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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严肃游戏逐渐应用于医疗相关教育背景下,密室逃脱游戏在护理教育中显示良好应用效果。本文综述密室逃脱的概念及

发展,在护理教育中应用的设计细则、应用效果及展望,旨在为密室逃脱游戏在护理教育中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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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肃游戏(Serious
 

Game,SG)是将游戏理念引入教

学,让学生在游戏化情境中以轻松、愉快的方式获得现

实世界中的知识、能力和素养,可以达到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效率的目的[1]。常见的严肃游

戏包含棋盘游戏、平台游戏、益智游戏、智力竞赛、虚拟

仿真游戏及密室逃脱等[2]。作为严肃游戏的一种,密
室逃脱(Escape

 

Room,ER)游戏近年来逐渐应用于医学

教育领域,在儿科[3]、皮肤科[4]、药学[5]及护理[6]等学

科教学中均取得良好成效。本文综述密室逃脱游戏在

护理教育中的应用现状并提出展望,以期为密室逃脱

游戏在我国护理教育中更好开展提供参考。
1 密室逃脱的概念及发展

密室逃脱是一种真人游戏,通常由“锁定”在教室

中的几个游戏组成,鼓励参与者交流合作,解决难题,
在规定时间限制内成功“解锁”,逃离房间[7]。密室逃

脱最早于2007年起源于日本,作为盈利性商品短时

间内风靡全球[8]。随着教育不断改革,教学方法不断

革新,学生逐渐成为教学主体,密室逃脱游戏逐渐应

用于教学领域。在护理教学中,密室逃脱是护生在封

闭环境和规定时间内发现并解谜教师设置的多个游

戏元素,最终解锁密室的教学方法。密室逃脱游戏用

于护理教学的主要理论框架包括博弈论[9]、成人学习

理论[10]、自我决定理论[11]及建构主义理论[12]等。
2 设计细则

护理教学中,密室逃脱游戏普遍为教师结合教学

目标设计,通常具有鲜明的主题。根据密室逃脱商业

游戏的特点,教师通常用视频形式向学生讲述故事背

景以增强学生紧张感和积极性。例如弗洛伦斯·南

丁格尔被一份匿名文件诬陷为不是护士,请你们找到

钥匙逃离房间来销毁文件进而澄清正名[13]。结合故

事背景,密室内通常设置线索,根据难易程度,线索可

以是线性连贯的、随机开放的或者二者结合[14]。密

室逃脱元素较多,包含谜语、扑克牌、数独游戏、夜光

笔、黑光灯、拼图、刮刮卡、单词联想甚至抽屉、书籍

等[14-16];与之相结合的专业知识普遍围绕密室主题设

定。例如 Morrell等[17]设计的心血管主题密室逃脱

游戏,密室内设置了寻找心血管药物名称、识别不同

类型心电图、预防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护理措施等;
Gómez-Urquiza等[13]以护理安全为主题,设置了包含

心肺复苏、心电图采集、穿脱隔离衣及静脉采血等多

项护理技能操作的专项密室。密室房间多为学生教

室[13]、教师办公室[15]和改造模拟病房[9]等;护生一般

2~8人为一组[15],部分研究扩大至10人一组[18];规
定时间一般设置为30~60

 

min[13,19]。最终“解锁”环
节通常为打开上锁的盒子停止倒计时[19]、打开盒子

找到钥匙[13]等,与病例有关的背景则可能为打开盒

子找到注射药物等[15]。一般设置由教师充当的游戏

观察员,观察员可通过电子监控设备或单向不透明镜

子观察护生表现[15];也可在密室内进行现场观察[13],
在必要时提供线索。
3 应用效果

3.1 激发学习兴趣,提高学习动机 作为一种商业

游戏,密室逃脱开设理念之一就是提高“顾客忠诚

度”[20],因此,将密室逃脱游戏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引

入护理教育后,护生学习兴趣增加、学习动机提高是

必然的。已有多项研究报道,对参与密室逃脱游戏后

的护生进行访谈,护生普遍表示喜爱这种学习方式或

认为护理课程应多设置一些密室逃脱环节[12-13,19]。
Garwood[15]对参与密室逃脱游戏后的护生进行调查,
结果发现无论是否有密室逃脱的经验,护生均对该游

戏表现高度认可和满意,说明密室逃脱游戏既适合于

初学者,也适合于有过密室逃脱经验的护生。Mor-
rell等[19]分析,当前接受高等教育的主体被称为千禧

一代;千禧一代是伴随着互联网高速发展而成长,具
有鲜明的性格特征和乐于尝试新鲜事物的特点。在

学习过程中,千禧一代更喜欢趣味性丰富或有娱乐元

素的沉浸式学习体验,密室逃脱游戏恰好将学习与娱

乐有机融合,可实现寓教于乐,因此可以激发护生学

习兴趣,提高护生学习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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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巩固基础知识,强化技能操作 研究普遍发现,
密室 逃 脱 游 戏 前 后,护 生 基 础 知 识 得 分 显 著 增

加[15,19]。一般来说,密室主题是由教师结合教学目标

设计,教师通常在前期常规授课后开展一次密室逃

脱。由于护理专业具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点,单
纯理论授课难以达到教学目标要求,学生对理论知识

记忆不够牢固、扎实;尤其与临床结合密切的章节内

容更加晦涩难懂,学生短暂记忆后容易很快忘记,难
以形成深刻印象;尽管技能操作可以不断练习,但是

如果脱离临床情景,护生将难以真切领会技能操作的

核心步骤,也难以构建临床护理思维和培养人文素

养。密室逃脱是在规定时间内围绕鲜明主题开展的

解密游戏,紧张刺激的氛围和高度模拟的临床环境,
让护生短时间内注意力高度集中,对所掌握知识和技

能操作进行快速梳理和应用,同时解密元素具有丰富

的娱乐趣味,护生可以对基础知识学习和巩固,对技

能操作熟练和强化。
3.3 加强团队沟通、协作,提高解决问题能力 密室

逃脱是以小组为单位开展的游戏,增加团队内沟通、
协作和共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密室逃脱游戏最直接

的应用效果。Gómez-Urquiza等[13]指出,无论是否设

置临床案例背景,密室逃脱均能增加护生在团队内积

极沟通、相互协作、共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可能与密

室逃脱游戏特点有关。首先,密室内可能设置了随机

开放的线索,不同护生在密室内追踪不同的线索,为
了获得最终解谜答案,护生要随时互相报告自己的进

展,面临解谜进度停滞不前时也要有随机应变的能力

和及时沟通的能力;其次,密室逃脱游戏设置了时间

限制,护生必须争分夺秒解谜各类元素,这种时间压

力迫使护生必须明确分配各项任务,团结协作;再次,
密室逃脱内的游戏观察员不仅是护生表现的观察者,
也会在必要时提供线索,护生在无法继续进展时,可
能选择与游戏观察员沟通进而获得线索,这会增加护

生利用资源解决问题的能力。López-Belmonte等[20]

指出,开展密室逃脱游戏时场面可能会比较混乱,但
是这种混乱场面是加强护生团队内积极沟通和团结

协作、提升共同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途径。
3.4 提高评判性思维能力 密室逃脱游戏对护生学

习的其他应用效果包括提高评判性思维能力等。在

设置临床病例背景下,护生需要仔细评估和判断病例

当前的病情,通过回忆、思考甚至推理才能提出正确

护理计划,全面分析密室内各种因素,同时分析和反

思自己和团队其他人员的思路和看法,在不断观察、
体验、思考和交流过程中,经过分析、综合和评价才能

争取做出正确决定,这是培养护生评判性思维的重要

途径[19]。有没有设置临床案例背景下,密室环境内

物理环境复杂、元素众多,但关键性解谜元素较少或

藏匿于非常普通的生活用品之中(如垃圾桶),部分密

室内还设置了诱饵或迷惑元素[21],护生同样需要观

察、分析、整合才能寻找和确定真正的关键性元素。
如Connelly等[14]设置的密室环境内,位于书桌上面

的墨镜不仅仅是辅助道具,而是关键性线索,护生只

有通过墨镜才能阅读白纸上面的文字提示;Morrell
等[12]设置的密室环境内,护生必须用手机上的黑光

灯才能看清选择题题干,获得关键性线索等。
4 展望

近年来,越来越多学者将严肃游戏理念引入教学

过程中,以探索契合新时代学生特质且有更显著教学

效果的教学新方法[22-23],密室逃脱游戏作为教学方法

已在护理教育中表现出诸多积极效果,具体包括激发

学习兴趣,提高学习动机;巩固基础知识,强化技能操

作;加强团队内沟通、协作和解决问题能力,提高评判

性思维能力等,但密室逃脱游戏在具体应用过程中仍

存在一些限制,建议护理教育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进一步探索密室逃脱游戏在护理教育中的广泛应用及

发展。
4.1 挖掘密室逃脱更多应用效果 密室逃脱是严肃

游戏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类,在护理教学中已发现多项

积极效果,但是目前密室逃脱游戏应用对象多为护理

本科生,是否适合更多对象或释放更多积极效果仍需

进一步探索。国外研究已经发现,密室逃脱游戏同样

适用于提升不同学科学生跨学科团队沟通合作能力。
Friedrich等[24]将临床、护理及药学等专业学生分为

不同小组体验一项密室逃脱游戏,密室内设置了复杂

的病例,最终学生通过解锁拼图获得了可以有效治疗

模拟患者感染的抗生素。这一过程提前模拟临床情

景,为各学科学生提供了快节奏、高压力、复杂的环境

中合作、交流和 相 互 依 赖 的 机 会。此 外,Connelly
等[14]利用密室逃脱将游戏体验与护理专科特点结

合,用于招募高中生报考护理专业,进而为扩大护理

专业报考人数提供机会。这启示我们应充分发挥密

室逃脱游戏在护理领域更多的效能,探索其更多的实

用价值。
4.2 明确密室逃脱教学定位 密室逃脱游戏虽然有

诸多益处,但是实际开展仍存在一定限制。具体包

括:难以在学生中大范围开展,按照每组学生30
 

min
时间逃脱和15

 

min将物品归放原位的时间安排计

算,开展大规模密室逃脱需占据大量时间;此外,密室

逃脱游戏以小组为单位,因此最终评判成功解锁房间

的用时属于小组而非个人,因此密室逃脱难以对每个

护生进行评价。Kinio等[10]指出密室逃脱游戏难以

彻底代替传统授课模式和对个人知识能力的测评方

式,相反,密室逃脱可以作为巩固知识和强化技能的

辅助教学方法,在重点、难点等课程章节,设置一次密

室逃脱游戏巩固学习效果。Roman等[8]将密室逃脱

与客观结构化考试(OSCE)相结合作为毕业年级护生

考核的新方法,为护生提供了一个相对轻松的考试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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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得到护生一致认可。Adams等[21]将密室逃脱游

戏应用于刚入职或处于实习期的临床护士,对其进行

继续教育同样取得良好成效。这启示护理教育者要

落实密室逃脱游戏的教学定位,明确在护理教育中针

对哪些群体、哪些环节开设密室逃脱能实现其效能较

大化。
4.3 规范密室逃脱设计标准 当前密室逃脱游戏在

护理教学中虽然应用广泛,但是仍然缺乏相对规范的

设计标准,如设计密室的过程、环节及细则的标准等,
将会导致其他相关研究无据可依、开展受限或缺乏科

学规范性等。Jenkin等[18]指出,密室逃脱游戏设计

的异质性将决定其有益作用的异质性;Aubeux等[1]

同样指出,密室逃脱游戏设计难点在于如何将其与教

学目标相结合。设置一个理想化的密室逃脱游戏可

能需要设计者有护理学、教育学及游戏开发技术等多

项专科能力,这启示护理教育者未来不仅要制定密室

逃脱游戏在护理教育中的设计规范,同时也提示设计

过程要反复思考,不断商定才能制定出实现设计目

的、发挥良好效果的密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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