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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室逃脱教学法在护理本科生心血管内科临床实践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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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密室逃脱教学法在护理本科生心血管内科临床实践的应用效果。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在某三级甲等医院心血管内

科实习的护理本科生96人,按入科先后顺序进行编号,将1~48号护理本科生设为对照组,49~96号护理本科生设为实验组,对照组按

实习大纲计划进行临床实践教学,实验组在常规临床实践教学基础上开展密室逃脱教学。实习结束后,对两组护理本科生批判性思维、
学习投入水平、出科考试成绩进行评价。结果

 

教学后实验组批判性思维得分、学习投入得分及出科考试成绩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
P<0.01)。结论

 

对护理本科生采取密室逃脱教学法,能激发护理本科生积极投入学习,有效提升临床实践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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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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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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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ing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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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sc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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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
 

tertiary
 

hospital
 

w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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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convenient
 

sampling
 

method,
 

and
 

numbered
 

chronological-
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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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were
 

taken
 

as
 

a
 

control
 

group,
 

and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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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n
 

experimenta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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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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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士承担着病情观察、用药护理、健康教育、配合

抢救等一系列重要临床工作,在面对临床不同场景时,
护士需要全面分析、快速判断,作出正确的临床决策,
并实施相应的护理操作。因此,临床实践教学目标不

仅要培养护生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娴熟的操作技能,
还要具备良好的评判性思维能力[1]。然而,临床实践

教学由于受医疗体制改革、医患关系紧张、带教老师负

责制等因素影响,护生护理操作机会减少[2],且多集中

于基础层面,直接导致护生学习投入下降,护理综合能

力无法得到有效锻炼,在面对不同临床场景时,难以快

速作出正确判断,缺乏评判性思维能力[3-4]。如何调动

护生学习积极性,增加学习投入,有效培养其评判性思

维能力,提升临床实践教学效果是当前护理实践教学

中面临的困境。密室逃脱教学是围绕教学目标设计的

密室逃脱教学游戏,要求参与者在限定时间内解决与

教学目标相关的一系列谜题,最终逃离游戏设置的虚

构环境[5]。近年来,密室逃脱教学已在药物管理[6]、产
科技能培训[7]、儿童哮喘护理[8]等护理教学方面成功

应用,目前国内还未见实践运用。本研究将密室逃脱

教学法用于护理本科生(下称护生)心血管内科临床实

践教学中,方法及效果介绍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20年3月至2021年6月,采用便利抽

样法选取某三级甲等医院心血管内科实习的护生96
人,按入科先后顺序进行编号,将1~48号护生设为

对照组,49~96号护生设为实验组,两组性别、年龄

及实习前专业核心课程成绩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均P>0.05),见表1。
1.2 方法

   

1.2.1 教学方法

两组在心血管内科实习时间均为4周,每批次6
人。对照组按实习大纲计划进行临床实践教学,即入

科第1天,总带教老师对实习护生进行入科宣教,包
括环境、带教老师、科室规章制度、医疗物品摆放等;
第1周学习专科常见病、多发病的基本特征、常规用

药、特色护理操作等;第2~3周由主带教老师指导,
开展常规护理工作,熟悉护理流程;第4周继续常规

护理工作,准备出科考试。实习期间,总带教老师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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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疑难病讨论2次及教学查房2次。实验组则在对 照组基础上开展密室逃脱教学。
表1 两组性别、年龄及实习前专业核心课程成绩比较

组别 人数
性别

 

(人)
男 女

年龄

(岁,x±s)
专业课成绩(分,x±s)

内科护理学 护理学基础 急重症护理学 健康评估

对照组 48 4 44 22.16±0.68 79.85±4.72 81.46±3.67 80.33±4.32 79.79±4.39
实验组 48 3 45 22.24±0.73 80.36±4.94 82.04±3.65 80.72±4.48 80.38±4.36
统计量 χ2=0.152 t=0.556 t=0.517 t=0.776 t=0.434 t=0.661

P 0.696 0.579 0.606 0.439 0.665 0.510

1.2.1.1 密室逃脱教学设计 ①确定主题:根据心

血管内科疾病患病率、发病率、病死率等特征,结合实

习大纲要求,课题组最终选择高血压、冠心病为示范

主题,开展密室逃脱教学设计。课题组成员包含2名

护理教师、2名临床护士、1名医生及1名电子工程

师,通过3次线上会议,以教学目标为任务点,确定临

床场景、活动形式、线索设计及关卡主题等内容。②
任务分配:护理教师、临床护士和医生一同负责梳理

知识点,制订教学目标,设计密室场景及流程,将关键

知识点转化成为任务点;电子工程师则负责场景中使

用的电子道具、视频制作及剪辑,如电子保险箱、计算

机等设备的调试及正常使用。③密室打造:使用医院

护理实训室,通过屏风摆放,隔离出单向通行密室,每
间密室配1名助教,负责认定护生谜题破解结果;每
间密室采用高仿真模拟人以凸显其真实性,并提前备

好所需用具,如心电监护仪、氧气瓶、计算机、字母卡

等;墙面电子时钟用于显示时间和计时;设置红榜,记
录用时最短的护生名单及完成时间。④密室体验(预
实验):邀请4名护生和2名临床护士参与游戏体验,
确认游戏流程是否顺畅,谜题难度是否适宜,道具摆

放是否合理。最后整理师生反馈意见,并对不足之处

进行修改。
1.2.1.2 密室逃脱教学实施流程(以冠心病为主题)
 ①交代流程和注意事项。该主题由4间密室、6个

任务点构成。每间密室设1~2个任务点,参与者随

机抽签,抽取同样字母的2人为一组,合作完成密室

任务,整个活动限时1
 

h,用时最短者获胜。②密室背

景介绍。故事背景以《解救福尔摩斯》视频呈现,神探

福尔摩斯晚年非常落寞,脾气也越发古怪。他不仅爱

上可乐、薯条、披萨等快餐饮食,平日烟不离手。1个

寒冷的冬季,他在饭店饱餐一顿后,突发剧烈胸部压

榨性疼痛、大汗淋漓,自述明显濒死感。急诊入院,诊
断为急性心肌梗死。在视频最后,一行红色字体“你
能帮助他,解救其成功出院吗?”作为此次解救任务,
开启密室之旅。③密室布局。密室1,考察知识点:心
电监测技术、识别常见心电图。急诊入院的福尔摩斯

(高级模拟人)身旁放置一台心电监护仪,护生需要根

据视频中福尔摩斯突发心肌梗死的关键信息,快速作

出临床决策,即为他正确安装血氧饱和度指套、血压

袖带及电极片。全部操作完成,助教会发放1张心电

图卡片,护生需快速判断心电图上心律失常类型,答

对则获取进入密室2的通行卡及1张线索卡(排序

题:急性心肌梗死的疾病进程);答错则更换心电图卡

片,直至答对为止。密室2,考察知识点:静脉输液、氧
气吸入。首先,护生需完成线索卡上的排序题,正确

排序后得到的序号组合为桌上电子保险箱密码,箱中

放置病情记录单及医嘱单各1张。病情记录单显示
 

“他出现面色苍白,血压下降,四肢湿冷,烦躁不安等

表现。”护生根据患者表现立即为其建立静脉通道。
通道建立后,模拟人随即又出现急促呼吸音,根据医

嘱单上信息“吸氧,浓度37%”,选择正确氧流量(A.1
 

L/min;B.2
 

L/min;C.3
 

L/min;D.4
 

L/min),并按下

选择器上对应按钮,回答正确则绿灯亮,获取第2张

通行卡及1张线索卡(多选题:急性心肌梗死的临床

表现);回答错误则红灯亮,选择器锁定2
 

min后方能

再次作答,答对为止。密室3,考察知识点:溶栓治疗

的注意事项。这关放置1台计算机,开机密码由线索

卡谜题的正确选项字母组成。护生解答谜题,顺利开

机后,计算机会自动打开1个文本文档,预先录入的

文本信息引导护生完成1个关于溶栓适应证和禁忌

证的配对游戏,全对则获得第3张通行卡和1张线索

卡(多选题:溶栓治疗的护理)。密室4,终极任务。考

察知识点:冠心病的健康教育。首先,护生完成线索

卡上的多选题,选项数字序号为本关保险箱密码,开
箱后,箱中放置有1张健康教育单,要求对患者进行

冠心病二级预防知识的健康教育,后附有3张“A”字
母卡、2张“B”字母卡、2张“C”字母卡、2张“D”字母

卡、2张“E”字母卡。护生通过词语联想,填写完成

(中英文皆可),回答正确则通关;回答错误,助教给予

提示,直到完成全部字母卡填写。
1.2.2 评价方法 在实践教学前及教学后,由护理学

院教师对实习护生统一进行批判性思维、学习投入情况

调查。①批判性思维。采用彭美慈等[9]修订的批判性

思维能力测量表(CTDI-CV)进行测量。该量表包括7
个维度共70个条目,分别是寻求真相、思想开放、分析

能力、系统化能力、评判性思维的自信心、求知欲、认知

成熟度,各10个条目。其中正向条目30题,反向条目

40题。量表采取6级评分,正向条目从“非常不赞同”
到“非常赞同”依次赋值1~6分;反向条目赋值依次为

6~1分,总分70~420分。总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

0.90。②学习投入。采取廖友国[10]编制的大学生学习

投入问卷测评,该问卷包括行为投入(6个条目)、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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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7个条目)及情绪投入(7个条目)3个维度共20
个条目。量表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
 

1~5分分别对

应“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总分20~100分,得分

越高,表明学习投入度越高。总问卷的
 

Cronbach's
 

α系

数为0.923。③出科考试成绩。在心血管内科实习最

后1周,由科室总带教老师组织实习护生进行理论和操

作考试,共5个分项(案例分析、技能操作、心电图识别、
小讲课、基础知识考核),每项各20分,总分100分。为

确保问卷调查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均采用无记名填写,

问卷均有效回收。
1.2.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22.0软件进行数据

处理,定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 检验,检验水准α=
0.05。
2 结果

2.1 两组教学前后批判性思维得分比较 见表2。
2.2 两组教学前后学习投入评分比较 见表3。
2.3 两组出科考试成绩比较 见表4。

表2 两组教学前后批判性思维得分比较 分,x±s

组别 人数
寻求真相

教学前 教学后

思想开放

教学前 教学后

分析能力

教学前 教学后

系统化能力

教学前 教学后

对照组 48 38.57±3.5338.93±4.58 41.05±3.2641.56±4.43 43.88±4.0543.72±4.39 40.77±3.5541.34±3.46
实验组 48 38.26±3.2141.34±4.67 40.83±3.0143.74±4.52 43.75±3.9245.74±3.65 41.01±3.5242.78±3.54
t 0.450 2.553 0.344 2.386 0.160 2.451 0.332 2.015
P 0.653 0.012 0.732 0.019 0.873 0.016 0.751 0.047

组别 人数
评判性思维的自信心

教学前 教学后

求知欲

教学前 教学后

认知成熟度

教学前 教学后

总分

教学前 教学后

对照组 48 40.25±3.9840.19±4.05 44.80±4.2945.35±4.26 44.21±3.9644.19±4.14 293.53±16.03295.28±15.86
实验组 48 39.86±4.0241.88±3.86 44.83±4.5147.34±3.98 43.98±3.8445.93±3.95 292.52±15.88308.75±18.05
t 0.478 2.093 0.033 2.365 0.289 2.107 0.310 3.884
P 0.634 0.039 0.973 0.020 0.773 0.038 0.757 0.000

表3 两组教学前后学习投入评分比较
  

分,x±s

组别 人数
行为投入

教学前 教学后

认知投入

教学前 教学后

情绪投入

教学前 教学后

总分

教学前 教学后

对照组 48 12.78±2.5213.52±3.84 16.63±3.4518.23±3.68 17.25±3.7318.41±4.43 47.82±6.7849.58±8.43
实验组 48 12.93±2.4615.35±4.28 16.89±3.6219.89±3.56 17.43±3.5220.53±4.39 48.21±6.5653.73±9.36
t 0.295 2.205 0.360 2.246 0.243 2.355 0.286 2.283
P 0.769 0.030 0.719 0.027 0.808 0.021 0.775 0.025

表4 两组出科考试成绩比较 分,x±s
 

组别 人数 案例分析 技能操作 心电图识别 小讲课 基础知识考核 总分

对照组 48 13.12±3.35 13.48±3.42 12.78±3.76 14.52±2.83 13.49±3.34 68.98±8.72
实验组 48 14.64±3.42 15.08±3.38 14.53±3.65 15.81±2.54 15.23±3.62 73.19±8.45

t 2.200 2.305 2.314 2.350 2.448 2.402
P 0.030 0.023 0.023 0.021 0.016 0.018

3 讨论

3.1 密室逃脱教学能有效提升护生的批判性思维能

力 批判性思维是护理本科生能力培养的核心目

标[11],是考核临床实践教学效果的重要指标。在临床

实践教学中,有效培养护生批判性思维,是目前护理

教育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既往研究显示,临床实践教

学大多缺乏趣味性和挑战性,在提升护生批判性思维

能力方面效果参差不齐[12-13]。国外研究者受密室逃

脱游戏启发,提出密室逃脱教学模式,并已成功运用

于护理教育,对提高护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具有显著意

义[14]。本研究尝试在临床实践教学中开展密室逃脱

教学,首先,在教学理念方面,密室逃脱教学旨在通过

游戏形式,设置不同场景和谜题,护生通过分析显性

或隐藏信息,运用相应道具,评估患者病情,并实施正

确及时的护理技能操作,破解谜题,进而获得线索,完

成关卡任务,最终成功逃离密室,将培养护生临床推

理能力和决策能力融入游戏全过程。其次,密室逃脱

教学将护生作为游戏玩家,而非学习者身份,更能激

发学习乐趣,使护生以积极愉快的态度投入教学游

戏。再次,在密室逃脱主题设计方案方面,教师团队

亲身感受真人密室逃脱游戏全过程,准确把握密室逃

脱游戏的基本设置和游戏脉络,在成人学习理论和建

构主义理论基础上,将谜题设计和教学目标有机结

合,设计出词语联想、数字计算、图片识别等多种形式

谜题,贯穿整个剧情,最大程度培养锻炼了护生分析

能力和系统整合能力;通过一步步解开谜题,成功解

救患者,逐渐建立护生的自信心和成熟度。表2显

示,教学后实验组护生批判性思维各维度评分及总分

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P<0.01)。密室逃脱教

学是一种有趣的、互动性强、融入性高的教学方法[14-16],

·85· Journal
 

of
 

Nursing
 

Science Jan.
 

2022 Vol.37 No.2



在完成谜题过程中,可有效提升护生的批判性思维。
3.2 密室逃脱教学能有效激发护生的学习投入,提
高学习成绩 学习投入包括行为投入、认知投入和

情绪投入,是一种与学习、科研和就业相关的、持久

的、积极的、完满的情感和认知的心理状态[17]。既

往研究显示,本科护生学习投入总体水平较低[18-19]。
而积极情绪、良好的医学教育环境感知有助于提高

护生的学习投入[20]。本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教学

后学习投入水平、出科考试成绩显著高于对照组(均
P<0.05)。本研究采取密室逃脱教学,其优势在于

沉浸式的医疗场景布局、真实的医疗设备使用、贴近

生活的人物设置、各式各样的道具,为护生创设了良

好的医学教育环境,提供其教育环境感知度,有助于

提升护生学习投入水平;而特色新奇的谜题设计、刺
激紧张的剧情节奏,不仅符合当代年轻人的认知和

偏好,还能给护生带来全新的“沉浸式”体验,进而激

发护生的积极情绪,提高学习投入水平。再者,密室

逃脱教学以达成教学目标为目的,从患者发病前生

活习惯、性格特征、行为模式,到发病中患者症状、体
征,再到入院后采取的检查项目、治疗方案、护理措

施,以及出院前的健康教育,整个故事主线围绕救治

患者开展,将知识点融入解谜过程,护生需在限定时

间内,快速分析、推理和判断,紧迫的医疗氛围强化

了护生“救死扶伤”的紧迫感和代入感。而谜题的最

终解开,患者成功康复出院,能使护生获得极大满

足,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也增强护生对护理职业的

认同感,有效提高其学习投入水平。而学习投入的

提升有利于提高学习效果[21];且在密室逃脱教学游

戏设计中,课题组将核心知识充分融入谜题设计,帮
助学生更快、更准确、更深刻地掌握知识点,有利于

提高学习效果。
4 小结

随着教育理念的更新,教学过程不再是老师单向

输出,而是越来越重视学生的体验感和投入感。密室

逃脱教学是围绕教学目标而设计的教学游戏,囊括了

从理论知识到实践技能的有效运用,护生作为游戏玩

家,需在规定时间逐项完成密室任务,通过分析信息、
评估病情、运用道具、破解谜题,进而获得线索信息,
成功逃离密室。密室逃脱教学整个过程时间紧凑、谜
题形式多样,有利于激发护生学习投入感,培养其批

判性思维能力,提升教学效果。本研究受空间、人员

及设备的限制,目前仅构建了2个主题密室,虽获得

师生一致好评,但仍存在部分谜题难度水平不够,线
索性不强,实施时间和次数均有限,且缺少考验团队

合作的谜题,计划后期继续完善密室设计,并在临床

实践教学中逐步扩大其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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