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享功能,确保测验的真实可靠。既测试了参加培训

师资对相关内容的掌握程度,又对授课情况有了及时

准确的反馈,也加强了师资对课程学习的自主性、交
互性和协作性,促进了教学效果的提高,受到欢迎与

好评。
3 展  望

  尽管目前的麻醉科“住培”师资状况有待进一步

改善,但对现有及潜在师资的同质化培养可望成为解

决一些长期以来存在问题的一条快速而高效的提升

途径[15]。围绕相关培训目标,将师资培训内容进一步

深化、细化、因地制宜、因材施教,以实现更好地转化

培训成果,从而让“住培”学员真正切实受益。相信通

过不断地改进,麻醉科“住培”师资经过培养后,教学

成果将会得到更好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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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班课联合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在《急救护理学》教学中的应用

夏利华,简 平

重庆护理职业学院,重庆
 

402763

  摘 要:目的 探讨云班课联合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在《急救护理学》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2017
级护理专科学生作为试验组(n=700),2016级护理专科学生为对照组(n=604);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模式,试

验组在对照 组 基 础 上 采 用 联 合 云 班 课 辅 助 教 学。比 较 两 组 期 末 考 试 成 绩、教 学 效 果 以 及 学 生 满 意 度。
结果 试验组期末考试成绩及教学效果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对教学方法

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云班课联合传统课堂教学模式有助于提高《急救

护理学》教学质量。
关键词:云班课; 传统教学; 急救护理

中图法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672-9455(2020)14-2108-03

  《急救护理学》是护理专科学生的专业核心课程,
旨在传授急救理论知识、急救技能,树立“生命第一,
时效为先”的急救理念,培养临床思维能力和应急、急

救综合能力[1-4]。本课程知识点多且难以掌握,如何

在有限的学时里,达到教学目标是《急救护理学》教师

不断努力的方向。“云班课”是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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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手机等智能设备在线上开展的互动教学新模式。
用其来辅助教学,可以实现视频、图片、文字、语音资

源上传,实时互动,实时反馈,实施评价等传统课程没

有的功能[5-8]。本校在《急救护理学》教学中采用云班

课联合传统课堂教学模式,显著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本校2016级(604例)及2017
级(700例)护理专科学生分别作为对照组和试验组,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
有可比性。

1.2 方法 两组均由相同教师对相同内容进行授

课,选取教材、教学PPT、理论及实践学时数均一致。
对照组使用传统课堂教学方法,即讲课前首先回顾上

节课的主要内容,随后提出本次课的重难点及教学目

标,在规定学时内完成授课内容,最后归纳总结。教

师布置课后作业,上课时未讲到的内容由学生自主学

习。试验组则在对照组基础上使用云班课辅助教学。
将《急救护理学》的重点章节融入到云班课中,提高学

生学习的兴趣,动态完整地把握学生的学习过程。如

在学习第一章绪论之前,将电视剧《Chicago
 

Medi-
cine》的第一集上传至云班课,让学生看完视频后,列
举视频中出现的自己学过的疾病和护理技术、未学过

的急救技术、震撼心灵的场景进行头脑风暴,学生们

可以在云班课的讨论区里进行激烈的讨论。在学习

第三章院前急救之前,上传一个真实车祸现场案例并

配上图片,让学生提前预习并完成“如果你是现场急

救护士,简述你的急救思路”。上第六章心肺复苏实

践课之前,上传老师提前录好的心肺复苏操作及分步

重点讲解视频。学生上课练习期间如未看清或看懂

老师的现场讲解,可打开云班课边学边练。每次课上

完之后上传同步练习题,将学生的完成情况记入平时

成绩。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期末考试笔试成绩、操作

考试成绩、教学效果以及学生满意度。期末考试闭卷

笔试试卷满分100分,60
 

分及格。操作考试总分100
分,80分及格。教学效果评分共分为7项:(1)学习兴

趣;(2)重难点内容掌握;(3)学习主动性;(4)延伸课

堂教学;(5)团队协作;(6)应急能力;(7)批判性思维。
按照Likert

 

5级计分法对评价指标量化:“效果很差”
计1分,“效果不好”计2分,“效果不明显”计3分,
“效果较好”计4分,“效果显著”计5分。课程全部结

束后,由教务处向2016级学生发放满意度调查问卷,

2017级学生由课程负责人在云班课上发布满意度调

查问卷。共分为非常满意、满意、一般、差,2016级学

生共发放问卷604,有效回收604份,2017级学生共

发放700份,有效回收700份,有效回收率100%,学
生满意度=(非常满意例数+满意例数)/总例数×
100%。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9.0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

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间期末笔试考试成绩、操作考试成绩及教

学效果评分的比较 试验组期末笔试考试成绩、操作

考试成绩、教学效果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0.05),见表1。两组教学效果量化分值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1  两组期末笔试成绩、操作考试成绩及教学

   效果评分比较(x±s,分)

组别 n 期末笔试成绩 期末操作考试成绩 教学效果评分

试验组 700 88.56±2.39 94.12±2.67 28.32±1.89

对照组 604 83.14±4.23 88.95±3.35 21.52±1.73

t 8.365 9.264 6.329

P <0.001 <0.001 <0.001

表2  两组教学效果量化分值比较(x±s,分)

组别 n 学习兴趣 重难点内容掌握 学习主动性 延伸课堂教学 团队协作 应急能力 批判性思维

试验组 700 4.16±0.51 4.03±0.48 4.66±0.45 4.28±0.36 4.56±0.78 3.92±0.41 3.87±0.39

对照组 604 3.62±0.72 3.76±0.59 3.82±0.48 3.02±0.73 3.25±0.39 2.05±0.26 2.14±0.16

t 6.375 12.658 13.002 12.201 10.826 9.631 9.716

P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2.2 学生满意度调查 试验组非常满意385例,满
意287例,一般28例,满意度96.00%(672/700);对
照组非常满意151例,满意352例,一般101例,满意

度83.28%(503/604),试验组学生的满意度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  论

  目前,《急救护理学》在专科护理学生中教学效果

欠佳,专科学生大部分基础差、主动学习能力不够[9]。
传统课堂教学是一种单向沟通的模式,存在单一化、
教条化的缺陷,与临床对人才需求不一致的矛盾日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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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10]。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高职院校在教学方法上

不断探索,采取各种各样的改革方法,但实际应用效

果往往与临床工作相距甚远[11-12]。将云班课融入传

统课堂缓解了学生之间的差异化矛盾。使用云班课,
教师可提前上传课件、微视频等资源,基础较差、接受

课堂知识困难的学生,可经过课前反复学习,达到课

前同起点,经课后反复学习实现课后不掉队,遇到问

题可随时向教师和同学咨询。教师通过云班课统计

功能,全面把控学生的学习数量及质量。对优秀的学

生,教师可提供延伸性资源,供其进行更深入的拓展

研究。
云班课联合传统课堂教学模式提高了学生学习

的主动性和有效性。通过云班课数据统计发现,试验

组急救护理课程平均出勤率达到98.2%,资源浏览率

达100.0%,对照组的平均出勤率为91.6%,充分说

明学生的主动性有所提高。期末笔试及操作考试的

成绩比也显示了云班课联合传统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应用云班课联合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促进学生团

队协作,提高了应急、思维的能力。这也是临床医务

人员最需要的能力,而传统课堂教学模式欠缺对这些

能力的培养。表2显示,两组团队协作、应急能力、批
判性思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

理论课上,以第三章“院前急救”为例,教师提前上传

一段由急诊科护士录制的救护车内的设置及各项设

备的功能讲解视频,让学生对救护车有较为形象的认

知。另外,上传一个真实车祸现场案例并配上图片,
让学生提前预习并完成“如果你是现场急救护士,简
述你的急救思路”。上课期间,学生就有充足的时间

进行头脑风暴,在云班课里激烈地展开讨论,可以自

由地发表自己的观点,避免了传统课堂上因羞涩而不

敢发言的问题。给予学生更多机会锻炼应急能力和

批判性思维。在操作课上,以第十三章“四大技术”为
例(止血、包扎、固定、搬运),课前老师将理论课件、操
作步骤及重难点讲解的视频上传至云班课,让学生熟

悉流程,掌握关键点。上课时,老师只用很短的时间

讲解重难点,再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练习1学时,其
余时间为学生准备了野外创伤模拟现场,同时还模拟

了存在急救器材短缺的情况。学生以临时组队的方

式进行现场急救。通过类似课堂的反复训练,学生学

会了迅速推选团队领导、快速分工合作,学会了选用

布条代替止血带,用教科书替代夹板等应急措施。团

队协作、应急能力、批判性思维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和

提升。
云班课联合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在《急救护理学》

教学中的应用效果值得肯定,但对师资综合素质的要

求也较高。本研究仅以学生为对象进行比较,尚未对

教师教学综合能力进行评价、对比,所以下一阶段的

重点研究方向是以云班课和传统课堂相结合教学模

式为导向提高师资综合素质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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