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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教学在本科护生健康评估教学中的应用

商丽,程利,黄菲,柯玉叶,陈琼书

摘要:目的
 

探讨漫画教学在本科护生健康评估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大二年级212名护理本科生为研究对象,随机选择

1、2班为研究组(n=114),3、4班为对照组(n=98);对照组基于BOPPPS模型实施健康评估教学,研究组在该模型的基础上加入

漫画教学。课程结束后评价教学效果。结果
 

研究组理论成绩显著优于对照组,自主学习能力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学习投入总分

及行为投入、认知投入维度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均P<0.05)。结论
 

漫画教学应用于健康评估教学,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投

入和自主学习能力,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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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评估作为护理学专业的核心课程,是帮助学

生将医学与护理学基础知识过渡到临床护理学知识

的重要桥梁。为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高校护理教

育工作者进行了翻转课堂[1]、线上线下混合式[2]、理
实一体化[3]等多种教学模式的创新,但由于该课程内

容繁杂、理解难度较大,面对繁冗抽象的医学知识,常
见的教学方法在具象化和趣味化等方面存在局限[4]。
教育漫画的概念由美国学者于1944年提出[5],他将

漫画作为一种教育工具,以通俗易懂、诙谐有趣的方

式传递知识,实现对抽象信息的具象化和趣味化,不
仅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还能有效促进学

生主动思考和反思[6]。近年来,漫画教学被应用于中

医学[7]、人体解剖学[8]、生物化学[9]等医学专业课程

中,但护理学科的应用较少[10]。本研究在护理本科

生健康评估课程中引入该教学工具,取得较好效果,
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22年2-7月,整群选取我校2020级

4个护理本科班共212名大二学生为研究对象,均为
四年制全国统招本科生。随机抽取1、2班114人为
研究组,3、4班98人为对照组。两组学生一般资料
比较,见表1。

表1 两组学生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人数
性别(人)
男 女

年龄

(岁,x±s)
专业课成绩(分,x±s)

护理学导论 护理学基础

对照组 98 11 87 19.76±0.79 79.48±4.37 84.11±5.54
研究组 114 12 102 19.57±0.74 80.32±4.75 83.67±4.16
χ2/t    0.027 1.807 1.332 0.659
P    0.871 0.072 0.184 0.511

1.2 方法

1.2.1 课程信息 健康评估为省级一流本科课程,
在第4学期开设。根据我校对护理本科生的培养要

求和最新版的教学大纲,该课程共108学时,其中理
论66学时,实验34学时,自主学习8学时。教材采
用孙玉梅等[11]主编的《健康评估》第5版。
1.2.2 教学方法

对照组采用BOPPPS模型[12]组织课堂教学过
程。该模型将教学过程分为导入、目标、前测、参与式
学习、后测和总结6个模块,各模块的具体内涵见样

表1中“环节和内容”部分。研究组在对照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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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课堂需要加入漫画工具,具体方法如下。
1.2.2.1 组建师生团队 ①教师团队。由7人组

成,包括教授1人,副教授3人,讲师3人。课程负责

人担任组长,负责统筹、协调及整个教学实施的把控;
3人负责漫画素材的遴选及创作,2人负责教学实施,
1人负责教学效果的调查及后期数据的录入和分析。
②学生团队。考虑到医学漫画创作要求高、难度大,
为保证漫画质量和学生创作积极性,在各班分别选取

5名有绘画基础且兴趣浓厚的学生担任漫画组长,鼓
励其他学生与其交流学习,共同完成创作。各班组长

组成学生团队并加入教师团队,便于教师把握学生绘

制漫画传递医学知识的专业性和准确性,利于教师了

解学生想法,增加创作灵感和漫画的生动性。
1.2.2.2 漫画素材来源 ①从书籍、网页、视频、公
众号、新媒体等多渠道获取。教师在选择漫画时,先
结合课程内容仔细推敲知识内涵,再筛选可用于解读

知识点的漫画素材,并由教研室集体研讨该素材是否

适用。学生自行搜索时,教师需提醒学生,漫画主旨

需与教材知识具有一定联系,以辅助学习为原则。②
师生团队创作。为保证漫画素材与教学内容相契合,
需要根据授课需求对现有素材进行加工或重新设计。
如在讲解“心电图检查”章节时,学生均反映该内容晦

涩难懂,教师指导学生团队以“小P和小R的爱情故

事”为主题自创连环漫画应用于教学中,将繁杂的文

字信息可视化,帮助学生理解和记忆。③学生自创。
在漫画教学实施一段时间后,学生对漫画素材选择、
应用已有一定了解,教师鼓励学生自行创作漫画。如

“心理与社会评估”章节中,完成理论知识学习后,学
生受教材“1例14岁白血病女孩的自画像”的启发,
小组研讨后自创出“异地求医且家庭矛盾频发的重度

抑郁初产妇”的漫画,包含情绪与情感、应激与应对、
自我概念、角色、家庭、文化评估等多个知识点,锻炼

了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和知识整合能力。同时,为
鼓励学生创作,教师将优秀作品在课堂中展示,给予

额外加分,并按比例计入个人最终成绩,激发其热情

和信心。
1.2.2.3 漫画教学实施 基于BOPPPS模型融入

漫画工具,以课前、课中、课后“三阶段”及线上、线下
“两途径”相结合的模式实施教学:①课前,教师将需

要提前预习的重点、难点知识的漫画素材及导学清单

通过“学习通”在线学习平台发布于班级中,学生利用

线上资源进行自主学习、讨论探究,为课堂学习打下

基础。②课中,共分6个环节,教师首先通过激趣导

入,快速吸引学生的眼球和注意力;而后介绍本节课

的学习目标,利于学生明确学习的方向;再通过线上

测试,了解学生课前自主学习的效果;随后借助漫画

教学开展师生互动参与式学习,完成重点阐述、难点

击破、情境创设等环节,帮助学生理解学习重难点,同
时增强趣味性和学生体验感;继而通过后测知晓学生

的实际学习效果;最后由教师带领学生总结课程内

容、梳理学习要点、布置作业。③课后,除绘制思维导

图、书写文字形式外,教师鼓励学生尝试以漫画的形

式对繁杂内容进行总结,以强化对知识的理解、记忆,
延长知识保留时间。具体见样表1。

样表1 BOPPPS模型及漫画教学实施过程(以部分章节为例)

环节和内容 课程章节 知识点 漫画工具应用策略

导入 B(Bridge-in):激 趣 导 入,

吸引注意

第1章绪论 健康评估的概念与

重要性

以“南丁格尔的故事”系列漫画导入,引出健康评估的概念,讲解评估的重要性

第2章常见症状问诊 腹泻 在讲解前,教师先放一张腹泻的漫画图片,询问学生“他怎么了? 可能由什么原

因引起?”由师生问答互动逐步展开教学内容

前测 P(Pre-assessment):了 解

学情,聚焦目标

第5章实验室检查 胆红素代谢检查 教师课前通过在线学习平台推送以“胆红素诞生”“胆红素被擒”“胆红素改造”“胆
红素诀别”为主题的系列漫画,学生完成自学后,课堂通过学习平台检测预习效果

参 与 式 学 习 P(Participatory
 

learning):师生互动,参与学习

第2章常见症状问诊 咯血与呕血 阐述重点:在“咯血与呕血的鉴别”理论知识讲解后,教师推送由学生团队自创

的系列漫画,引导学生结合漫画再次领会二者的区别

第6章心电图检查 异常心电图 突破难点:教师结合“小P和小R的爱情故事”的连环漫画,对房室传导阻滞、

期前收缩、扑动与颤动的不同心电图特征进行详细讲解

第4章心理与社会评

估

心理与社会评估 创设情境:在教师完成理论知识讲解后,学生将自创的“异地求医且家庭矛盾频

发的重度抑郁初产妇”的漫画故事通过角色扮演形式进行现场表演

后测P(Post-assessment):测试

检验,评价效果

第3章体格检查 乳房检查 测试时,教师引导学生以画图填空的形式,分别绘制乳房皮肤发红、橘皮样改

变、乳头溢液等表现形式

第7章影像学检查 MRI检查 教师将 MRI检查的禁忌证和注意事项以漫画形式画出,学生进行选择和判断

总结S(Summary):反思总结,

巩固目标

第3章体格检查 肺、神经系统检查 学生梳理学习要点,以漫画绘制的形式完成肺部叩诊、肌力分级等课后作业

  注:目标O(Objective),概述任务、阐明目标贯穿在每个章节。

1.2.3 评价方法

1.2.3.1 学生考试成绩 两组学生在学期末均进行

理论与操作考试。理论考试使用相同试卷进行闭卷

考试,操作考试从相同题库中由学生自行抽签决定考

试内容,满分均为100分,由同一监考教师团队负责,

采用同一评分标准。
1.2.3.2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投入测评 ①自

主学习能力。采用护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量表[13]进

行评价,包括学习动机(6项)、计划和实施(6项)、自
我管理(4项)、人际沟通(4项)4个维度共20个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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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各条目采用Likert
 

5级计分法,从“非常不同意”
到“非常同意”分别计1~5分,总分20~100分,得分

越高表示自主学习能力越强。总量表Cronbach's
 

α
系数为0.916。②学习投入。采用大学生学习投入

问卷[14]进行评价,包括行为投入(6项)、认知投入(7
项)、情绪投入(7项)3个维度共12个条目。各条目

采用Likert
 

5级计分法,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

合”分别计1~5分,总分20~100分,得分越高表示

学习投入越高。总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5。
教师以班级为单位分别在教学前及教学后对两组学生

发放问卷,并告知学生问卷结果不纳入考核,真实填写

即可。其中,研究组发放问卷114份,回收有效问卷

112份,有效回收率98.25%;对照组发放问卷98份,收
回有效问卷85份,有效回收率86.73%。
1.2.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2.0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计量资料用x±s表示,行t检验;计数资料采

用χ2 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两组学生考核成绩比较 见表2。

表2 两组学生考核成绩比较 分,x±s

组别 人数 理论成绩 操作成绩

对照组 98 74.82±7.48 76.88±9.35
研究组 114 81.66±5.56 79.20±10.69

t 7.545 1.665
P <0.001 0.097

2.2 教学前后两组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得分比较 见

表3。
2.3 教学前后两组学生学习投入得分比较 见表

4。
表3 教学前后两组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得分比较 分,x±s

组别 人数
学习动机

教学前 教学后

计划和实施

教学前 教学后

自我管理

教学前 教学后

人际沟通

教学前 教学后

总分

教学前 教学后

对照组 112 21.38±2.4820.98±3.27 20.27±2.4920.82±3.11 13.42±1.4614.08±1.95 13.80±1.8314.09±1.78 68.96±7.51 71.14±9.93
研究组 85 21.67±2.9822.65±3.35 20.94±2.6422.21±3.69 13.78±1.4315.10±2.57 14.18±1.8415.09±2.13 70.96±7.67 75.13±10.85

t 0.760 3.516 1.899 2.786 1.815 3.040 1.535 3.490 1.922 2.647
P 0.448 0.001 0.059 0.005 0.071 0.003 0.126 0.001 0.056 0.008

表4 教学前后两组学生学习投入得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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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18.97±2.90 19.13±3.58 22.58±3.83 23.31±4.10 22.35±3.52 23.24±4.30 63.90±9.35 65.67±10.42
研究组 85 18.56±3.64 20.59±4.07 22.97±3.90 24.78±4.52 22.33±4.25 23.76±4.49 63.87±10.94 69.13±12.23
t 0.893 2.628 0.136 2.355 0.025 0.827 0.021 2.090
P 0.373 0.009 0.462 0.020 0.980 0.406 0.983 0.038

3 讨论
3.1 漫画教学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理论成绩 表2结

果显示,研究组理论考核成绩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这与Joshi等[15]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应用漫

画工具教学可有效提高本科学生的理论成绩。传统

教学以教师讲授为主,形式单一,缺乏新意,影响了学

生的学习热情。借助漫画可使枯燥的专业知识趣味

化,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促使其主动完成学习任

务。加拿大心理学家Paivio[16]认为,人脑对于表象信

息的处理具有相对优势,并且对图像和文本同时呈现

的信息可增强记忆与识别。不仅如此,漫画图文结合

的特点,还能有效调动学生左脑逻辑思维与右脑形象

思维协作转换,实现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平衡发

展[17]。所以,漫画教学实现信息双重编码和思维的

协作转换,起到化繁为简、变抽象为具体的作用,对突

破难点、强化重点具有事半功倍之效,使学生对知识

的理解更加深刻,记忆保持更加持久,有利于成绩的

提升。表2也显示,研究组操作考核成绩虽高于对照

组,但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可能是因为目前操

作课程主要采用教师先示教、学生后练习的传统教学

方式,漫画教学的实施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生对动

作技能的认知学习,但技能目标达成主要依赖相关操

作有效重复练习,短时间内尚不能显示其成果。提示
在今后教学中,在师生对漫画绘制要领更加娴熟基础

上,可鼓励学生尝试形成漫画笔记[18],进一步促进知
识的内化和应用。
3.2 漫画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由
表3结果可知,相较于对照组,研究组在借助漫画工
具开展教学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总分及各维度得分
显著优于对照组(均P<0.05)。这表明漫画教学的
合理应用,可有效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逐步改
善学生课前自主学习效率低的现状。护理专业学生
作为公众健康需求服务的未来主力军,不仅要有扎实
的理论知识和临床技能,还需具备主动学习的自主学
习能力,以适应不断更迭的医疗环境。而学习动机则
是医学生实现学习目标的内部力量,它与教学趣味性
及自我效能感密切相关[19]。漫画是学生喜闻乐见的
读物,它以传递知识为目标,以生动形象为特色,提高
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提升其有效实施和自我管理能
力。同时,因漫画信息浓缩度高,其创作需要作者对
信息进行提取、整理,小组成员为完成创作,相互探
讨、沟通和协作,这一自主学习过程也提升了学生的
团队协作和人际沟通能力。此外,因满足建构主义中

情境和知识建构两个关键因素[20],漫画还可以为教
学创设情境,带给学生沉浸式趣味学习体验,从而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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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漫画创设的教学情境,不仅

利于帮助学生保持深度学习,还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共

情能力和人文关怀能力,实现知识目标与德育目标的

有机融合。
3.3 漫画教学有效加强了学生的学习投入 表4结

果显示,开展漫画教学后,研究组学生学习投入总分

及行为投入和认知投入维度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均
P<0.05),这与Junhasavasdikul等[21]的研究结果一

致,即漫画教学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投入。学习投

入是教育过程中学习者身心参与学习活动的积极状

态,Schaufeli等[22]将其定义为“一种与学习活动相关

的积极、完满的情绪与认知状态,这种状态具有持久

性与弥散性,它以活力、奉献和专注为特征。”相较于

冗长的文字,漫画幽默诙谐的风格更能吸引学生注意

力,激发其主动参与课前学习和课堂互动的积极性,
促使其提升行为投入、认知投入。学习投入越多,学
习收获就越好[23-24],与本研究结果相一致。表4结果

也显示,研究组在实施漫画教学后,学生的情绪投入

得分有所提高,但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分析原因可能为,情绪投入与认同感、归宿感

及个人情绪相关联,陈红琢等[25]对在校护理本科生

调查发现,二年级学生的职业认同感水平最低,漫画

教学虽能增加学生学习热情,但部分学生仍然认为在
临床工作中,对患者进行体格检查、病史采集、实验室

检查结果解读等工作是医生的职责,护士很少参与,
致使情绪投入差强人意。提示在教学中,除了传授专

业知识外,教师还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职业认同感,增
强职业情感,从而进一步促进其学习投入。

4 结论
漫画作为辅助工具,其形式新颖、内容丰富、蕴意

深刻,符合年轻人的心理特点。本研究将漫画应用于

本科护生健康评估教学,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学习

投入,还有助于培养其自主学习能力。但在实际教学

中,漫画创作的要求高、难度大,必须兼具艺术性和专
业性,且本研究只将其作为辅助材料应用于教学中,
形式较单一。在今后教学中,如何与专业人员共同合

作,开发适宜的教学素材,丰富漫画教学的应用形式,
仍需进一步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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