

接纳自己

认知疗法 小薇行右侧乳腺癌根治术,术后化疗,化疗

期间脱发明显,面部水肿,小薇认为这些变

化“糟糕极了,简直不能接受”,大部分时间

在玩手机,很少和他人交流。丈夫诉说小薇

发病以来经常与自己吵架,觉得“早晚会被

嫌弃”,多次提出离婚

①请分 析 小 薇 的 不 合

理信 念。②如 何 改 善

其不 合 理 信 念? ③如

何帮小薇接纳自己?

①能正确分析患者的不

合理信 念。②为 患 者 制

定认知疗法干预方案并

用于案 例 情 景。③注 重

人文关怀及团队合作

养老院的

怪老头

护理心理

干预情景

模拟综合

实践演练

考核  

刘大爷,63岁,退休美术教师。老伴去世2年,

儿子在北方工作,工作忙碌。2年前确诊前列

腺癌,半年前发现全身多处转移灶。近半月来

刘大爷感到身体状况愈来愈差,情绪低落,经常

唉声叹气,因为身体疼痛及行动不便不愿出门,

经常说:“哎,老了,不中用了,现在走路都困难

了,是 人 见 人 厌 的 累 赘 了,不 去 给 人 添 堵

了……”工作人员劝老人要经常出去呼吸新鲜

空气,跟人聊聊天,刘大爷直摇头:“哎,不说了,

快要死的人了,还有啥可说的!”

①刘大 爷 有 哪 些 心 理

问题? ②请 针 对 刘 大

爷的心理问题,以小组

为单位,为刘大爷制定

心理 干 预 方 案。③请

演示心理干预方案

①能根据案例情景分析

患者心 理 问 题。②针 对

心理问题,灵活采用心理

干预技术,为患者制定心

理干预方案并应用于案

例情景。③注 重 人 文 关

怀、团 队 合 作,培 养 创 新

思维

1.2.2 教学实施

1.2.2.1 对照组 采用基于自编案例(表2)的情景

模拟线下教学。①课前导学。于实践课前4
 

d在超星

学习通平台发布案例及任务、习题、护生分组要求、课
程流程介绍等导学资料。护生共分4大组(每次课1
大组),每大组按要求分为2小组(6~8名/组)。每小

组设组长1名(负责组织组员上课签到,发放资料)、
主席1名(组织组员课堂讨论)、书记员1名(负责归

纳并记录组员的讨论内容,并记录于白板上)、计时员

1名(按要求把控讨论、情景剧表演的时间,提前给予

提醒)。护生按要求完成预习任务。②线下教学。由

2名教师进行2个学时(80
 

min)情境模拟教学。首

先,回顾课前练习并讲解错误点,展示教学目标,回顾

案例与任务分工。然后,开展三阶段教学:第一阶段

为分组研讨+心理方案构建,护生分2组,根据小组

分工、本小组案例任务讨论,每组由1名教师负责,引
导护生深入思考案例问题,构建心理干预方案;第二

阶段为分组汇报+辩论,每组由组长指定小组成员汇

报心理干预方案与构建依据,汇报完毕教师引导另一

组护生对心理干预方案进行提问,汇报组答疑,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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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辩论,最后由教师总结反馈;第三阶段为情景剧

演示+护生自评与互评,每组护生分角色扮演患者、
家属与医务人员,按照情境案例脚本呈现心理冲突,
演示本组所构建的心理干预方案,或演示心理干预方

案中的关键环节;演示完毕后,教师先引导护生谈自

己塑造角色的体会,再引导两组护生就心理干预过程

中操作者、操作方法、人文关怀等方面进行互评。教

师根据护生的问题进行引导性反馈。考核结束后给

予与试验组相同的虚拟仿真实验练习。

1.2.2.2 试验组 采用虚实结合的实践教学模式。

①课前虚拟仿真实验。课前8
 

d发布虚拟仿真实验操

作指引与习题。每名护生按照操作指引登录国家虚

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共享服务平台(https://www.
ilab-x.com),完成2项国家一流虚拟仿真实验“不同

流派心理咨询技术在同一案例中的应用”(引导护生

运用认知疗法、行为疗法解决个案的心理问题)及“临
终老人心理关爱”(引导护生运用心理支持技术解决

患者的心理问题),并完成基于虚拟仿真实验的练习

题,以引导护生归纳总结心理干预技术的话语与技

巧。例如针对第1项虚拟仿真实验中的来访者“雅
娟”的心理问题,设置“雅娟的不合理信念有哪些”“第
一次对雅娟的心理干预中,干预者是如何针对‘因为

爱,就必须随时随地付出’的信念展开辩论的?”“心理

干预者采用的合理情绪想象技术的步骤包括哪些”等
问题引导护生重点关注认知行为疗法中不合理信念

的分类、“苏格拉底式提问”的对话要点、合理情绪想

象疗法的步骤;在第2项虚拟仿真实验的主人公“李
爷爷”的心理问题,设置“干预者通过哪些方法与李爷

爷建立信任关系?”“干预者采用了哪些心理干预技

术?”等问题使该虚拟仿真实验更契合护理心理学的

教学重点与难点。护生可将虚拟仿真实验中遇到的

疑点或难点发布于该组学习空间的留言板,教师分析

总结后给予引导与反馈。②课堂情景模拟实体教学。
教师带领护生回顾梳理虚拟仿真实验的问题、难点,
引导护生将这些难点、问题的解决对策带入线下情景

模拟演练中,再次探究解决问题的方法。授课教师、
教学方法、流程与对照组相同。③课后虚拟仿真实验

练习巩固与提升。课后护生登录国家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项目共享服务平台再次进行上述2个虚拟仿真实

验的练习,将虚拟仿真实验、课堂模拟中的问题结合案

例再次“复盘”,巩固心理干预流程与关键技术难点操

作,撰写实验报告,提升心理干预操作思维与能力。

1.3 评价方法

1.3.1 情景模拟综合能力考核 两组均在心理干预

教学结束1周内采用自编案例“养老院中的怪老头”
(见表2)进行实践操作考核。两组各分为6大组(12
小组),每小组5~6人。考核内容以小组为单位,课
前根据案例信息找出主要心理问题并制定心理干预

措施,课堂上基于标准化病人(SP)进行心理干预方案

的演示。招募在校护理学专业精神心理护理方向的

硕士研究生担任SP,经统一培训后配合考生完成心

理干预任务。由教学团队中未参与授课的2名教师

采用自行编制的考核表评分,取平均分。该考核表在

既往研究[5]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包括信息采集能力、
信息分析能力、创新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自主学习

能力、动手实践能力、决策能力、合作能力、人文关怀

能力、职业道德10个条目,每个条目评10分、7.5分、

5分或2.5分,总分25~100分,该评价表的Cron-
bach's

 

α系数为0.835。

1.3.2 深度学习方式 采用学习方式问卷中的深度

学习方式模块[6]测量护生的深度学习方式。该问卷

包含深度学习动机、深度学习策略2个维度共11个

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

符合”依次赋1~5分,得分越高说明护生越倾向于采

用深度学习的方式。

1.3.3 学习体验 ①课后使用彭琳等[7]研发的大学

生学习体验问卷测量护生的学习体验。该问卷包含4
个维度(课程收获、良好的教学、学习量合理、课程质

量)25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计分,从“非常不符合”
到“非常符合”依次赋1~5分,各维度及总体条目均

分越高说明护生相应的学习体验越好。②考核结束

后两组护生均撰写心理干预学习反思报告。

1.4 统计学方法 量性资料采用SPSS25.0软件进

行χ2 检验、t检验,检验水准α=0.05。反思报告采

用Nvivo12.0软件辅助进行内容分析。

2 结果

2.1 两组实践考核成绩、深度学习方式及学习体验

评分比较 见表3。
表3 两组实践考核成绩、深度学习方式及学习体验评分比较 分,x±s

组别 人数 实践考核
深度学习方式

深度学习动机 深度学习策略 总分

学习体验

课程收获 良好的教学 学习量合理 课程质量 总均分

对照组 62 80.26±4.37 22.58±3.92 13.29±2.2936.17±3.26 3.61±0.513.69±0.483.03±0.793.57±0.493.63±0.52
试验组 61 83.79±4.70 23.95±4.08 15.41±2.2139.21±3.94 3.86±0.533.89±0.523.16±0.823.94±0.523.82±0.49
t 4.315 1.899 5.802 4.665 2.666 2.217 0.895 4.062 2.085
P <0.001 0.060 <0.001 <0.001 0.009 0.028 0.372 <0.001 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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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护生课后反思与体验 对两组护生的反思

报告进行内容分析发现,虚实结合的实践教学模式在

“组织沟通用语、选择恰当心理干预方法、建立心理干

预临床思维、巩固难点、激发学习兴趣”几方面有优

势。①心理干预沟通语言的组织方面。对照组反馈:
“课前针对案例情景制定的对话提纲,但这个提纲只

是大家‘想当然’拟定的,在情境模拟演练中面对模拟

患者的突发情绪和心理问题时,就套不上了,安慰患

者时会习惯地说‘不要难过’‘别哭了’,但在老师的点

评中才知道这些用语并不能体现对患者的共情。”而
试验组表示:“在与虚拟来访者一问一答的反复练习

中总结出了很多专业用语,例如‘苏格拉底式提问’的
问话提纲及‘共情’用语,可以用在情境模拟演练课的

对话提纲设计中,用在与模拟患者的面对面沟通演示

中,让心理干预语言更专业,更自然。”②选择恰当的

心理干预方法方面。对照组表示:“实践演练中难以

抓住患者的主要心理问题,不知道如何选择正确的心

理干预技术解决患者的心理问题。”试验组反馈:“虚
拟仿真实验案例中的问题和干预措施非常全面,综合

了心理评估和心理干预内容,通过练习让我了解到针

对患者不同的心理问题可以用哪些心理干预措施,让
我对心理干预方法有了更深的理解,线下情景模拟时

就能更加灵活地应用心理干预方法。”③心理干预临

床思维的建立方面。试验组认为:“课前做了虚拟仿

真实验,了解了不同心理干预方法的步骤、流程、注意

事项,参照这个流程,针对情景模拟演练中的案例就

可制定出一个完整的心理干预方案,并将其应用在模

拟案例中。”“因为课前已经反复多次练习过,总结出

了常见的心理问题和应对方法,在情景模拟演练时能

得心应手。”对照组表示:“在情景模拟演练中忽略了

一些重要的步骤,例如在干预开始时没有向患者介绍

干预流程、目的;在患者的心理问题中,并没有评估哪

个心理问题最亟待解决,也没有评估哪个问题是患者

最想优先解决的;在干预后也没有再评估患者的心理

问题缓解情况。”④巩固难点知识方面。试验组认为:
“心理干预技术真的很有挑战性,需要反复练习才能

灵活应用。在情景模拟演练课上,面对‘模拟患者’突
然出现的情绪问题和话语,自己一下就‘无言以对

了’,课后会再回顾虚拟仿真案例,从中寻找应对措

施,然后修改自己的干预方案,同学们之间再模拟演

练,模拟患者对自己的评价越来越高。”而对照组则反

馈:“情景模拟演练确实让我们学到了很多课本上学

不到的知识,但经过2节课的演练,有些技术还是难

以掌握,如何将共情真正灵活运用到实践中,如果能

看到一个标准完整的心理干预范例的应用,课后在模

拟情景中反复练习几次就好了。”⑤激发学习兴趣,降

低认知难度方面。试验组认为:“虚拟仿真+情景模

拟演练给了生活中和临床中的具体情境,抽象的知识

在这些情境中好理解了”“做虚拟仿真实验就像是打

游戏,一关关地过,很有趣,学习也变得容易了”;而对

照组则反映:“情景模拟很有趣,但同时也感觉到灵活

应用心理干预技术真的很难”“情景模拟时场面有点

尴尬,感觉能背下来和能用得上完全是两码事,做起

来很难。”

3 讨论

3.1 虚实结合实践教学有助于提升护生心理干预实

践能力 本研究结果显示,试验组心理干预实践考核

成绩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说明虚实结合实践

教学模式有助于提升护生的心理干预实践能力,
 

与国

内外研究结果[8-9]一致。可能因为“虚”与“实”的交互

练习有助于理论知识向实践应用的迁移[10],且试验组

护生反馈,虚实结合的教学模式帮助其在“虚拟”案例

中积累实战经验,在实体情景模拟训练中更“得心应

手”。神经认知学认为,多次虚实交互练习有利于塑

造学习者的脑神经回路,帮助其形成高阶思维能力,
让学习者面对复杂情境与任务时能将既往的知识灵

活运用于特定情境[11]。本研究试验组认为在虚拟仿

真式的自主学习中,他们能围绕学习主题与任务,在
反复练习过程中“组织心理干预语言”“选择恰当的心

理干预方法”,在虚拟仿真实验中不断尝试、评价,逐
渐建立心理干预的临床思维及新的知识架构;在随后

的情境模拟实体课堂,他们将新的知识架构体系用于

复杂的临床模拟情境,弥补了单纯虚拟仿真实验带来

的“忽视人文关怀”“人际关系处理能力不足”[12],而课

后的虚拟仿真+情景模拟练习式的复盘,使护生对

“疑难”知识点的理解与应用得到了巩固与提升,加深

了知识的内化程度[13],从而提升了心理干预知识的实

践应用能力。

3.2 虚实结合的教学模式可提升护生深度学习水平

 本研究试验组深度学习方式总分及深度学习策略

维度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均P<0.05),虽然两组深

度学习动机得分无显著差异,但试验组得分相对高于

对照组,说明虚实结合的教学模式更有利于促进护生

深度学习。“沉浸式”的教学情境是深度学习发生的

基本条件,而学习效能感可直接促进深度学习动机,
正向预测深度学习水平[14],而“沉浸感”是虚拟仿真实

验的显著特征[14]。可能因为虚实结合的教学模式通

过“虚拟案例情景”与“模拟案例情景”相结合加深了

护生对心理干预学习情景的沉浸感;另一方面,虚实

结合的教学模式让学生从解决“虚拟患者”和“模拟患

者”的心理问题中获得了更多的学习效能感。以上两

种途径均有利于护生深度学习水平的提升。此外,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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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学习动机可促进学习者使用深度学习策略[14-15]。
本研究试验组护生反馈,在虚实结合的练习中对心理

干预策略不断进行尝试、评价与总结,在反复试错中

不断修改、完善心理干预策略,从而优化自己的知识

体系,体现了护生对心理干预知识的理解、建构、迁移

与运用的深度学习策略。

3.3 虚实结合实践教学有利于改善护生的学习体验

 本研究结果显示,试验组护生学习体验问卷总均分

及3个维度均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均P<0.05),说明

虚实结合的实践教学模式有利于改善护生的学习体

验。Zhang等[16]在口腔专业本科生中采用虚拟仿真

系统与下颌模型相结合的虚实结合的教学模式(先虚

后实),结果发现学生的学习兴趣显著提高,帮助学生

体验到更强的实践应用能力、学习获益感,体验到良

好的学习环境与活动。自我决定论提出,自主体验是

提升护生学习动机的重要条件[17]。本研究创设基于

虚拟患者、模拟患者的案例及任务,让护生获得心理

干预过程的自主体验,通过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

式学习等让护生切身感受设计、实施心理干预方案,
解决求助者心理问题的自我效能感,虚拟情景与模拟

情景相互促进,增强护生的学习体验。既往研究表

明,人机交互、情景模拟等学习情境可激发学习者的

学习兴趣[18],有利于产生和维持学习者对学习的投

入,从而改善学习体验,提升学习效果[19]。试验组护

生认为虚实结合的教学模式为他们提供了有趣的学

习氛围,使得原本抽象、枯燥的知识容易理解和应用。

4 结论
本研究将虚拟仿真与情景模拟教学法相结合用

于心理干预实践教学,结果显示有利于提升护生深度

学习水平,改善护生学习体验,提升护生心理干预实

践能力。但本研究采用的2项虚拟仿真实验项目针

对心理学专业的学生设计,其教学知识点、教学重点、
难点与护理学专业学生有所不同。今后可开发针对

护理学专业学生的心理干预虚拟仿真项目,以便开展

针对性的教学。此外,本研究虽然引导护生签署了保

密协议,但对于同年级护生很难做到严格保密,可能

存在沾染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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