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6

2025� 第6卷�第2期·国际护理与健康

基于虚拟仿真实训教学软件的《急危重症护理学》教学
改革研究与实践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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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理大学护理学院 云南 大理 67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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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究新的教学方法，优化整门课程的教学，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能学以致用，使

急救护理知识与技能适应临床需求，满足临床对高技术型紧缺专业人才的需求。方法：选取我校护理学本科大三的

317名学生（2020级和2021级）作为研究对象，实践课结合虚拟仿真实训教学软件学习的综合性教学模式进行教学，
课程结束后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了解学生对急危重症护理学教学的效果评价。结果：290（91.5%）名学生对课
程教学表示满意，93%以上学生认为虚拟仿真实训教学软件对自主学习积极性、理论和实践联系等方面帮助很大或较
大。结论：实践课结合虚拟仿真实训教学软件学习的综合性教学模式，有利于学生理论知识与急救技能的结合，从而

有助于学生评判性思维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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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危重症护理学是一门理论和实践并重的护理学专业

必修课，课程要求学生在面对急危重症患者时，不但要有

护理专业知识深度和广度，还要在紧急的情况下有效地

护理和救治患者。但传统的实践教学不能情境化、实时

化，且缺少可变因素，因此极大的影响了教学质量[1]。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与教学的融合，传统的教学模式

已不能满足护生在临床实践中对岗位职业核心能力的需

要[2]。在此背景下，虚拟仿真实训教学软件作为一种新兴

的教育技术，通过模拟真实的临床场景，为护生提供了

一个既安全又可控的学习环境。该软件不仅使学生能够

在模拟的临床环境中熟悉和掌握各种急危重症的护理操

作流程，而且能够在实际操作前进行反复练习，有效提

高学生的应急处理能力和临床决策水平。通过虚拟仿真

实训教学软件的应用，护生可以在无风险的模拟环境中

进行实践操作，从而避免在实际临床操作中出现失误，

保障患者的安全[3]。本研究于2022年10月--2023年12月在
急危重症护理学实践课教学中，结合虚拟仿真实训教学

软件学习的综合性教学模式进行教学，通过实证研究方

法，收集使用该软件后的护生临床操作技能、理论知识

掌握情况，并运用统计学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以揭示

该软件对学生学习效果的具体影响。*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注：大理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第八期教改一般项目，

项目编号：2022JGY08-98

选取我校护理本科大三317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学
生已完成护理学基础、健康评估等学习，和内科、外科

和妇产科护理学同时开课。

1.2  方法
1.2.1  教学方法
急危重症护理学作为护理学专业核心必修课，安排

在第8学期（我校一学年实行3学期制）。该课程理论24
学时，实践10学时，但一直以来由于实验学时过少和受
课程的实际情况的影响，很多实践课不能开展。因此，

相关理论教学结束后，运用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共享平台，采用以下项目进行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作为实

践课的补充。

(1)生命支持虚拟仿真综合实训软件
该软件由吉林医药学院开发，软件利用现代信息技

术，创设虚拟急救场景，将传统的训练方法升级为虚拟

仿真综合实训。首创“三阶段、三层次”递进式教学

法，根据不同阶段的教学目标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遵

循由易到难，由单项到多项，由单一到综合训练的阶梯

式教学设计原则，根据学生学习现状和需要，有针对性

地、个性化地设计教学。学生通过人机交互，实现不同

虚拟场景中的救护，培养临床思维，另外，软件同时提

供相关教学资源，如操作视屏、动画等，操作时有重要

知识点弹出，学生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反复练习。

(2)气管插管全身麻醉思维技能训练
该软件由滨州医学院开发，利用3D场景模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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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信息采集，实景视频等技术，构建趋于真实的虚拟临

床场景，整个实验系统分为4个模块：知识背景介绍、
术前访视人机对话、气管插管技能操作和术中危急情况

的处理。通过人机对话，虚拟交互操作、菜单式选择，

对病人开展系统完整的虚拟诊疗，培养学生技能的掌握

和临床思维形成。学生可以通过沉浸式角色扮演的方式

进行各项互动操作。通过逼真的场景呈现，实现体验式

教学。直观实验场景和操作交互贴近实际，真实感强，

学生可以身临其境地进行实验操作的反复练习和实验考

核，达成熟练掌握插管操作和危机情况处理的目标。

(3)基于ESP的电击伤急救与护理虚拟仿真实验
本实验是武汉科技大学医学部在“新医科”背景下

自主研发，突破实验场地、环境、安全限制，以3D虚拟
情景呈现现场救护、途中监护、院内救护，虚实结合，

实现训练与考核一体化。本项目利用虚拟仿真的这些特

性，模拟触电场景，让学生在实践中感受电击伤抢救过

程中的“急、危、重”，从而建立一个正确的抢救观

念，熟练掌握抢救的流程。以全三维漫游形式展现，动

画逼真，兼容性强、交互性强；应用范围广泛；操作简

单。学生可根据系统反馈情况进行疾病的诊疗和救护，

如病情评估，药物治疗和生命支持等。

1.2.2  教学评价
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了解学生对急危重症护

理学教学的效果评价。问卷由2部分组成：第1部分了解
学生对本课程的满意度；第2部分评判本课程的教学效
果，共包括10个项目，每个项目设“很大帮助”“较大
帮助”“不确定”“极少帮助”“无帮助”5个选项。课
程结束后，向学生发放问卷，要求学生不记名填写。共

发放调查问卷317份，回收有效问卷317份，有效回收率
为100%。

1.2.3  结果
290（91.5%）名学生对课程教学表示满意，86%以上

学生认为虚拟仿真实训教学软件对自主学习积极性、理

论和实践联系等方面帮助很大或较大。10个项目中，没
有学生选择“无帮助”。学生对本教学模式效果评价见

表1。

表1 学生对急危重症护理学教学效果的评价n = 317（％）
项目 很大帮助 较大帮助 不确定 极少帮助 无帮助

拓展理论知识 121(38.2) 184(58.0) 12(3.8) 0(0) 0(0)
增强急救意识 143(45.1) 156(49.2) 18(5.7) 0(0) 0(0)
提高临床思维能力 153(48.3) 138(43.5) 26(8.2) 0(0) 0(0)
提高评判性思维能力 160(50.5) 132(41.6) 25(7.9) 0(0) 0(0)
提高创新能力 111(35) 123(38.8) 62(19.6) 21(6.6) 0(0)
提高沟通交流能力 138(43.5) 145(45.7) 30(9.5) 4(1.3) 0(0)

提高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 171(53.9) 120(37.9) 26(8.2) 0(0) 0(0)
提高学习热情和兴趣 151(47.6) 134(42.3) 32(10.1) 0(0) 0(0)
增强团队合作能力 128(40.4) 137(43.2) 32(10.1) 20(6.3) 0(0)

增强相关学科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 139(43.8) 129(40.7) 49(15.5) 0(0) 0(0)

2 讨论

2.1  有利于学生巩固和拓展相关专业知识，提高各方
面的能力

虚拟仿真实训教学软件操作界面友好，条理概括化

的界面设计帮助学生快速掌握学习要点，练习技能操作

的同时增强临床分析问题、处理问题能力（91.8%）。
实验依据“能实不虚”的原则，避免了简单动作的虚

拟，通过学生交互操作练习，拓展了专业基本技能操作

的学习范畴。如《气管插管全身麻醉思维技能训练》，

高仿真的患者构建通过动态模拟和交互式控制实现模拟

教学，患者模拟真实场景与学生开展人机对话，还原实

际工作中麻醉术前访视医患沟通的场景。技能操作环节

多视角模式展现气管插管过程，学生可以自主操作，多

方位剖视、透视、旋转，学中做、做中学，使教学模式

多样化。该软件“点-线-面”的知识梳理架构将相对独
立零散的知识点，如术前访视要点，术前谈话，麻醉前

评估，气管插管全身麻醉药物、器物准备，麻醉机的检

测，气道的管理，气管插管操作，麻醉机参数的认识

等，以真实病例的实际临床工作流程为主线完整贯穿，

并拓展延申了术中危机，包括不仅限于手术操作，患者

系统性疾病等威胁患者安全的事件识别处理，拓宽学习

面，建立完整的，可无限延申的知识体系。通过病例

处理、实操仿真、结论分析，课后思考等环节，实现

以学生为中心的兴趣引导式实验教学。每个模块有多个

实验步骤，关联多个知识点，有利于学生将所学知识与

具体应用场景相联系，将所学知识和技能进行综合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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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5%）。
2.2  有利于提供安全可控的学习环境
虚拟仿真实训教学软件能够模拟真实的临床场景，

让学生在安全、可控的环境中进行实践操作。相较于传

统的实践课教学，虚拟仿真实训教学软件具有更高的灵

活性和可重复性。学生可以在软件中反复练习，直至熟

练掌握各项护理技能。同时，由于软件模拟的环境与实

际临床场景高度相似，因此学生在软件中的实践操作经

验也能够为其未来的临床实习和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

例如，《基于ESP的电击伤急救与护理虚拟仿真实验》，
通过ESP系统模拟急救与护理的全过程。ESP可以综合模
拟人体生理/病理的生命发展形态，以3D虚拟人体和可视
化工作平台的形式，被设置成理想化的“人体”受试对

象，能够准确和高度一致的完成医学实验任务。同时把

ESP系统与三维虚拟场景有机结合为一体，充分体现虚拟
教学优势；另外系统有强大的编辑功能，可根据需要设

置各种参数。ESP将根据配置的数据，向系统前端用户输
出各种生理反应，器官系统数据，即时检查结果等。学

生可根据系统反馈情况进行疾病的诊疗和救护，如病情

评估，药物治疗和生命支持等（92.1%）。
2.3  有利于弥补教学资源有限、实践操作机会少等

问题

在传统的护理学教学中，由于教学资源有限，学生

往往难以获得足够的实践操作机会[4]。而虚拟仿真实训

教学软件则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学生可以在任何时

间、任何地点进行实践操作练习。可以随时线上回顾学

习内容，在不消耗实验耗材，亦不对患者造成损伤的情

况下，学生能够反复练习，熟悉实验的操作流程，使其

能够成功完成气管插管的规范操作，为临床实习操作打

下坚实的基础。这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还

有助于培养其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91.8%）。
2.4  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学生课前可以通过登陆平台界面自主学习，其中文

字及图片资料供学生课前自学，并可以观看标准化临床

操作视频。学生在线可以进行虚拟临床操作练习，用以

熟悉各项技能操作的流程。由于软件中的临床场景高度

仿真，且具有丰富的交互性和趣味性，因此能够吸引学

生的注意力，学生能以第一视角进行学习和训练，增加

了操作的代入感，激发其学习热情和兴趣（89.9%）。
学生可以通过与软件的互动，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掌握护

理知识和技能，从而提高其学习效果和学习质量。学生

可以通过沉浸式角色扮演的方式进行各项互动操作。通

过逼真的场景呈现，实现体验式教学。如《气管插管全

身麻醉思维技能训练》，学生作为麻醉医生角色按照系

统模块指引模拟真实临床麻醉工作，提高学生参与的积

极性，提升教学效果。直观实验场景和操作交互贴近实

际，真实感强，学生可以身临其境地进行实验操作的反

复练习和实验考核，达成熟练掌握插管操作和危机情况

处理的目标（92.1%）。
3 结论

虚拟仿真实训教学软件作为一种创新性教学方法，

在急危重症护理学教学中展现出了显著优势和应用价

值。该软件不仅能够模拟真实临床场景，提供安全、可

控的实践操作环境，还能够弥补教学资源有限、实践操

作机会少等问题，提高学生护理技能和理论知识掌握水

平。随着技术不断进步和应用范围的扩大，虚拟仿真实

训教学软件有望在护理学教学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为培养更多优秀护理人才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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