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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情景剧微电影教学法在护理心理学教学中的应用

吕琴,王燕妮,热比古丽·热合曼,甫凤

摘要:目的
 

探讨心理情景剧微电影教学法在护理心理学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2021级178名大二护理本科学生作为研

究对象,采用心理情景剧微电影教学法进行护理心理学教学。教学前后分别采用批判性思维能力测量表、学习积极主动性量表、
学生满意度调查表评价教学效果。结果

 

教学后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总分及开放思想、分析能力、系统化能力、批判思维自信心

和求知欲5个维度得分,学习积极主动性总分及学习驱动力、控制学习、扎实学习3个维度得分显著高于教学前(均P<0.05);学
生对教学方法的总体满意度得分率及各维度得分率为65.85%~90.35%。结论

 

心理情景剧微电影教学法有助于提升学生批判

性思维能力、学习积极主动性和教学满意度,此教学方法得到学生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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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scenario
 

drama
 

microfilm
 

teaching
 

in
 

Nursing
 

Psychology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Methods
 

A
 

total
 

of
 

178
 

sophomore
 

nursing
 

students
 

enrolled
 

in
 

2021
 

were
 

selected
 

as
 

participants,
 

and
 

the
 

psychological
 

scenario
 

drama
 

microfilm
 

teaching
 

method
 

was
 

used
 

in
 

their
 

Nursing
 

Psychology
 

teaching.The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Inventory
 

(CTDI-CV),
 

the
 

Active
 

Learning
 

State
 

(ALS)
 

and
 

a
 

student
 

satisfaction
 

questionnaire
 

were
 

utilized
 

to
 

inves-
tigate

 

the
 

participants
 

to
 

evaluate
 

the
 

effect
 

before
 

and
 

after
 

the
 

teaching.Results
 

After
 

the
 

teaching,
 

the
 

participants'
 

total
 

score
 

of
 

CTDI-CV
 

and
 

five
 

subscale
 

scores
 

of
 

open
 

mindedness,
 

analytical
 

ability,
 

systematic
 

ability,
 

critical
 

thinking
 

confidence
 

and
 

cu-
riosity,

 

their
 

total
 

s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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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
 

and
 

three
 

subscale
 

scores
 

of
 

learning
 

drives,
 

learning
 

control
 

and
 

strong
 

learning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the
 

teaching
 

(all
 

P<0.05).The
 

students'
 

overall
 

and
 

each
 

dimension
 

satisfaction
 

rate
 

towards
 

the
 

psycho-
logical

 

scenario
 

drama
 

microfilm
 

teaching
 

ranged
 

from
 

65.85%
 

to
 

90.35%.Conclusion
 

The
 

psychological
 

scenario
 

drama
 

microfilm
 

teaching
 

method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nursing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active
 

learning,
 

and
 

teaching
 

satisfaction,
 

and
 

it
 

is
 

recognized
 

by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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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心理学是一门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密切联系

的专业基础课程,是心理学和护理学相结合、将心理

学理论和技术应用于护理领域,研究患者及护士心理

活动的规律和特点,以实施最佳护理的应用性学

科[1]。该课程知识涉及面广,实践操作灵活多变,部
分章节的内容较抽象,学生不能透彻理解,有可能挫

败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不利于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

育。《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

导意见》[2]提出:加强护理专业人才培养,构建理论、
实践教学与临床护理实际有效衔接的课程体系,提升

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临床实践能力。心理情景剧是

近年较常用的心理学教学方式,它利用与生活相似的

情景,通过角色扮演等心理剧的方法,重现当时的心

理活动与冲突,使当事人和参与者认识到出现的问

题,找到解决该问题的方法,从而促进心理健康的发

展,同时可训练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3]。心理情景剧

贴近现实生活,兼具知识性、趣味性与启发性,集主动

性、体验性、情景性和高效性为一体,可以极大地调动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4-5]。微电影作为一种新

型的视听样式,具有独特的形式特点和传播优势,契
合大学生的个性和需求,深受大学生喜爱,使其已成

为一种创新性的教学辅助手段和宣教形式[6-7]。为了

帮助学生全面、系统地掌握知识,提高心理情景剧的

教学效果,避免现场表演可能引起的笑场、出戏等不

利因素,护理心理学教学小组教师尝试将心理情景剧

以微电影方式应用于护理心理学教学,在激发学生学

习积极性和培育其批判性思维方面取得较好效果,报
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23年2-6月,选取护理学院2021级

4个平行班护理本科学生共178人作为研究对象(4
个平行班分别有46、44、45、43人),男生33人,女生

145人;年龄20~23(20.12±0.63)岁。均已完成正

常人体形态学、病理学、护士人文修养、基础护理学、
健康评估等医学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的学习。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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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研究知情同意,4个平行班教学进度相同。
1.2 教学方法

1.2.1 教学内容及教学形式 护理心理学课程在第

4学期(即大二下学期)开设。此课程共36学时,每
周2学时。其中理论教学28学时,包括绪论、心理学

基础、心理应激与心身疾病、心理评估、心理干预、心
理护理、临床各类患者的心理护理等章节;理论课教

学以教师主讲为主,结合案例,融合人际沟通、基础护

理、专科护理等知识进行启发式互动教学[8-9]。实验

教学8学时,包括心理测验、团体心理活动、心理电影

赏析及PPT汇报、心理剧微电影展示及PPT汇报共

4次实验课,其中第4次实验课进行心理情景剧微电

影展示及PPT汇报;实验课教学以学生为主体,教师

为引导者,带领学生进行心理量表的自测、参与团体

心理游戏的实践、心理电影赏析分组PPT汇报与点

评、心理剧微电影分组PPT汇报及点评。
1.2.2 成立教学小组 教学小组成员包括副教授2
名、讲师2名;1名副教授为心理学硕士,另1名为教

育学硕士,2名讲师为护理学硕士;4名教师承担本课

程教学3年以上,具有较丰富的教学经验。教学前教

学小组教师均接受了完整的心理情景剧微电影教学

法的理论学习与模以实训,教师根据课程实验大纲并

结合临床常见心理问题,选取10个常见的心理异常

类型(如焦虑障碍、抑郁障碍、强迫症、双相障碍等)[1]

供学生选择。教学小组教师根据教学目标及教学内

容特点编制心理情景剧微电影展示及PPT汇报评分

表,该评分表评价内容包括:微电影的展示内容、表演

水平、涵盖知识点、PPT汇报、团队合作等方面,要求

做到主题明确、重点突出,剧情结合心理学基本理论

与方法,将所选心理异常类型的流行病学特点、临床

表现、心理评估、心理干预、心理护理措施等知识点融

入到微电影及PPT中。
1.2.3 教学实施

1.2.3.1 课前准备 课程开课时授课教师向学生说

明课程安排及考核方案,心理情景剧课堂展示前3~
4周将详细的准备要求以word文档发布到班级QQ
群,文件内容包括:每个班平均分成7个小组,每组学

生6~7人,要求各组在10种常见心理异常类型中选

择一种,也可以选择临床护理工作中的心理护理情

景,一个班内各组选题不能相同。小组成员利用课余

时间,根据成员各自的特长与兴趣合理分配任务,围
绕所选的心理异常类型收集、整理、综合分析资料,小
组成员充分发挥想象力、创造力,共同商讨后进行剧

本的编写(包括故事情节、人物、场景设置、心理知识

点的融入等)、微电影的排演、拍摄及后期制作,以及

将所选心理异常类型相关知识制作成PPT。PPT内

容包括该心理异常类型的定义、流行病学特点、临床

表现、评估与诊断、治疗与护理等。为保证微电影的

播放效果,建议各组采用后期配音及同步字幕。将心

理情景剧微电影展示及PPT汇报评分表一并发给学

生,作为准备工作的参考依据。要求每个班的学习委

员在上课前1
 

d将班级的分组名单提交给负责教师,
名单内容包括小组序号、心理异常类型、小组成员的

姓名及学号、每个成员承担的工作内容。准备过程中

若有疑问可随时联系负责教师解决。
1.2.3.2 课堂展示与评价 每组选1人进行心理情

景剧微电影展示及PPT汇报。微电影展示与PPT
汇报的先后顺序自定,微电影+PPT汇报的时间为

10
 

min,超时或剩余均扣分。各小组全部展示及汇报

完毕再进行课堂点评。课堂点评由小组自评、小组互

评、教师评价3个环节组成。7个小组全部完成心理

情景剧微电影展示及PPT汇报后,给学生5
 

min,让
他们组内讨论本组和其他组的优缺点进行分析总结,
然后每个小组选出1名点评发言人,发言人对本组和

其他各组的优缺点(尤其是缺点)逐个进行点评,每个

发言人点评时间约2
 

min。7个小组全部点评完,2名

授课教师分别从形式和内容等方面进行深入点评,点
评内容包括理论知识的结合、剧情表演与PPT汇报

的相互补充与融合、学生表演与分析的合理性、科学

性、逻辑性、针对性等。在学生、教师点评过程中,学
生若有不同意见或疑问时,教师引导学生进行互动式

讨论与分析。学生通过观看、比较本组与其他组的展

示及汇报,分析总结各组的优缺点,从而更客观、更全

面地认识本组的作品,明确改进的方向与和策略。由

2名授课教师同时依据评分表现场打分并签字,取平

均分作为该小组得分。
1.3 评价方法

1.3.1 评价工具 ①批判性思维能力测量表(Criti-
cal

 

Thinking
 

Disposition
 

Inventory,CTDI-CV)[10]。
该量表包含寻找真相、开放思想、分析能力、系统化能

力、批判思维自信心、求知欲和认知成熟度7个维度

共70个条目,每个维度各10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

6等级评价,“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不太同意、有点同

意、同意、非常同意”依次赋1~6分,量表总分70~
420分。总分<210分表明被试者的倾向与批判性思

维严重对立;210~279分表明被试者的批判性思维

倾向于矛盾范围;280~349分提示有正性批判性思

维倾向;≥350分表明批判性思维倾向很强。该量表

Cronbach's
 

α系数为0.90。②学习积极主动性量表

(Active
 

Learning
 

State,ALS)。该 量 表 由 臧 渝 梨

等[11]研制,量表包括学习驱动力(5个条目)、学习目

标(4个条目)、深入学习(4个条目)、控制学习(4个

条目)、扎实学习(4个条目)5个维度共21个条目,每
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量表总分21~105,得
分越高说明学习的积极主动性越强。该量表Cron-
bach's

 

α系数为0.89。③学生教学满意度调查表。基

于相关文献[12-13]制订学生教学满意度调查表,该量表

包括提高学习兴趣及能力、培育批判性思维、增强实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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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提升沟通能力及增强团队合作精神5个维度共

20个条目,每个条目设“非常满意、满意、无所谓、不满

意、非常不满意”5个等级选项,每个维度得分4~20
分,量表总分20~100分,分值越高,满意度越高。
1.3.2 资料收集方法 护理心理学教学小组教师发

放上述量表测评教学效果。在发布微电影展示准备

要求的前1
 

d通过问卷星完成CTDI-CV和 ALS前

测,在完成课堂展示与汇报的第2天通过问卷星完成

CTDI-CV和ALS后测,2次测评均不记名进行。教

学满意度为教学后评价。前测回收有效问卷173份

(有效回收率97.19%),后测回收有效问卷175份(有
效回收率98.31%)。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4.0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计数资料采用频数描述,服从正态分布的计量资

料采用(x±s)描述,采用t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教学前后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得分比较 见表

1。
2.2 教学前后学生学习积极主动性得分比较 见表

2。
表1 教学前后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得分比较 分,x±s

时间 人数 寻找真相 开放思想 分析能力 系统化能力 批判思维自信心 求知欲 认知成熟度 总分

教学前 173 36.06±2.74 38.04±2.32 37.03±2.05 33.62±2.36 42.40±1.88 41.44±2.07 39.21±2.21 267.80±5.73
教前后 175 36.50±1.96 38.63±2.43 41.40±1.99 37.95±2.48 45.14±2.34 44.29±2.37 39.46±2.15 283.37±7.62
t 1.743 2.305 20.200 16.710 12.020 11.943 1.065 21.526
P 0.082 0.022 <0.001 <0.001 <0.001 <0.001 0.288 <0.001

表2 教学前后学生学习积极主动性比较 分,x±s

时间 人数 学习驱动力 学习目标 深入学习 控制学习 扎实学习 总分

教学前 173 16.37±2.16 14.38±1.92 11.82±1.47 14.51±3.50 15.71±1.79 72.79±5.04
教前后 175 18.07±1.97 14.51±2.05 12.03±1.36 15.20±1.94 17.18±1.53 77.65±4.01

t 7.691 0.596 1.366 2.284 8.252 9.942
P <0.001 0.551 0.173 0.023 <0.001 <0.001

2.3 教学后学生对教学满意度得分 见表3。
表3 教学后学生对教学满意度得分

项目 评分(x±s) 得分率(%)

提高学习兴趣及能力 18.07±2.48 90.35
培育批判性思维 13.17±2.31 65.85
增强实操能力 13.89±2.40 69.45
提升沟通能力 16.81±1.74 84.05
增强团队合作精神 16.19±1.73 80.95
总分 78.13±5.36 78.13

3 讨论

3.1 心理情景剧微电影教学法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批

判性思维能力 批判性思维能力是指个体处于复杂

情景中能对自身知识储备、经验进行灵活运用,在反

思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推理,制订最佳处理方案[10]。
本研究显示,教学后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总分显著

高于教学前(P<0.05),说明心理情景剧微电影教学

法可以提升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其中分析能力、
系统化能力、批判思维自信心、求知欲和开放思想5
个维度得分显著高于教学前(均P<0.05),与相关研

究结果[14-15]相似。可能原因为:一方面,心理情景剧

及PPT的制作过程中,小组成员充分沟通、团结合

作,要求学生整合课本内外的心理学相关理论知识并

体现在情景剧中,使学生的碎片化知识形成整体的知

识链;在心理情景剧表演中体会每个角色,尤其是主

角(心理异常患者)的心理感受,通过教师引导学生共

情剧中人物、内省、反思,并通过讨论式教学法进行相

关心理学知识的总结归纳,以此来帮助学生理解、掌
握此类心理异常的理论知识(包括流行病学特点、发
病机制、临床表现、影响因素、心理评估与心理干预

等)。另一方面,在课堂汇报与点评环节,需要学生不

断地进行对比、反思和领悟,在巩固所学知识的同时

提升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但此教学方法对批

判性思维能力中的寻找真相、认知成熟度2个维度的

影响不明显,可能是因为:有些学生对自主学习还不

太适应,独立自主思考能力不强,整理资料、提出主张

并进行论证、辩驳不同观点、寻求问题真相的能力有

待于进一步提高。因此,应增加类似的任务性实操训

练,通过教师引导及团队合作,鼓励学生大胆提出质

疑,乐于观点碰撞,帮助学生建立更具严谨性、条理性

和独立性的自主学习习惯,从而帮助学生完成知识的

内化与吸收,构建自身知识体系。
3.2 心理情景剧微电影教学法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

积极主动性 微电影作为一种新型的视听样式成为

现代年轻人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它具有

微时长、微制作、微投资的“三微”特点。同时,大学生

个性鲜明、思维活跃,兴趣爱好广泛,善于思考问题,
接受新生事物能力强,微电影作为新型的视听样

式[4],极大地调动了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而学生

主动学习的积极性是教学的主要目标之一,也是评价

教学效果的重要指标。本研究显示,教学后学生学习

积极主动性总分及3个维度得分显著高于教学前(均
P<0.05),说明心理情景剧微电影教学法可以提升

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与相关研究结果[7,15-16]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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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由可能是:其一,小组成员为了更好地完成小

组分配的任务,为小组荣誉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同
时也为了更好地展示自己的能力与素质,通常会积

极、主动、认真地完成任务。在准备过程中教学小组

成员不断进行交流、切磋,在自编、自导、自演的过程

中,既要结合理论知识,又要体现主题特色,还要具有

时代信息,将自己的理解与情感注入到角色塑造中,
小组成员共同完成微电影和PPT的制作,大大提升

了每个成员的参与度和投入度。其二,在评价讨论阶

段,学生通过观看、比较、讨论本组和其他组的展示与

汇报,尝试对自己和他人的心理困惑进行分析并提出

解决方法;同时发现了同学多才多艺的一面,获知同

学对自己的肯定与欣赏,对小组的团队精神有了较强

烈的体验,从而增强了自主学习的兴趣和参与交流的

积极性[17]。其三,在完成任务的整个过程中,大部分

学生不断进行团体探索、对照反思与理论提升,促使

学生由被动接受到主动内化知识的转变,不但达到了

灵活掌握理论知识的目的,也提高了团队合作、临床

决策、有效沟通、知识共享等能力。但是此教学方法

对学生的学习目标、深入学习2个维度的影响不明

显,可能是因为类似的实操机会不多,学习的深度与

广度有限,每个学生的积极性还未充分调动出来。今

后将尝试课上课下增加类似的实操练习,个体的任务

更加细化、具体,让每个学生都有目标、有方向地进行

多角度的能力拓展。
3.3 心理情景剧微电影教学法可提高学生对教学的

满意度 本研究显示,教学后学生对教学的满意度得

分率为65.85%~90.35%,说明学生对心理情景剧

微电影教学法较为满意。其原因为:首先,心理剧是

团体治疗的一种方法,在角色扮演中进行自我呈现,
包括其心理问题、心理冲突、各种情绪、各种关系

等[2]。将心理剧制作成微电影进行展示,具有形象生

动、贴近生活、趣味性等特点,可提高学生的参与欲

望,并通过展示、比较、讨论,使每个学生获得了不同

程度的价值感和成就感。其次,学生通过角色扮演,
切实感受到真实的情景,获得了亲历性体验,产生深

刻的共情,使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更加深入,也利

于学生更加灵活地应用理论知识[18]。再次,微电影

的课前制作相比课堂的现场表演,可以让表演者反复

琢磨角色人物特点,在没有现场观众的氛围下,可以

全身心投入表演,在摸索中不断改进。在课堂播放微

电影时,表演者作为观众观看自己的表演,感触更多、
体验更深;同时微电影的播放相比现场表演,大大减

少了笑场频次,观众的带入感更强。最后,学生通过

观看、比较、反思,能发现并解决自己的心理困扰与心

理问题,更加注重自己和周围人的心理健康的维护;
通过互动式的自评与互评,使学生清晰地认识到了团

队的优缺点,且不会产生不良情绪体验[19]。通过以

上途径,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学生情境理解力与适应

力,同时也提升了临床思维与决策能力,学生也因此

对本课程的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学生对培育

批判性思维及增强实操能力的满意度得分率低于

70%。目前的课程理论内容以传统教学方法为主,学
生被动接受知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实操机会不

多;且教学实验任务以小组合作方式完成,教师无法

对每个学生进行针对性反馈与指导,教与学的互动不

够充分,这些因素均不利于批判性思维和实操能力的

培养。

4 结论
心理情景剧微电影教学法可有效提高学生的批判

性思维能力、学习积极主动性、团体合作精神及沟通能

力等。此教学方法对教师专业素养要求很高,不仅要

有全面深厚的心理学知识,还要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及

医学人文素养。本研究的局限在于:首先,学生由于是

分组完成任务,有些学生被动、依赖心理比较强,其独

立思考、自觉能动地克服困难的能力没有得到有效提

升。其次,研究设计是教学前后的效果比较,而不是随

机对照研究,所得结论还需要进一步实践验证。鉴于

此,在今后的教学中还需要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教学

经验的交流与学习,提升教学组织能力;同时还需要对

学情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对教材进行更全面的研磨,从
而不断完善教学设计,最大限度地实现因材施教,即要

让学习能力强的学生得到充足的知识供养,又要确保

学习能力弱的学生不掉队,从而高效地开展实验教学。
最后,进一步完善教学研究设计,开展随机对照研究,
从而获得更科学、严谨、可靠的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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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思维能力、沟通能力等,且单中心条件下总体样

本量有限,可能影响研究结果的泛化能力。未来需进

行大样本量的多中心研究进行探索与验证,为临床教

学基地开展护生人文素质培养提供更多依据,推进护

理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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