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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结合情景模拟在有效沟通课程教学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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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微信结合情景模拟用于《有效沟通》课程教学的效果。方法
 

整群抽取37名2016级护理本科生作为对照组,《有效

沟通》课程采取情景模拟教学模式;38名2017级护理本科生作为研究组,采取微信结合情景模拟的课程教学模式。结果
 

课程教

学结束后,研究组和对照组沟通能力评分分别为86.66±8.29和69.35±8.9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研究组课程期末考

试成绩显著高于对照组,对课程教学效果评价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P<0.01)。结论
 

微信线上互动与线下情景模拟相结

合,有利于提高《有效沟通》课程的教学效果,提高护生沟通能力。

关键词:护理; 本科生; 有效沟通; 微信; 情景模拟; 护理教育; 沟通能力

中图分类号:R47;G64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870/j.issn.1001-4152.2019.16.065

Application
 

of
 

Wechat
 

combining
 

with
 

scene
 

simulation
 

in
 

the
 

course
 

teaching
 

of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Ouyang
 

Yanqiong,
 

Huang
 

Yi,
 

Li
 

Suya,
 

Liu
 

Qian.School
 

of
 

Health
 

Scienc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teaching
 

effect
 

of
 

Wechat
 

combining
 

with
 

scene
 

simulation
 

in
 

the
 

course
 

of
 

Effective
 

Communi-
cation.

 

Methods
 

Thirty-seven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enrolled
 

in
 

2016
 

were
 

regarded
 

as
 

a
 

control
 

group,
 

who
 

received
 

scene
 

simulation
 

teaching
 

in
 

the
 

course
 

of
 

Effective
 

Communication;and
 

38
 

students
 

enrolled
 

in
 

2017
 

were
 

taken
 

as
 

a
 

study
 

group,
 

who
 

were
 

taught
 

using
 

Wechat
 

combining
 

with
 

scene
 

simulation
 

teaching
 

in
 

the
 

course.
 

Results
 

At
 

the
 

end
 

of
 

the
 

course
 

teaching,
 

the
 

communication
 

ability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as
 

86.66±8.29
 

and
 

69.35±8.98,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1).
 

The
 

final
 

examination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course
 

teaching
 

effect
 

evaluation
 

of
 

the
 

students
 

from
 

the
 

study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P<0.01).
 

Conclusion
 

Combination
 

of
 

on-line
 

Wechat
 

and
 

off-line
 

scene
 

simulation
 

teaching
 

is
 

conducive
 

to
 

increasing
 

the
 

course
 

teaching
 

effect
 

of
 

Effective
 

Communication,and
 

improving
 

nursing
 

students'
 

communicat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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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沟通能力对临床护士具有重要的意义。护士的

沟通能力不足是影响护士素质与患者满意度的重要

因素[1-2]。护士沟通能力的培养应从学生开始,开设

《有效沟通》课程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和提高护生的沟

通能力[3]。沟通是一门学问,更是一种技能,需要反

复练习。此前的《有效沟通》教学主要是采取教师课

堂讲授联合情景模拟的教学模式,学生学习兴趣和教

学效果欠佳。目前手机和微信已经成为大学生社交、
沟通和日常生活的重要工具。笔者采用微信与情景

模拟相结合对《有效沟通》课程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和

探索,在提高学生的沟通能力及课程期末考试成绩等

方面取得较满意的效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7年2月至2018年7月整群抽取我

院2016级护理本科生37名为对照组,2017级护理本

科生38名为研究组。对照组中男10名,女27名;研

究组中男10名,女28名。两组均为高考统招全日制

学生,年龄、性别、高考成绩及基础课程成绩等方面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1.2 方法

两组均于大学一年级第2学期完成《有效沟通》
课程学习,均选用自编的《有效沟通》教材,由同一组

教师授课。课程教学内容主要包括普通人际沟通基

本知识(沟通的基本要素、沟通的功能与种类、破译沟

通的密码、人际沟通的基础、人际沟通的障碍、案例解

析、沟通模拟场景练习)及专业人际沟通(治疗性沟

通、与特殊患者的沟通、与不同年龄组患者及家属的

沟通、与医务人员的沟通、与不同科室的患者沟通、治
疗性沟通模拟实践)。课程为2学分,共36个学时。
其中理论讲授28学时,情景模拟8学时,均穿插在理

论授课过程中。
1.2.1 教学方法

    

1.2.1.1 对照组 采用理论讲授+情景模拟教学进

行授课,一方面教师以多媒体的形式进行理论讲授,
学生通过听课、记笔记、完成课后作业题,并以教材为

中心进行复习考试;情景模拟教学则教师于课前先设

计情景模拟脚本,可以是真实案例或联系临床自行设

计不同的沟通情景,如患者入院场景、发药场景、输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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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等,4~6人组成模拟演练小组,由小组组长分配

角色,进行小组内讨论和练习,课中采用角色扮演法

和案例讨论法,护生分别扮演护士、医生、患者、家属

进行现场模拟,教师一旁全程观看并给予评价指导,
并将整个模拟沟通过程用影音录像进行记录。
1.2.1.2 研究组 采取理论讲授+微信+情景模拟

教学方法。具体内容为①理论讲授:同对照组;②情

景模拟:同对照组;③微信:授课教师建立微信群,所
有学生加入。教师收集整理一些关于沟通的视频资

料并通过微信推送,视频来源于电影电视或护理实际

工作(为保护隐私对涉及人物化名并打马赛克处理)
等,教师将《心术》、《急诊室故事》、《产科医生》、《外科

风云》、《我的父亲母亲》等影视剧中关于沟通的精彩

片段进行剪辑编辑后,在课堂上观看讨论,课后发送

到微信群供强化学习;将《18分钟说服军人》、《有效

恭维》、《周恩来巧劝张自忠》、《共情让医务人员可

亲》、《医患沟通:一门值得学习的心理课》、《学会告诉

病人坏消息》等故事和图片发布到微信群,供学生课

后利用碎片化时间学习;课后将课堂情景模拟的影音

录像发送到微信群,教师和学生针对录像内容查找问

题,评估效果,进一步讨论交流。
1.2.2 评价方法 ①沟通能力。采用杨芳宇[4]开发

的《学生临床沟通能力测评量表》于开课前及课程结

束后分别对两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该问卷包括建立

和谐关系(6条)、敏锐倾听(5条)、确认患者问题(5
条)、共同参与(4条)、传递有效信息(3条)以及验证

感受(5条)6个维度,共28个条目。学生根据自己的

真实体验和实际行为表现评分,采用Likert
 

4级评分

法,总分28~112分,得分越高说明学生的沟通能力

越强。②考核成绩。两组课程总成绩=平时成绩(课
堂表现和作业成绩)×30%+期末考试成绩(情景模

拟考核)×70%。期末情景模拟考核根据学生语言沟

通能力(60分)和非语言沟通能力(40分)表现评分。
各项成绩满分均为100分。③教学效果评价。课程

结束后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对两组课程教学效果进

行调查,包括教学准备(教学内容安排合理、案例教材

准备充分),教学方法(教学形式生动、提升学习兴趣、
促进自主学习、着眼临床思维、注重能力培养),教学

质量(教学态度严谨、教师水平胜任),教学效果(促进

沟通知识理解、促进沟通技巧掌握、增强团队合作能

力、提高分析解决问题能力、提高人文关怀能力、提高

沟通能力)4个方面,共15个条目。采用Likert
 

4级

评分法,从“非常不认同”到“非常认同”依次赋1~4
分,总分越高表明评价越好。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7.0软件进行t检

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两组教学前后沟通能力比较 见表1。
表1 两组教学前后沟通能力比较 分,x±s

组别 人数 教学前 教学后 t P
对照组 37 59.68±9.6769.35±8.98 4.314 0.000
研究组 38 60.03±9.2686.66±8.2912.289 0.000

t 0.160 8.677
P 0.872 0.000

2.2 两组课程考核成绩比较 见表2。
表2 两组课程考核成绩比较 分,x±s

组别 人数 平时成绩 期末考试成绩 总成绩

对照组 37 93.97±6.8685.95±3.1488.35±3.11
研究组 38 92.58±4.1687.47±2.9189.13±2.36

t 1.066 2.184 1.225
P 0.290 0.032 0.224

2.3 两组对课程教学效果评价比较 见表3。
表3 两组对课程教学效果评价比较 分,x±s

组别 人数 教学准备 教学方法 教学质量 教学效果 总分

对照组 37 7.05±0.82 15.55±2.75 7.05±0.90 19.68±2.14 49.45±3.23
研究组 38 7.00±0.78 17.39±1.52 7.16±0.87 21.50±1.57 53.76±2.34

t 0.274 3.637 0.555 4.274 6.727
P 0.785 0.000 0.581 0.000 0.000

3 讨论

3.1 微信结合情景模拟教学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沟通

能力和学习成绩 《有效沟通》是实践性极强的一门

课程。学生掌握了护患沟通的基本知识,并不一定就

具备良好的护患沟通能力;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积极

性,尽可能让学生多一些沟通练习是沟通课教学改革

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3]。微信能满足学习者的

兴趣,变被动学习为主动探索,已应用于健康教育及

护理教学[5-8]。本研究将课堂上的情景模拟拍成视

频,发送到微信群,供师生课后反复观看讨论。本研

究结果显示,课程教学后,研究组沟通能力评分显著

高于对照组(P<0.01),提示微信与情景模拟相结合

教学能更好地帮助学生掌握沟通技巧和提高沟通能

力。既往研究表明,影音录像反馈及电影电视资源教

学应用在护理人际沟通等教学并取得良好效果[9-10],
将学生在沟通时的情景进行录像或录音,反馈给学生

并要求写出自我评价,教师再组织学生共同分析和讨

论,可促进学生自我反思、提高沟通技巧和沟通效

果[11-13]。本研究以微信为载体,以学生自己的情景模

拟影音录像和热门影视剧为教材,为学生提供一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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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验且可以随时随地、反复多次学习讨论的教学模

式。通过情景模拟,使临床复杂多变的情景得以再

现,锻炼了学生的灵活处置能力[14-15];教师通过该微

信群将不同主题的沟通相关视频、沟通技巧相关知识

定期分享至微信群,学生之间可互动体验、深度学习,
从初步模仿到部分实践再到实际应用来循序渐进地

提高学生的护患沟通能力[16]。教师在微信群中适时

提问和指导,使学生明确自身沟通方面的薄弱点和努

力方向。情景模拟教学具有灵活性,在不同的情景教

学中,学生需要针对不同的沟通对象、不同的现场情

况自主发挥,从而锻炼了学生的应变能力和沟通能

力[17]。研究组在课程教学中,通过学生与学生之间、
学生与教师之间的沟通交流、协作会话、讨论争辩,能
动地、全面地分析,并在分析过程中不断反思,有助于

提高学生的沟通能力。值得注意的是,研究组期末考

试成绩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但两组平时成绩

和总成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因为平

时成绩主要考核课堂参与度和平时作业,与学习兴趣

密切相关。《有效沟通》被我院学生评为最具活力的

课程之一,因此课堂参与度高,平时表现均较好;期末

考试以情景模拟为载体,主要考量语言沟通能力和非

语言沟通能力。研究组利用微信进行了更多的沟通

训练和对话交流,故其期末考试成绩高于对照组。这

表明可能微信联合情景模拟教学后学生的沟通表现

更好;也可能与考核方式有关,本课程改革了教学方

式,还需要相应地变革考核方式。
3.2 微信与情景模拟相结合教学使学生更认可课

程教学效果 表3显示,研究组对课程教学的总体

评价显著优于对照组,且对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的

评价显著优于对照组(均P<0.01),表明微信联合

情景模拟教学使学生更认可课程教学效果。在微信

上借助文本、语音、图片、视频、表情等多种信息传送

的形式进行交流,迎合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创新了教

学方 法,为 课 程 学 习 增 添 知 识 的 丰 富 性 和 趣 味

性[6-7]。护理教学课堂需要被“激活”。护理教学的

改革就是要把握好教与学的关系,把课堂留给学生,
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导[16]。本研究借助微信双向

互动式的教学模式,使学生学习变得更富有主动性,
学生的角色转变为知识的主动接收者和技能的体验

者,教师的角色则是学习的指导者和练习的参与者。
课前微信互动,

 

课中小组讨论和情景模拟有助于培

养良好的团队协作能力,因此,研究组比对照组对课

程教学效果的评价更为积极,更认可课程教学。需

要指出的是,研究组有微信干预,而同一时间对照组

无相关学习任务,研究组教师和学生均花费了更多

时间,研究组的教学效果更好也有可能是教学时间

不同产生的结果差异。这一点有待于对学生的沟通

能力进行持续随访加以证实。

4 小结

本研究将微信与情景模拟相结合应用于《有效沟

通》教学,结果显示该教学方法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沟

通能力及学习成绩,且学生对课程教学效果更加认

可。当然,两组非同一年级,不在同一时间段进行评

估,可能会对研究结果有一定的影响。此外,微信群

的管理和隐私的保护等,也是今后研究中值得注意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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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护生综合ICU三阶段模拟教学的效果评价

裴先波,徐爱京,张旭,陈晓莉

摘要:目的
 

探索本科护生综合ICU三阶段模拟教学的效果。方法
 

在重症护理学同步实习中,对27名本科护生根据模拟案例开

展理论知识学习-案例模拟演练-临床实践三阶段教学。完成4周教学后,采用模拟教学评价量表、模拟教学反馈问卷及临床实

习评价表评估教学效果。结果
 

护生对综合ICU模拟教学的设计、实践、学习满意及自信心评分均在4分以上(满分5分)。全部

护生对三阶段模拟教学活动感兴趣,认为通过案例模拟后对ICU临床实践很有帮助。ICU临床带教老师对护生临床实习评价为

(96.07±1.96)分。结论
 

对本科护生开展综合ICU三阶段实习模拟教学,可提高模拟教学效果及实习效果。
关键词:护理本科生; ICU; 模拟教学; 临床护理教学; 重症护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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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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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stage
 

simulation
 

teaching
 

in
 

clinical
 

practice
 

of
 

general
 

ICU
 

for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Methods
 

In
 

synchronous
 

clinical
 

practice
 

of
 

critical
 

care,
 

27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was
 

taught
 

using
 

three-stage
 

teaching
 

based
 

on
 

simulated
 

case:theory
 

learning-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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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ll-clin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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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U为危重患者提供密切的监测、治疗和护理,
紧急情况经常发生。调查发现,ICU实习护生普遍存

在对ICU环境恐惧、缺乏ICU专科护理知识和技能、
自信心不足等问题[1],护生ICU实习往往不能达到

预期效果[2]。常规实习教学方法难以使护生在ICU
环境中摆脱恐惧心理,循序渐进地进入实习状态并达

到实习目标。高仿真模拟教学在护理教育中的作用

得到肯定,如模拟教学可以提高护生知识掌握程度、
自信心、评判性思维能力及自我效能等[3]。ICU临床

护理单个场景模拟教学有较好的效果,如创伤、心肺

复苏、气道管理等[4-6],
 

目前缺乏对护生ICU实习进

行整体模拟教学结构化设计的研究报道。我院在同

步实习模式下,对本科护生综合ICU 实习进行理

论知识学习-案例模拟演练-临床实践三阶段模拟

教学,取得较满意的效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我院2014级

27名三年级护理本科生为研究对象,其中男11名,
女16名;年龄19~21岁。护生在前期专业课程学习

中均参加过模拟教学,对模拟场地及设备熟悉,知情

同意。
1.2 方法

1.2.1 教学方法

1.2.1.1 三阶段教学安排 我院护理本科生重

症护理学的学习安排在三年级下学期,ICU实习4
周。每周1次模拟教学,具体安排为:根据每周模

拟教学涉及的知识和技能,周一布置护生自学相

关知识;周二组织护生进行1
 

h讨论会,对预习的

知识进行讨论、讲解,讨论会后给护生本周3个模

拟案例的基本信息和模拟教学目标,要求护生进

行模拟前准备;周三进行约3.5
 

h模拟教学。周四

全天在ICU实习。
1.2.1.2 模拟案例的构建 案例设计涵盖ICU核心

知识和技能[7],设计4个板块的模拟教学,每周1个板

块,每个板块3个模拟场景。第1周主要涉及水、电解

质、酸碱平衡及循环,模拟案例以肠梗阻穿孔导致感染

性休克不同阶段设置3个场景。第2周主要涉及呼

吸,模拟案例以COPD、严重肺部感染、急性呼吸衰竭发

作设置3个场景。第3周主要涉及中枢神经系统,模
拟案例以脑出血术后颅内压增高、高热亚低温疗法及

并发症设置3个场景。第4周是综合运用,模拟案例

是严重多发伤患者,累及循环、呼吸及中枢神经系统的

3个不同场景,需要综合评估及处理。采用我院通用的

模拟教学案例模版进行案例编写,包括模拟教学目标、
流程、护生预习的内容、模拟情景布置、患者信息及场

景、案例运行脚本、引导性反馈提纲和附件(包含医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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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检查单等)。所有模拟案例均为经多次运行并

反复修订的成熟案例。
1.2.1.3 模拟教学的组织与实施 27名护生分为4
组,每组6~7名护生,每组护生依次完成4个板块的

模拟教学。每周三上午为模拟教学时间,运行本周板

块的3个模拟场景。每个模拟案例教学流程为护生

讨论、分工、参观模拟现场(包括检查仪器设备及物

品)约15
 

min,模拟案例运行约15
 

min,引导性反馈

约30
 

min。案例运行阶段由每组的2~3名护生作为

“护士”护理模拟人,本组其他护生在教室通过监控系

统观摩,3个场景保证各组所有护生至少有1次机会

作为“护士”进行模拟演练;讨论和引导性反馈阶段所

有护生参与。运行案例时,教师作为观察者记录护生

的表现,并在模拟结束后组织引导性反馈。我院模拟

教学中心有SimMan
 

3G高仿真模拟人及控制系统,
设置有模拟ICU病房。模拟教学由同1名教师和2
名实验室工作人员配合完成。
1.2.1.4 临床实习 周四全天为临床实习,为每组

护生分派1例与本周模拟案例类似的ICU患者,在
临床带教老师监督下进行个案管理,同时参加临床带

教老师指导下的其他护理工作。个案管理的要求为:
带教老师在周四开始实习前组织护生进行简单讨论,
让护生明确实习目标,个案管理计划、实践中的注意

事项,确保护生能为患者提供安全的护理,并在当天

实习结束前1
 

h进行个案管理讨论会。
1.2.2 评价方法 ①模拟教学效果。采用Jef-
fries[8]发展,Wang等[9]汉化的模拟教学评价量表,有
3个分量表:模拟教学设计量表,包括目标和信息、支
持、解决问题、反馈和模拟真实性5个维度共20个条

目,Cronbach's
 

α系数为0.92;模拟教学实践量表,包
括主动学习、合作、学习方式和切合期望4个维度共

16个条目,Cronbach's
 

α系数为0.86;护生学习满意

度和自信心量表,包括满意度和自信心2个维度共13
个条目,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4和0.87。3
个分量表均采用Likert

 

5级评分,从“非常不同意”到
“非常同意”依次赋1~5分。②模拟教学反馈。自行

编制护生对模拟教学反馈问卷,包括对三阶段模拟教

学是否感兴趣及其对临床ICU实践的作用或帮助。
③临床实习评价。是我院护生在临床实习的常规评

估,作为实习科室的出科成绩。临床实习评价表由我

院自行编制,包括知识(基础知识5分、专科知识5
分)、技能(基本护理10分、临床决策能力5分、护患

沟通能力5分、自主学习能力5分)、态度(职业认同5
分、职业行为5分)、个案管理(全面评估5分、明确问

题5分、计划制定10分、护理实施10分、护理评价5
分)、实习后讨论(参与10分、表现10分),由临床带

教老师评估,总分100分。第4周模拟结束后调查护

生对模拟教学效果的评价及模拟教学反馈,由临床带

教老师进行临床实习评价。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2.0软件进行统计

描述。
2 结果

2.1 护生对模拟教学效果评价 见表1。
表1 护生对模拟教学效果评价

项目 得分(x±s)

 模拟设计

  目标和信息 4.33±0.56
  支持 4.43±0.55
  解决问题 4.47±0.45
  反馈 4.49±0.45
  模拟真实性 4.29±0.49
 模拟教学实践

  自主学习 4.56±0.36
  合作 4.52±0.55
  学习方式 4.37±0.56
  切合期望 4.61±0.46
 满意度和自信心

  学习满意度 4.36±0.42
  学习自信心 4.25±0.47

2.2 护生对模拟教学反馈 全部护生对三阶段模拟

教学活动感兴趣,认为通过模拟教学对临床ICU实

践有帮助,依次是:对ICU核心知识和技能有比较明

确的了解(26人)、可以很快地适应ICU 环境(25
人)、协助带教老师完成很多工作(23人)、可以对自

己负责的个案进行分析判断(22人)、具有一定的临

床决策能力(21人)。
2.3 带教老师对临床实习效果的评分 临床实习总

均分为(96.07±1.96)分,5个方面的得分分别是知

识(9.30±0.67)分、技能(23.37±0.63)分、态度

(9.22±0.51)分、个案管理(34.44±0.58)分、实习后

讨论(19.70±0.47)分,个案管理和实习后讨论得分

率最高,分别为98.40%和98.50%。
3 讨论

3.1 有效构建ICU三阶段模拟教学案例的重要性

 本研究基于ICU核心知识和技能进行整体结构化

模拟设计,得到了参与本次实习护生的肯定。研究显

示,对 新 入 职 护 理 人 员 进 行 结 构 化 培 训 至 关 重

要[7,10],与本研究结果类似。本次模拟教学案例设计

结构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模拟案例为ICU
主要收治的病种,确保护生同步实习时可以管理到同

类患者;②循序渐进涉及ICU重要系统(循环、呼吸

及中枢神经系统)功能及内环境的监测及处理,以及

综合应用;③包含ICU核心知识和技能,如基本生命

支持、基本监测及支持、有创动脉和中心静脉监测及

维护、人工气道管理、常用仪器设备使用、常见检验检

查结果识别、常见ICU抢救药物的应用、ICU患者安

全、镇静镇痛、营养管理等;④危重患者病情紧急情况

的识别及处理;⑤团队协作及沟通交流。通过ICU
整体结构化高仿真模拟,让模拟教学架起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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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桥梁[11]。Kopf等[7]研究发现,结构化培训可以简

化新入职护士角色转换,使其技能、药物应用和临床

能力得到提升。
3.2 护生对ICU三阶段模拟教学的评价较高 每

场模拟教学除精心设计外,模拟前的准备也很重要,
护生准备包括安排相关理论知识的预习、检验预习效

果的讨论会、模拟案例基本信息及模拟教学目标的提

供,让护生逐步深入作准备,缩短理论知识和实践的

距离,从而提高护生自信心。Ewertsson[2]研究也表

明,模拟教学让护生拥有为临床实习作好准备的感

觉。本研究护生对模拟教学学习满意度和自信心评

价得分较高。
模拟教学设计中“解决问题”和“反馈”维度得分

最高。护生在模拟场景中不用担心出差错,能够模拟

ICU护士进行护理活动,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尝试解

决问题,而传统ICU实习护生动手较少。研究显示,
复杂的临床实践适合应用高仿真模拟教学[4],因此

ICU护生进入临床前进行结构化模拟教学很有必要。
高仿真模拟教学的效果得以保证离不开规范的反馈

讨论,Fanning等[12]建议对于每一场模拟,需30~45
 

min用于反馈讨论。参与者在反馈讨论中不应该有

焦虑情绪,安全的反馈环境应包括场景保密和对参与

者行为的尊重。反馈讨论应是一个开放和真诚讨论

的“安全地带”,让参与者在没有压力的环境中得到及

时评价和反思[13-14]。在模拟场景中去解决问题,并通

过反馈讨论进一步提升实践能力。“模拟真实性”维
度得分相对偏低,均分为4.29,介于“同意”和“非常

同意”之间,其条目包含“这次模拟教学模拟了一个真

实环境”等2个条目。在反馈过程中了解到,ICU模

拟案例病情较重,很多案例均不能“说话”,仅有异常

症状及体征,难以让经验不足的护生感受到患者病情

危重。在某种程度上护生对模拟真实性的感受比较

模糊,部分护生心目中ICU真实场景应该特别具有

感官冲击。这提示模拟的过程需要增加真实性,可加

入一些干扰因素,如紧张焦虑的“家属”干扰,“医生”
的适时“任务”,或者药物、设备或医嘱等的错误或故

障,另外,模拟人化妆方面尽可能使场景逼真等。
护生对模拟教学实践中“切合期望”维度的评价

最高,说明本次模拟教学活动目标明确,且模拟实践

达到了模拟教学设置的教学目标。其次是“自主学

习”维度得分较高,说明本次模拟教学促进了护生自

主学习或个性化学习。Mahan等[15]认为主动参与和

有学习动机是提高成人学习效果的关键。“合作”维
度均分第三,但其中条目“在模拟教学过程中我有机

会和我的同伴一起合作”得分最高,表明护生认同模

拟中的合作,模拟教学为他们提供了合作机会,这是

现有的理论教学和临床实习模式所欠缺的。
3.3 临床老师对实习效果的评价 模拟教学后ICU
临床实习得到了临床带教老师的认可。经过理论及

模拟准备,加上实习时护理与模拟类似的临床个案,
护生很快进入比较职业化的状态,对自己负责的个案

护理能力得到提升,其中模拟教学起到了关键性作

用。同种疾病的临床患者因具有不同个性化的特征,
临床案例管理有理论和模拟不可替代的丰富性或复

杂性。实习结束后,护生积极参与实习后讨论会,说
明在个案管理中有收获也有困惑,需要进一步讨论分

享,尤其是由经验丰富的临床老师组织的讨论使护生

临床判断能力和决策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研究表

明,辅以理论课及临床实习的高仿真模拟教学能够有

效提高护生的临床判断能力[5]。
目前,我国高仿真模拟教学的条件逐渐具备,很

多医院或医学院校都有较好的模拟硬件设备,但模拟

教学实施还有待完善,其中最具挑战的是模拟案例设

计及模拟实践的组织实施,尤其是系统化的模拟案例

构建与实施。本研究对本科护生综合ICU实习进行

整体模拟教学结构化设计并应用,得到护生较高的评

价及认可,有利于提高护生实习效果。不足之处是样

本量较小且仅对初次实施后的效果进行评价,没有设

置对照。期望在后面的教学中针对具体的细节进一

步完善及深入评价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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