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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式教学在非医学专业学生应急救护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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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微媒数字互动平台结合虚拟仿真与密室逃脱在非医学专业学生应急救护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将2022
级三年制高铁乘务专业2个班(n=88)设为对照组,2023级三年制高铁乘务专业2个班(n=90)设为试验组。对照组采用传统教

学模式,试验组在此基础上采用微媒数字互动平台结合线上虚拟仿真实训与线下密室逃脱混合式教学模式。结果
 

试验组学生理

论及技能考核成绩、学习投入得分、评判性思维能力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均P<0.05)。结论
 

微媒数字互动平台结合虚拟仿真

与密室逃脱用于非医学专业学生应急救护教学,可激发学生学习投入,提升评判性思维能力,提高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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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icro-media
 

digital
 

interactive
 

platform
 

combined
 

with
 

virtual
 

simulation
 

and
 

escape
 

room
 

techniques
 

in
 

emergency
 

first
 

aid
 

training
 

for
 

non-medical
 

students.
 

Methods
 

Two
 

classes
 

(n=88)
 

of
 

the
 

Grade
 

2022
 

in
 

a
 

three-year
 

high-speed
 

rail
 

passenger
 

service
 

major
 

were
 

served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two
 

classes
 

(n=90)
 

of
 

the
 

Grade
 

2023
 

were
 

treated
 

a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while
 

the
 

experimen-
tal

 

group
 

used
 

a
 

blended
 

teaching
 

model,
 

incorporating
 

the
 

micro-media
 

digital
 

interactive
 

platform,
 

online
 

virtual
 

simulation
 

training,
 

and
 

offline
 

escape
 

room
 

activities.
 

Result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howed
 

significantly
 

higher
 

scores
 

in
 

theoretical
 

and
 

skills
 

assessments,
 

learning
 

involvement,
 

and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all
 

P<0.05).
 

Conclusion
 

The
 

use
 

of
 

the
 

micro-media
 

digital
 

interactive
 

platform
 

combined
 

with
 

virtual
 

simulation
 

and
 

escape
 

room
 

techniques
 

in
 

emergency
 

first
 

aid
 

training
 

for
 

non-medical
 

students
 

can
 

stimulate
 

student
 

engagement,
 

enhance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and
 

improve
 

teaching
 

out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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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善应急救护保障体系,提升应急救援队伍的整

体素质是我国应急事业的重要任务。而非医学专业

大学生作为普及对象,其掌握急救知识的程度可反映

公共急救水平,因而将学生培养成校园安全和急救的

“引领者”,提升其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可
为社会急救事业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1]。但是,目前

非医学专业大学生应急救护的培训力度和质量还未

得到足够的重视[2]。非医学专业学生较医学专业学

生而言,其医学背景知识薄弱,普遍应急意识淡薄,在
接受院前急救学习时的学习投入度及急救时的评判

性思维能力有待提高。因此,探寻适用于非医学专业

学生及社会人群教学的新型教学方式以激发学生、学

员的学习潜力,调动学习积极性,提升学习效果,具有

重要意义。密室逃脱是一种情景模拟实景游戏,将房

间布置成有故事情节的逼真密室,参与者在特定空间

和限定时间内,以相关知识为线索,进行逻辑推理,最
终完成任务并逃离密室的一种教学方法[3]。密室逃

脱教学已得到广泛应用[4-5]。虚拟仿真技术应用于急

救教学,学习者仿佛置身于真实的急救场景中,能更

加深切地感受到紧张和紧迫性,从而提高学习的专注

度和效果。微媒数字互动平台提供了实时反馈评价

系统,在学习互动及教学评价中起重要作用。我校作

为全国急救教育试点学校,联合市红十字会致力于对

校内外非医学专业学生及社会群体普及救护知识和

技能,将微媒数字互动平台结合虚拟仿真与密室逃脱

混合式教学应用于非医学上的应急救护教学中,以期

提升学生学习投入度及评判性思维能力,提高教学效

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为非同期对照试验。便利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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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州城市职业学院管理与信息学院三年制高铁乘务

专业学生为教学对象。2022级三年制高铁乘务专业

2个班设为对照组,共88人,男生54
 

名,女生34名;
年龄18~20岁(18.57

 

±0.69)岁。2023级三年制高

铁乘务专业2个班设为试验组,共90名,男生57名,
女生33名;年龄18~21岁(18.51±0.72)岁。两组

学生性别、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74、

t=0.646,均P>0.05)。

1.2 教学方法

1.2.1 课程内容 应急救护课程均开设于第一学

年第二学期,共32学时,周课时2学时;理论教学

16学时,实训教学16学时(其中4学时为综合实

训)。授课教师来自护理学院教师3名(2名全职教

师,1名兼职教师),其中2名全职教师具有红十字

应急救护师资培训证。授课内容包括心跳呼吸骤停

的现场应急处置、气道异物梗阻/噎食现场应急处

置、创伤的现场应急处置、常见突发疾病的现场应急

处置。

1.2.2 教学方法

1.2.2.1 对照组教学方法 主要采取传统教学方

法。①课前:在学习通平台上推送本模块相关教学

资料,发布教学任务,布置预习报告。②课中:采用

理论+示教方式讲授新课,随后组织学生分组练习

并引导学生梳理总结。③课后:在学习通平台上发

布作业,督促学生完成。④课外:利用校红十字应急

救护培训基地的优势,鼓励学生考取红十字救护员

证书,制作宣传海报和手册,积极去社区参与科普和

培训等社会活动。⑤实训环节:教师采用情景模拟、
角色扮演、案例教学等方法,创设学习情境,引导学

生制订应急处置预案,分小组进行练习,双导师巡回

指导纠错加强技能掌握。

1.2.2.2 试验组教学方法

在传统教学的基础上基于微媒数字互动平台,
结合虚拟仿真实训和线下密室逃脱教学的混合式教

学模式,安排在实训教学4学时的综合实训中进行。
教学场所安排在我校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基地及虚

拟仿真实训室进行,采用超星学习通平台及微媒数

字互动平台(Htpps://www.wmnetwork.cc)辅助教

学。虚拟仿真教学借助我校护理专业群虚拟仿真实

训中心项目中的沉浸式综合急救虚实结合训练系

统。

1.2.2.2.1 课前 教师通过学生微信群发送微视

频《拯救生命的拥抱,海姆立克急救法》,发布学生使

用的账户/密码。

1.2.2.2.2 课堂教学 ①虚拟仿真实训:学生登

录沉浸式综合急救虚实结合训练系统,该系统包含

交通事故、火灾现场、地震现场、淹溺现场、意外晕

厥、心肺复苏、海姆立克7大场景,学生沉浸式仿真

练习院前急救技能,反复练习及考核,突破重难点。
通过心理和身体双重体验,提高学生对于急救的技

术熟练度和心理承受度。如学生在海姆立克虚实结

合操作系统上模拟练习,该系统提供实例演示、学习

模块及在线考核,对学生的按压力度和频率实行在

线考核。②线下实训练习:在虚拟仿真实训考核通

过后,以4~6人/组为单位进行情景试练,邀请小组

学生进行应急处置展示,其余学生利用微媒数字互

动平台观察评价打分。双导师调阅系统,针对性指

导,进一步巩固提升。③梳理评价:师生共同梳理总

结,教师利用微媒数字互动平台对虚拟仿真实训、线
下表现进行总结点评。

1.2.2.2.3 密室逃脱游戏教学 ①组建密室逃脱

教学团队:由前述3名教师、1名校内网络信息中心

工程师和2名学生助教组成。②确定教学主题:老
年人心跳呼吸骤停急救、小儿异物卡喉窒息急救。

③密室设计准备:通过摆放屏风隔离出单向通道隔

间,密室用物包括高级仿真模拟人、自动体外除颤

仪、海姆立克急救法虚实结合系统、iPad、密码箱、应
急氧气袋、血氧饱和度夹、线索卡片等用物;使用壁

挂显示屏进行计时[6]。④游戏测试:选取3名学生

(1名有密室逃脱游戏经验,2名无游戏经历),2名

教师体验并对布局及游戏流程提出意见及建议,不
断优化游戏方案及流程。⑤实施密室逃脱教学:以
小儿异物卡喉窒息急救教学主题为例,密室逃脱游

戏实施步骤及具体内容见表1。

1.2.3 评价方法 ①期末考核成绩。课程考核采

取形成性评价+增值评价。平时成绩、操作成绩、期
末理论成绩综合得分均为100分。平时成绩除出

勤、课堂参与度等,还包含参与校红十字应急救护培

训工作站的培训活动、社区服务活动等。操作技能

考核采用高级仿真模拟人辅助考核,从学习过的操

作技能中随机抽取4项操作,取4项操作考核平均

分为操作成绩。课程结束后的期末理论考核采取学

习通线上考核,从题库中随机抽取试题,题型包括单

选题、简答题、判断题、案例分析题,满分100分。②
学习投入:采用李西营等[7]于2010年翻译修订的学

习投入量表。包括动机、精力与专注3个维度,其中

动机维度6个条目、精力维度6个条目、专注维度5
个条目。采用

 

Likert
 

7
 

点计分法,总分范围0~102
分,得 分 越 高 说 明 学 习 投 入 度 越 高。总 量 表 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0.90。③评判性思维能力。采

用彭美慈等[8]翻译修订的中文版批判性思维能力的

测量表(Chinese
 

Version
 

of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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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Inventory,CTDI-CV)。包含寻找真相、开放思

想、分析能力、系统化能力、批判思维的自信心、求知

欲和认知成熟度7个维度,每个维度各包含10个条

目。采用6点计分法,总分范围70~420分,得分越

高表明评判性思维能力越强。总分在280分以上,
表明有正性的评判性思维能力[9]。总量表的Cron-
bach's

 

α系数为0.90。

表1 小儿异物卡喉窒息急救主题密室逃脱教学游戏实施步骤及具体内容

         实施步骤 具体内容

1.密室逃脱教学

 交代注意事项 密室介绍 共4间密室,每个密室1~2个任务点,共3~8个任务点;5人一组,团队协作完成解救任务;限
时40

 

min

 播放游戏背景 播放视频 在武汉开往台州的列车上,1名9岁儿童正在欢快地吃果冻、鸡腿、牛肉粒,吃完以后躺在座位上

睡着了。家长发现时儿童已经瘫软在座椅上,唇部乌紫,随后逐渐失去意识。视频红色字幕显

示总任务《解救列车上的儿童》

 密室1 知识点与技能 气道异物梗阻风险识别

密室布局 标准化旅客、呼吸道模型、高级仿真模拟人、教学一体机等

解救任务 学生依据列车儿童症状,迅速识别其风险因素。随后学生从教学一体机中的气道异物梗阻电子

题库中(风险分析模块)中抽取一道单选题,回答正确则取得密室2的通行证及线索卡;答错则

继续抽取下一道题,答对为止

 密室2 知识点与技能 海姆立克急救法

密室布局 高级仿真模拟人、电子密码箱(iPad
 

1部)、海姆立克急救法虚实结合系统等

解救任务 学生首先作答线索卡(数字排序题:海姆立克急救法的操作口诀),按操作口诀排序得出的数字

序号组合即为电子保险箱密码。保险箱内的iPad已下载一组清醒成人及1岁以上儿童气道梗

阻急救图片及一组1岁以下有反应婴儿的气道梗阻急救图片,学生点击查看并对操作流程进行

排序(海姆立克急救法操作流程排序)。正确排序后查看下一个任务:通过海姆立克急救法虚实

结合系统快速实施海姆立克急救,通过虚拟仿真软件与数字化模拟人的结合,判断按压是否有

效自动评分并上传练习记录。排序错误重新观察图片,答对为止。通过虚实结合训练系统反馈

结果,若操作正确则取得密室3的通行证及线索卡;不准确则需要重新操作,直至无误

 密室3 知识点与技能 学生首先作答线索卡(多选题:胸外心脏按压的要点),正确选项字母即为教学一体机开机密码。
成功开机后查看下一个任务:在急救过程中,儿童逐渐失去意识和呼吸,请立即心肺复苏

密室布局 高级仿真模拟人、教学一体机、自动体外除颤仪等

解救任务 高级仿真模拟人对学生心肺复苏操作规范情况进行数据提示,包括按压部位、深度、频率,气道

开放、吹气是否成功。自动体外除颤仪连接后提示除颤是否成功。全部完成后取得密室4的通

行证和线索卡

 密室4 知识点与技能 学生首先作答线索卡(多选题:心肺复苏成功判断的要点),通过正确选项的数字序号可打开电

子密码箱。成功打开后查看任务:对儿童及家长进行气道异物梗阻预防知识的健康教育

密室布局 高级仿真模拟人、电子密码箱(内有气道异物梗阻健康教育单,8张字母卡,A~D各2张)
解救任务 学生对儿童及家长进行气道异物梗阻预防知识的健康教育,通过词语联想,中/英文填写全部字

母卡,必要时助教可进行提示。学生顺利完成任务,通关成功

2.课后总结反思,延伸拓

 展
PPT汇报 课后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制作PPT进行总结反思,下次上课时汇报。教师点评并融入思政教育。

课外以小组为单位制作宣传海报和手册,积极去社区参与科普和培训等社会活动

1.2.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3.0软件进行数据

分析,计数资料以频数进行描述,组间比较采用χ2 检

验;计量资料以(x±s)进行描述,组间比较采用独立

样本t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两组学生应急救护成绩比较 见表2。
表2 两组学生应急救护成绩比较 分,x±s

组别 人数 平时成绩 操作成绩
 

期末理论成绩 综合得分
                    

对照组 88 83.28±6.6183.15±4.9881.84±5.4682.52±4.84
试验组 90 86.36±6.6088.38±4.6789.06±4.9888.32±4.43
t 3.111 7.218 9.218 8.329
P 0.002 <0.001 <0.001 <0.001

2.2 两组学生学习投入及评判性思维评分比较 见

表3。

表3 两组学生学习投入及评判性思维能力评分比较

分,x±s

组别 人数 学习投入 评判性思维能力
 

对照组 88 69.48±12.42 264.63±16.30
试验组 90 88.56±22.08 283.12±21.70

t 7.082 6.413
P <0.001 <0.001

3 讨论

3.1 微媒数字互动平台结合虚拟仿真与密室逃脱教

学有助于增加学生学习投入度,提高知识和技能水平

 本研究结果显示,试验组学生学习投入评分显著高

于对照组,应急救护理论知识及技能考核成绩显著高

于对照组(均P<0.05),表明微媒数字互动平台结合

虚拟仿真与密室逃脱教学能有效激发学生学习投入,

·35·护理学杂志2025年3月第40卷第6期



提高急救知识和技能水平。这与有关研究结果[10-12]

一致。线上的虚拟仿真可以还原现场救护场景,让学

生沉浸式体验和仿真练习,不断巩固和完善急救技

能,在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及巩固提升方面有重要作

用。但虚拟仿真不能取代现实急救技能的练习,因此

在线上虚拟仿真实训的基础上,使用线下密室逃脱教

学,并采用微媒平台实时评价。基于学生模拟能力、
信息技术运用能力强等特点,通过布局密室,设计谜

题,将岗位所需理论知识和实操技术穿插其中,使学

生快速进入岗位任务,投入学习状态;限定时间的解

救任务及现场计时则体现出分秒必争的急救特点,养
成敬畏生命的急救意识。游戏化的谜题及设计的线

索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求知欲、好奇心,有助

于集中注意力解决问题[13]。密室逃脱教学遵循教学

目标,将整个故事脉络围绕救护伤员展开,知识点贯

穿于游戏环节,将前面的传统教学、线上虚拟仿真实

训教学中所学的理论和技能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中,
体现出了做中学、学中做的教育理念。

3.2 微媒数字互动平台结合虚拟仿真与密室逃脱教

学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评判性思维能力 本研究显示,
试验组评判性思维能力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高职学生动手能力较强,思维有广度但少深

度,逻辑思维较弱。而评判性思维能力是个体通过独

立思考进行理性评估及分析的能力,也是高职学生应

该优先发展的能力之一[14]。研究中,学生通过虚拟仿

真实训教学反复体验及训练技能,其应对能力和逻辑

思维能力得到了锻炼。密室逃脱教学设计结合了游

戏化教学、基于问题的学习及翻转学习,学生在发现

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通过利用现有信

息资源、逻辑思维,从而能力上得到了较好提升。在

闯关中,学生需要根据不同的密室场景和剧情,分析

线索,找到逻辑关系,用最短的时间破解谜题、完成操

作才能拿到通行证进入下一个密室,最终顺利逃生。
不同的谜题需要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角色分工,学生需

要充分利用评判性思维为闯关贡献自身力量,从而知

识、思维逻辑得到修正和完善,评判性思维能力得到

显著提升。

4 结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微媒数字互动平台结合虚拟仿

真与密室逃脱教学可以提高学生理论、实践成绩,促
进学习投入及评判性思维能力的提高。但密室逃脱

教学相对于传统教学而言较耗时耗力,从多学科科学

设计剧情脚本到布置密室需要花费较大精力和时间,
教学团队还需提前测试和修正确保在实训过程中顺

利进行。所以本研究中的密室逃脱教学放在综合实

训中,以巩固知识、强化技能。另外谜题难度要适当,

避免过易或过难的谜题影响学习效果。通过AI大语

言模型作为低成本虚拟逃脱游戏中的助手可以解决

耗时长的问题。在后续的研究中将继续推进,并研究

在此教学模式下的学生自我导向学习能力、人文关

怀、团队合作及在校外培训中的应用效果研究,助力

完善应急救护保障体系,提升应急救援人员的整体素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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