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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化教学法联合翻转课堂在烧伤护理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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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游戏化教学法联合翻转课堂在烧伤护理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将2022级护理本科三大班学生110人以抽签

形式分为对照组(n=55)与试验组(n=55)。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模式,试验组采用游戏化教学法联合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比较

两组理论考核成绩及课后作业成绩,并进行教学效果评价。结果
 

试验组理论成绩及课后作业成绩显著高于对照组(均 P<
0.05);试验组76.4%~94.6%的学生认可新型教学模式,并充分肯定其教学效果。结论

 

游戏化教学法联合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可

提升烧伤护理教学质量,学生认可此教学模式能够激发其学习动机,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增强学习参与度,提高其团队协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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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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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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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gam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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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ed
 

with
 

flipped
 

classroom
 

in
 

burn
 

care
 

tea-
ching.Methods

 

A
 

total
 

of
 

110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enrolled
 

in
 

2022
 

were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n=55)
 

and
 

an
 

ex-
perimental

 

group
 

(n=55)
 

through
 

a
 

lottery.The
 

control
 

group
 

adopted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l,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employed
 

the
 

gamification
 

teaching
 

approach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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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room
 

teaching
 

model.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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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th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was
 

evalua-
ted.Results

 

The
 

theoretical
 

examination
 

scores
 

and
 

after-class
 

assignment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ll
 

P<
 

0.05);
 

76.4%-94.6%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ognized
 

the
 

new
 

teaching
 

model
 

and
 

fully
 

affirmed
 

its
 

teaching
 

effect.Conclusion
 

The
 

gamification
 

teaching
 

approach
 

combined
 

with
 

the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l
 

can
 

enhance
 

the
 

quality
 

of
 

burn
 

care
 

teaching.Students
 

acknowledge
 

that
 

the
 

teaching
 

model
 

can
 

stimulate
 

their
 

learning
 

motivation,
 

improve
 

their
 

self-directed
 

learning
 

ability,
 

increase
 

their
 

learning
 

participation,
 

and
 

enhance
 

their
 

teamwork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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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伤护理在《外科护理学》课程体系中所占比重

较小,学时相对较少,由于其专科特殊性,其涉及概念

多且抽象,内容枯燥且繁杂,传统的课堂讲授模式难

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及内驱力,学生反馈相关知识

点易混淆、难记忆、难理解[1],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学生

学习主动性的激发,临床思维的发散及分析解决问题

能力的提升。游戏化教学是指通过精心设计,将游戏

元素或理念与教学紧密结合,使学生在兼具教育性和

游戏性的氛围下达成学习目标,以获得能力提升[2-3]。
游戏化教学在提升学习者理论学习、实践技能及综合

素质等方面的有效性得到了初步验证[4-5]。翻转课堂

作为一种颠覆传统教学模式的方法,彻底转变了课堂

中师生的关系定位,在凸显学生主体地位的同时,对
提升其自主学习能力及创新思维能力具有重要意

义[6]。动机理论是关于个体进行各种活动时的动机

机制和心理过程的理论,包括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
二者共同可促使个体实施特定行为[7]。游戏化教学

遵循了动机理论中的“享乐动机”[2],满足学生爱“玩”
的天性,唤醒学生自主学习意识;翻转教学使学生有

机会根据自身需求完成自我学习驱动,激发了学生的

“内在学习动机”[6];同时二者所具备的竞争氛围及外

部奖励强化了学生的“外部动机”。将游戏化教学及

翻转课堂联合应用,符合动机理论的基本内涵,有利

于学生自主学习行为的产生。基于此,本研究以动机

理论为理论基础,将游戏化教学法和翻转课堂联合应

用于烧伤护理教学中,为深化护理教育教学改革提供

新思路。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24年11月,选取本校2022级护理本

科3个小班学生110人为研究对象。预先备好标有

1、2、3的三张签,以小班为整体进行抽签分组,“1”为
对照组,“2为”试验组,抽到“3”的班级,学生通过抽

签进入对照组或试验组。最终对照组55人,男15
人,女40人;年龄19~22(20.21±0.56)岁;外科护理

学期中考试成绩(78.59±5.75)分。试验组55人,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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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人,女37人;年龄19~22(20.43±0.68)岁;外科

护理学期中考试成绩(79.19±5.25)分。两组性别、
年龄及前期课程考试成绩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390、P=0.533,t=1.810、P=0.072,t=
0.964、P=0.337)。本研究已通过学校医学伦理审

核(2025019)。
1.2 教学方法 

两组授课老师、所用教材及授课学时相同。《外
科护理学》[8]课程于第3学年开设,其中烧伤护理在

期中考试后授课,共4学时,每学时45
 

min,每节课2
学时,每周1节课。教学前试验组学生签署保密承

诺,避免主动交流教学方法和相关信息;两组授课教

师资质具有同质性,且选择同一时间授课。对照组采

用基于“超星学习通”App的传统教学模式,即课前学

生预习-课中教师讲授-课后学生复习。试验组实

施基于“超星学习通”App的游戏化教学法联合翻转

课堂教学模式,具体如下。
1.2.1 游戏化教学

1.2.1.1 课前准备 ①确定游戏化教学方案:教师

团队共计8人,其中教授2人,副教授3人,讲师3
人;高等医学院校6人,三级甲等医院2人;从事护理

教学工作或临床工作8年及以上,且具有较高学术水

平及丰富的教学经验。教师团队共计开展3次集体

备课活动,根据教学内容(烧伤分期、烧伤面积、烧伤

深度、烧伤程度)、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等创编游戏

项目、制订游戏规则并商讨游戏细节,由主讲教师记

录整理并进行“游戏化教学拟实施方案”的汇报,直至

确定教学方案。②开展预试验:方案正式实施前,邀
请6名护生及3名教学团队教师共同参与完成整个

游戏教学环节,评估游戏项目设计是否符合教学内

容、游戏难度设计是否适中、游戏时间规划是否合理、
有无游戏规则漏洞等,根据师生的游戏教学体验反馈

调整优化教学方案。③录制上传学习资料:根据教学

内容,教师录制烧伤知识相关微课,并将其与教学

PPT、试题库、文献等学习资料上传至“超星学习通”
App,学生登录平台自主学习并完成测试练习,针对

有疑问的题目上传至平台讨论区。④学生分组:按照

抽签方式将学生分为8个小组,每小组6~7人。
1.2.1.2 教学实施 本次教学为2学时,90

 

min。
①答疑解惑:教师首先针对“超星学习通”App讨论区

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答疑,并总结归纳教学重难点,
帮助学生初步梳理知识脉络,此环节用时约20

 

min。
②开展游戏:将8个小组学生分为两大组进行教学,
由2名团队教师在同一时间不同教室组织学生依次

开展游戏化教学方案(见表1),涉及“心有灵犀”“你
指我说”“最强大脑”及“线索抢答”4个游戏项目,每
个游戏项目约15

 

min,总计约60
 

min。③总结反馈:
教师公布各组分数,并针对游戏教学中学生表现及知

识掌握情况进行总结反馈,约10
 

min。

表1 烧伤护理游戏化教学方案

教学内容 游戏项目 具体操作 游戏要求及计分方法 教学目标

烧伤分期 心有灵犀

(4题)
每小组派2名学生迎战,其中1名根据屏

幕出现的烧伤分期进行具体描述,另外1
名背对屏幕根据描述回答具体分期

每题有且仅有1次作答机会,答
对计1分,答错扣1分;全部答

对且用 时 最 少 组 额 外 加2分。
限时1

 

min

通过游戏使学生掌握烧伤4期(体液

渗出期、急性感染期、创面修复期及

康复期)的名称及各期特点

烧伤面积 你指我说

(13题)
每小组派1名学生迎战,共计8名随机分

为4组进行两两对决;其中1名(指出者)
指出身体部位,另外1名(回答者)快速说

出该部位所对应的烧伤面积;1
 

min后2
人交换角色

回答者每答对1个身体部位计1
分,答错扣1分;若因指出者所

指部位不正确或不完整导致回

答者答错,回答者不计分,指出

者扣1分。限时1
 

min

通过游戏使学生掌握全身烧伤部位

(包括头、面、颈、双手、双前臂、双上

臂、躯干前、躯干后、会阴、双臀、双大

腿、双小腿、双足13个)的烧伤面积

计算方法[8]

烧伤深度 最强大脑

(30题)
每小组派1名学生迎战;屏幕显现不同深

度的烧伤图片,最先举牌者获得答题机

会;答对则此题终止,答错则其他组继续

抢答

答对计1分,答错扣1分;抢答

者若回答错误不得再次抢答本

题

通过游戏使学生能够正确判断烧伤

深度(采用3度4分法,即Ⅰ度、浅Ⅱ
度、深Ⅱ度、Ⅲ度[8]),并掌握不同烧

伤深度的临床表现及特点

烧伤程度 线索抢答

(4题)
每小组派1名学生迎战;每题提供4个线

索,学生根据线索抢答烧伤程度;答对则

此题终止,答错则其他组继续抢答

答对计1分,答错扣1分;答题

者可随时抢答,若回答错误不得

再次抢答本题

通过游戏使学生能够正确判断烧伤

程度(包括轻度、中度、重度及特重度

4类),并掌握不同烧伤程度的特点

1.2.2 翻转课堂教学

1.2.2.1 课前准备 翻转课堂教学内容为烧伤处理

原则(4项)及烧伤护理措施(8项)。①编写案例:教
师提前编写烧伤案例分析,每个案例涉及4~5个问

题,重点问题为烧伤处理原则及护理措施,同时涉及

游戏化教学中的烧伤分期、烧伤面积、烧伤深度及烧

伤程度相关知识点,以帮助学生全面复盘烧伤内容。

②分配任务:每组按照1项处理原则+2项护理措施

的组合分配教学任务并制作PPT汇报,1、2组负责现

场急救处理原则+呼吸护理、创面护理;3、4组负责

防治休克处理原则+循环护理、药物护理;5、6组负

责创面处理原则+创面护理、并发症护理;7、8组负

责防治感染处理原则+心理护理、健康教育。要求学

生除完成所在组别分配的教学任务外,还需完成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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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所有教学内容的自学,即4项烧伤处理原则及8
项烧伤护理措施,确保对知识内容的全面掌握。③上

传资料:教师提前1周将案例分析题目、PPT汇报任

务清单及相关学习资料上传至“超星学习通”App,各
小组根据汇报要求进行组内讨论及任务分配,针对有

分歧有疑问的知识点上传至平台讨论区。
1.2.2.2 教学实施 本次教学为2学时,90

 

min。
①答疑解惑:教师首先针对“超星学习通”App讨论区

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此环节约10
 

min。②小组

汇报:各小组按照任务清单分组进行PPT展示汇报,
汇报时间8~10

 

min,汇报完毕其他小组成员可进行

提问,此环节约70
 

min。③团队评分:各小组汇报得

分为教师评分60%+组间互评30%+组内自评

10%。本次得分加上游戏化教学中的小组得分,即为

各小组的最终得分。④总结反馈:教师公布各组最终

分数,并按照排名颁发相应奖品。同时针对各小组汇

报情况进行总结反馈,约10
 

min。
1.2.3 课后要求 ①布置作业:两组学生需完成2
项作业并上传至“超星学习通”App,一是根据所学知

识完成烧伤护理的思维导图,二是根据教师提供的文

献学习资料,如“烧伤护理进展”“烧伤的感染预防”
“烧伤护理学先驱陶祥龄”等完成1份学习笔记,培养

学生科研思维、创新思维及职业素养等,切实将课程

思政理念贯穿教学始终。②教学反思:教师针对新型

教学模式在烧伤护理教学中的开展情况书写教学反

思,并修改完善教学方案。
1.3 评价方法 ①理论成绩:考核题目包括15道单

选题(每题4分),5道多选题(每题5分),1道案例分

析题(15分,为综合性题目,重点考查学生灵活运用

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合计100分。两组

理论考核于课堂教学结束1周后进行。②课后作业

成绩:包括思维导图成绩与学习笔记成绩,满分均为

100分,课后作业成绩=思维导图×60%+学习笔

记×40%。思维导图评定标准包括内容的准确性

(20%)、完整性(20%)、拓展性(15%),结构的层次性

(20%)、关联性(15%)及形式的美观性(10%)。学习

笔记评定标准包括内容的准确性(20%)、针对性

(20%),结构的条理性(20%)、逻辑性(20%)及感悟

的情感性(10%)、启发性(10%)。③对教学模式的评

价:本研究基于Huang等[9]开发的游戏感知量表,同
时结合本次课程教学特点,自行编制新型教学模式评

价问卷,内容包括沉浸、互动、理解、主动、激励5个主

题共计15个条目(每个主题3个条目),每个条目包

括“是(2分)、尚可(1分)、不是(0分)”3个选项,满分

30分。问卷Cronbach's
 

α系数为0.865。课堂教学

结束1周后向试验组学生发放调查问卷,发放问卷55
份,均有效回收。此外,通过开放式问卷收集学生对

新型教学模式需改进的方面。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2.0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行χ2 检验及t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两组理论成绩及作业成绩比较 见表2。
  表2 两组理论成绩及作业成绩比较   分,x±s

组别 人数 理论成绩 作业成绩

对照组 55 83.58±2.42 86.63±2.55
试验组 55 85.25±2.99 87.67±1.84

t 3.223 2.461
P 0.002 0.016

2.2 试验组对新型教学模式的评价 见表3。
 表3 试验组对新型教学模式的评价(n=55)  人(%)

主题 条目 是 尚可 不是

沉浸 有利于集中学习注意力 45(81.8) 10(18.2) 0(0) 
有利于提高学习参与度 50(90.9) 5(9.1) 0(0) 
我感觉沉浸在教学环境中 47(85.5) 7(12.7) 1(1.8)

互动 有利于加强师生互动 42(76.4) 9(16.4) 4(7.3)
有利于加强同学互动 50(90.9) 5(9.1) 0(0) 
我愿意分享学习体验 43(78.2) 10(18.2) 2(3.6)

理解 有利于理解烧伤护理知识 50(90.9) 5(9.1) 0(0) 
有利于理解烧伤前沿知识 45(81.8) 9(16.4) 1(1.8)
我愿意思考如何分析并解 43(78.2) 10(18.2) 2(3.6)
决问题

主动 有利于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52(94.6) 3(5.4) 0(0) 
有利于提高知识建构能力 48(87.3) 4(7.2) 3(5.5)
我愿意提前制订学习计划 43(78.2) 10(18.2) 2(3.6)

激励 有利于提高学习兴趣 45(81.8) 10(18.2) 0(0) 
有利于提高学习动机 50(90.9) 5(9.1) 0(0) 
我希望应用此教学模式 50(90.9) 5(9.1) 0(0) 

2.3 开放式问卷调查结果 ①6名学生表示喜欢游

戏教学法,建议将翻转课堂部分即烧伤处理原则和护

理措施也创编成相关游戏,全面应用游戏化教学法;
②10名学生表示防治休克相关知识内容细且难度

大,建议将其创编成游戏项目,同时应用于游戏化教

学及翻转教学中,加强学习力度;③4名学生提出烧

伤深度的判断仅仅依靠教师提供的平面图片难以理

解,建议构建基于虚拟仿真的烧伤深度 VR模型,助
力精确判断烧伤深度;④6名学生建议将各小组的最

终得分纳入到平时成绩的考核当中,提高学习积极

性。

3 讨论

3.1 游戏化教学法联合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有利于提

高教学成效 教学游戏设计时将教学内容与游戏元

素紧密结合,能让学生通过游戏获取知识[10]。表2
结果显示,试验组理论成绩及课后作业成绩显著高于

对照组(均P<0.05),说明该教学模式有利于提高烧

伤护理教学效果。与胡佳佳等[11]的研究结果一致。
首先,本次教学设计注重教学内容分析,因并非所有

课程、所有章节都可进行游戏化教学[12]。烧伤这一

章节的特点是前半部分概念多、内容繁杂,主要涉及

烧伤分期、烧伤面积、烧伤深度、烧伤程度,这四部分

内容知识点细碎,如烧伤面积的计算至少需要学生记

忆13个烧伤部位。基于此,本研究针对性创编了4
个游戏项目,确保知识融入游戏当中,多元化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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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让学生在生动有趣的环境中探索学习,寓教于

乐,且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其在不断挑战

中保持学习热情。烧伤后半部分主要包括处理原则

及护理措施,难度适宜且层次清晰,因此应用以学生

为主体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

主动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有研究表明,理论性强、
难度较大的内容不宜采用翻转课堂模式,难度适中的

翻转内容便于学生查找资料,锻炼主动学习能力与思

考力[13]。其次,本次教学设计注重学生学情分析,本
研究对象为大学三年级学生,其学习自主性加强,但
易受周围环境的影响,采用游戏化教学法能够激发其

学习兴趣,为其营造积极向上、充满挑战的学习氛围。
同时,三年级学生具有一定的知识储备量,并在前期开

展过小组讨论教学,具有制作教学PPT的经验及小组

合作的能力,翻转教学的应用符合其知识经验和能力

水平,有助于激发其学习潜力。与杨蕊等[14]关于翻转

教学应用的观点一致,即本科低年级阶段并不适宜使

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因此,翻转教学的开展不仅要

考虑教学内容的合理性,还需考量学习者特征的适配

性。最后,本次教学设计经过3次集体备课确定教学

方案,并于教学前开展预试验,确保教学内容与教学方

法的适切性、教学环节时间分配的合理性及教学难度

设置的科学性。该教学模式注重教学内容与学生学情

的分析,设计科学合理,有利于提高教学成效。
3.2 游戏化教学法联合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得到学生

的认可 学习动机作为动机理论在教育和学习领域

的具体应用和延伸,是指引发与维持学生的学习行

为,并使之指向一定学业目标的一种动力倾向,主要

包括内部学习动机与外部学习动机[15]。表3结果显

示,76.4%~94.6%的学生认可新型教学模式,并充

分肯定其教学效果。其中90.9%及94.5%的学生认

可该模式在激发学习动机、提高自主学习能力方面的

成效。与鲜丹丹等[16]研究结果一致。游戏化教学法

因其丰富有趣的交互形式及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深

受学生喜爱[17]。游戏化教学法将烧伤知识巧妙地隐

藏于游戏环节,避免了单纯课堂讲授所带来的乏味

感,使学生主动、自发地加入到游戏化教学当中。在

此过程中,学生将享受游戏带来的快乐感与掌握知识

的成就感。翻转教学转变了师生的课堂主体地位,学
生化身“老师”角色,这一角色不但要求学生通过自主

学习掌握相关知识,同时要求学生对知识点进行复盘

分析并有条理性地讲授,激发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

力,78.2%学生表示愿意提前制订学习计划。在此过

程中,学生将获得展示自我的信心感与挑战自我的价

值感。快乐感、成就感、信心感及价值感促成了学生

内部学习动机的形成[18]。游戏过程中学生将以协作

者或竞争者的关系进行互动学习,但无论哪种形式,
都将增强学生之间的人际交往及合作沟通。翻转课

堂教学打破了学生“单打独斗”的学习形式,促使学生

协作学习,互助交流[19]。本研究中90.9%的学生认

为该模式有利于增强学习参与度,加强与同学之间的

互动,团队协作能力得到提升。
3.3 改进措施 开放性问卷调查中学生提出将防治

休克内容创编成相关游戏,教师团队经集体讨论,认
为此部分涉及到体液丢失、水电解质平衡紊乱及烧伤

补液总量的计算,确实难度较大,下一年度拟将其创

编为“一站到底”游戏项目并加入游戏化教学中。但

针对部分学生提出的翻转教学全部转变为游戏化教

学,教师团队认为烧伤处理原则及护理措施内容逻辑

层次性较强,更加考察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和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不适宜进行游戏化教学。针对学生提

出的构建烧伤深度VR模型,教学团队后续将开展校

企合作,研发烧伤护理虚拟仿真实践项目,构建不同

烧伤场景的VR模型,帮助学生更直观地学习烧伤深

度的判断及有关知识。

4 结论
本研究将游戏化教学法和翻转课堂联合应用于

烧伤护理教学中,以激发学生学习动机,提高其自主

学习能力,增强学生学习参与度,提高其团队协作能

力,取得了一定教学成效。但游戏化教学联合翻转课

堂教学模式目前仅在“烧伤护理”1个章节开展教学

效果探究,后期将继续深挖《外科护理学》及其他护理

专业课程中适合新型教学模式的章节内容,创编形式

新颖的教学游戏,探索多样化的翻转教学方法,进一

步验证游戏化教学法联合翻转课堂的应用效果,助力

提升护理专业教育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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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著·

基于STEM教育理念和Tanner模式的护理
综合实训案例教学实践

乔桂圆,陈宁波,柯智兰,刘长秀,祝鑫红,贺惠娟,邱雨菲,汤羽迪,杨芬

摘要:目的
 

探讨基于STEM教育理念和Tanner模式的护理综合实训案例教学实践效果。方法
 

选取护理专业2021级本科学生

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抽签方法各选取2个班作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102人。对照组在护理综合实训课程中采用常规案例教学

法;观察组基于STEM教育理念建设以操作技能项目库和综合教学案例库为主的教学资源库,并按照Tanner模式通过察觉、诠
释、反应、反思4个环节开展案例教学。结果

 

教学结束后,观察组课程考核成绩、评判性思维能力及人文关怀能力评分显著高于

对照组(均P<0.05);观察组护生对课程教学效果的认同率为67.6%~90.2%。结论
 

基于STEM教育理念和Tanner模式的护

理综合实训案例教学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课程成绩、评判性思维和人文关怀能力,护生对课程教学的认可度较高。
关键词:护理本科生; 护理综合实训; STEM教育理念; Tanner模式; 评判性思维能力; 人文关怀能力; 护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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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s
 

of
 

case-based
 

teaching
 

according
 

to
 

STEM
 

education
 

concept
 

and
 

Tanner
 

model
 

in
 

Nursing
 

Comprehensive
 

Training.Methods
 

Nursing
 

undergraduates
 

enrolled
 

in
 

2021
 

were
 

selected
 

as
 

participants.Two
 

classe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via
 

lottery
 

as
 

an
 

observation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with
 

102
 

students
 

in
 

each
 

group.The
 

con-
trol

 

group
 

received
 

conventional
 

case-based
 

teaching
 

in
 

Nursing
 

Comprehensive
 

Training,
 

while
 

a
 

teaching
 

resource
 

repository
 

was
 

developed
 

based
 

on
 

the
 

STEM
 

education
 

concept
 

for
 

the
 

observation
 

group,
 

which
 

mainly
 

consisting
 

of
 

an
 

operational
 

skills
 

project
 

library
 

and
 

a
 

comprehensive
 

teaching
 

case
 

database,
 

then
 

structured
 

case-based
 

teaching
 

according
 

to
 

the
 

Tanner
 

model
 

was
 

conducted
 

across
 

four
 

phases:noticing,
 

interpreting,
 

responding,
 

and
 

reflecting.Results
 

After
 

the
 

teaching,
 

the
 

course
 

examination
 

score,
 

the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score,
 

and
 

humanistic
 

caring
 

ability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ll
 

P<0.05).Additionally,
 

67.6%-90.2%
 

stud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expressed
 

approval
 

for
 

the
 

teaching
 

effect.Conclusion
 

Practice
 

of
 

case-based
 

teaching
 

according
 

to
 

STEM
 

education
 

concept
 

and
 

Tanner
 

model
 

in
 

Nursing
 

Comprehensive
 

Training,
 

is
 

conducive
 

to
 

enhancing
 

students'
 

course
 

examination
 

score,
 

improving
 

their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and
 

humanistic
 

care
 

ability,
 

and
 

students
 

approval
 

th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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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理综合实训课程是护生实习前培养软硬技能、
适应临床环境、胜任实习任务的重要学习环节,在教

学中亟需注重护生临床思维能力及人文关怀意识的

培养。但传统的护理综合实训主要是通过PPT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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