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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基于 e⁃教学平台的翻转课堂在基础护理学实训课程中的应用方法及效果。［方法］采用整群抽样法选取 2014级护
理本科生 251名为研究对象，按班级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对照组（n=125）采用传统实训教学法，试验组（n=126）采用基于 e⁃教
学平台的翻转课堂进行教学。课程结束后应用护理专业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测评量表和评判性思维能力量表对两组学生的自主学习
能力及评判性思维能力进行测评。［结果］试验组学生自主学习及评判性思维能力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 05）。［结论］将基于 e⁃教学平台的翻转课堂运用于基础护理学实训课程中，有利于提高护理本科生自主学习能力和评判性
思维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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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全国卫生计生人才发展规划》[1]建议充

分利用“互联网+”整合各种医学教育资源，开发线上
教育平台，探索新型互联网教学模式。近年来，信息技
术 支 持 下 的 翻 转 课 堂（flipping classroom/inverted
classroom），亦称第二代翻转课堂或者智慧课堂，在全
球高校逐渐应用并推广 [2⁃3]。e⁃教学平台是一个基于网
络的辅助教学、学习交互平台，具有课程建设、资源管
理、作业考试、答疑等教学互动等多项功能。通过探究
式、主动性的学习方法，打破并重组传统的课堂教学程
序，将课堂从课内延伸到课前甚至课后，同时借助网络
平台实现课内到课外的扩展，形成以学生为中心，注重
培养学生发散性思维、评判性思维能力的教学模式是
翻转课堂的内在要求 [4]。基础护理学实训课程是培养
护理专业学生综合能力的重要课程，是理论与实践结
合、学校向临床过渡、学生向护士角色转变的衔接课
程。而随着招生规模的扩大，学生人数、教师数量与教
学资源的矛盾日渐加重，为改善教学质量，本研究将基
于 e⁃教学平台的翻转课堂应用在实训课程改革中，取
得了较好的效果。
1 对象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2017年 6月—7月采用整群抽样法选
取 2014级护理本科生 251人为研究对象，以班级为单
位，随机抽取 4个班（126名护生）为试验组，其余 4个
班（125名护生）为对照组。两组学生年龄、性别、接受

护理学专业课程情况、自主学习能力及评判性思维得
分等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基线具有
可比性。
1. 2 研究方法 基础护理学实训课程为护理本科生
进入临床实习前的集中训练课程，主要目的是通过集
中训练（约 120学时）的形式强化 17项基本的护理技
能。在教学安排上，根据操作项目的相似性或者教师
的专业特长将操作项目分为 4组，分别是导尿组（男病
人导尿术、女病人导尿术、大量不保留灌肠、穿脱使用
过的隔离衣）、输液组（密闭式静脉输液技术、密闭式静
脉输血技术、鼻饲术、口腔护理技术、电动吸引器吸痰
术）、注射组（皮内注射青霉素过敏试验、臀大肌肌内注
射法、中心供氧与简易呼吸器的使用）、铺床组（卧床病
人更换床单法、铺麻醉床、生命体征的测量、无菌技术、
心肺复苏术）。以班为单位按操作项目不同进行轮转，
周期为 1周。为了提高练习的有效性，让学生有充足
的场地练习，将每个班学生按照所在大组的床位数分
成小组进行练习，每组学生 5~7人。为了实现教育的
相对公平性，两组学生在接受实训课程的师资（每个项
目组 2名专业教师与 3名硕士研究生）、教学目的、教学
内容、学时安排等方面基本一致。
1.2.1 对照组教学方法 采用集中授课的形式于每
周一由 2名专业教师对所负责组内操作项目进行示
教，周二至周五上午学生进行分组练习。按照学生需
求，教师与研究生进行教学指导，周五下午根据组内操
作项目数随机抽取 3名或 4名学生进行出组考试，并进
行点评，每次点评时间约 10 min。
1.2.2 试验组教学方法
1.2.2.1 课前准备 为满足教学要求，教师将各操作
项目按临床真实病例改编为项目背景，录制操作视频
上传至 e⁃教学平台，并绘制操作流程图，标注操作步骤
的重点、难点环节。同时附操作项目的参考视频网址
如常用 50项护理操作技术视频、“人卫”慕课基础护理

基金项目 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分会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医学教育专

业委员会 2016年医学教育研究立项课题，编号：2016B⁃HL029；山西省

科技厅软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编号：2017041038⁃6
作者简介 淮盼盼，讲师，硕士

引用信息 淮盼盼,金瑞华,凌陶,等 .基于 e⁃教学平台的翻转课堂在基

础护理学实训课程中的应用研究[J].护理研究,2019,33(19):3413⁃3415.

·· 3413



CHINESE NURSING RESEARCH October,2019 Vol. 33 No. 19

学视频等供学生学习参考。同时，以操作项目名称为
中心点建立相关线性阅读网络，督促学生进行网络内
的知识点梳理，并与既往的理论知识对照，整理好笔记
后上传至平台。另外，按照已分好的小组在教学平台
上创建学习讨论小组，在学习过程中如有疑问可在小
组中进行讨论研究。教师将小组讨论问题的高频点进
行提取、分析，可作为课堂教学的主要知识点讲解。
1.2.2.2 课堂教学 以小组为单位，根据操作人数需
要随机选择人员分别展示组内操作项目。在此过程
中，教师、研究生做好课堂记录。同时要求其他未进行
操作的同学认真观看。操作展示结束后由学生先进行
自我评价，然后其他学生提问与点评，之后教师总结、
评价。并以课前讨论与课堂记录为基础，讲解重点、难
点以及一些技巧、经验性的操作环节。以注射法为例，
重点讲解持注射器的手法、注射器的无菌区域、用 1
mL注射器在 250 mL或者 500 mL生理盐水中准确抽
取 0.1 mL的技巧、充分摇匀液体的技巧等。
1.2.2.3 课后练习与反思 根据课堂教学内容要求学
生讨论与反思，进行分组训练。教师与研究生根据课
堂教学记录，有重点、有针对性地进行指导。每个班级
于操作结束后，教师对教学内容进行归纳总结，再次提
取教学难点，进行下一轮教学。同时将归纳总结的内
容上传到 e⁃教学平台。
1. 3 评价指标 课程结束后，采用自主学习能力和评

判性思维能力量表评估教学质量。①采用张喜琰 [5]编
制的护理专业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测评量表，量表由学
习动机、自我管理能力、学习合作能力、信息素质 4个
维度组成，包括 30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完全符合、基
本符合、一般、基本不符合、完全不符合的 Likert 5级评
分法，正向条目分别计 5~1分，反向条目反向计分。
该量表经过两轮专家咨询，量表总的 Cronbach′s α系数
为 0.82，分半信度为 0.79；各维度的 Cronbach′s α系数
为 0.64~0.79，分半信度为 0.67~0.77，研究证实其信
效度良好。②评判性思维能力量表由香港理工大学彭
美慈等 [6]翻译并修订，量表总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0，包括 7个维度：寻求真相、开放思想、分析能力、
系统化能力、评判性思维的自信心、求知欲和认知成熟
度，共 70个条目，采用 Likert 6级计分，其中正性条目
30项，从“非常赞同”到“非常不赞同”计 6~l分；负性条
目 40项,按 1~6分赋值。每个维度总分 10~60分，量
表总分为 70~420分，>280分表明有正性评判性思维
能力，>350分表明评判性思维能力强。
1. 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7.0进行数据分析，定
量资料正态分布时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P<0.05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两组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比较（见表 1）

2. 2 两组学生评判性思维能力比较（见表 2）

3 讨论
3. 1 基于 e⁃教学平台的翻转课堂能够提高学生的自
主学习能力 自主学习也被理解为自我导向性学习，
能够反映其运用元认知、客观人力、物力资源高质量地
获取和掌握护理活动所必需的知识与技能的能力 [7]。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体现了其软技能水平，被大多数
院校作为护理专业学生培养的教育目标之一 [8]。其中

自我管理能力是自主学习能力的核心，学习动机是促
发因素，学习合作能力与信息素质是保证。本研究结
果显示，两组学生干预后自主学习能力各维度比较，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此与张莹莹等 [9]研究结
论一致。e⁃教学平台有电脑端和手机端。在干预过程
中将信息化的教学手段与翻转课堂的教学方法相结
合，学生根据自己的知识技能水平，在已获得的理论知

表 1 两组学生自主学习能力量表得分比较（x±s） 分

组别

试验组

对照组

t值
P

人数

126
125

总分

90.44±15.59
82.50±13.19

4.351
0.000

学习动机

22.44±5.18
20.18±4.73
3.609
0.000

自我管理能力

33.97±6.52
30.86±5.94
3.944
0.000

学习合作能力

16.52±3.16
15.01±2.72
4.053
0.000

信息素质

17.52±3.42
16.50±2.74
2.586
0.010

表 2 两组学生评判性思维能力量表得分比较（x±s） 分

组别

试验组

对照组

t值
P
组别

试验组

对照组

t值
P

例数

126
125

系统化能力

39.65±5.40
36.22±4.84
5.292
0.000

总分

276.45±30.12
247.41±24.05

8.437
0.000

评判性思维的自信心

42.75±4.82
37.21±5.14
8.824
0.000

寻求真相

37.83±6.80
34.56±5.22
4.266
0.000

思想开放

37.08±5.79
32.72±4.86
6.460
0.000
求知欲

41.29±5.70
37.76±4.84
5.293
0.000

分析能力

39.84±5.17
36.35±4.44
5.737
0.000

认知成熟度

38.01±5.96
32.58±5.35
7.589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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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基础上借助老师上传的视频、流程图及分享的网址
自主安排学习计划、调整学习进度，提高了自我管理能
力；与对照组相比，在教学平台上以病例形式录制上传
教学视频，一改传统的操作示教的单一记忆、理解、应
用的初级认知提升，更多注重分析、创造的高级认知培
养 [10]，在保证基础知识与核心技能传授有效完成的同
时，使教学过程形象生动化；另外，试验组要求学生上
课过程展示操作项目，这在客观上激发了学生的学习
动机。网络线性知识点的学习要求，督促学生从信息
化平台中搜索、提取、整理学习相关资料；并于平台上
创建的讨论组就阅读、学习结果和（或）疑难问题与教
师、同学进行互动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加强师生、学生
间的相互协作、相互学习和沟通交流。这在一定程度
上综合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合作能力，改善了其信息化
素质。但是与对照组相比学习合作能力、信息素质维
度得分差别较小，可能是虚拟化的平台又在某种程度
上限制了学生的合作形式与氛围；网络平台的无限制
性可能诱发学生在进行线性知识点的整理过程中潜在
的求知欲，触发无限发散知识点，因此，在后期的教学
内容中应丰富线上和线下的学习合作形式，引导学生
从直线到线段性知识点的高效化梳理。
3. 2 基于 e⁃教学平台的翻转课堂对培养学生评判性
思维能力有重要作用 评判性思维，也称批判性思维，
是对某些特定情景下的特定问题采用科学方法进行逻
辑推理、分析评价的判断过程 [11]，在护理教育、临床实
践与护理科研中有重要作用 [12]。本研究结果显示，试
验组评判性思维能力各维度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将基于 e⁃教学平台的翻
转课堂运用于基础护理学实训课程中可以提高学生的
评判性思维能力，此与张慧敏等 [13]研究结果一致。分
析原因可能为：与传统的集中示教-练习不同，e⁃教学
平台作为我校一种新型的学习媒介可直接刺激学生的
求知欲，另外课堂中要求学生自评互评；线上线下组
内、组间讨论达到思维碰撞；潜移默化中激发学生的求
知欲。同时，课堂中随机抽取学生进行操作展示，适应
了以学生为中心的高校教学改革要求 [14]，操作后师生
探究点评，使学生既获得了肯定又纠正了偏差，对学生
评判性思维的自信心和认知成熟度具有促进作用。学
生将教师上传的操作视频与所附的参考视频进行对
比，并通过在所标识的知识点的基础上进行发散思维
并绘制线形图的形式，可培养学生开放思想与寻找真
相的情感特质。分析能力与系统化能力为评判性思维
认知技能的重要表现 [15]。试验组这两种能力得分均高
于对照组，可能与试验组课堂教学中将知识碎片化、重
点化，课后进行反思后重温教学视频，鼓励引导学生在
临床真实病例的背景下从病例分析、护理诊断界定、护
理计划分析到护理实践等各方面寻求最佳护理操作有
关。教学反思是成功有效的翻转课堂教学实践必不可
少的环节。学生在学习教师上传的归纳总结的教学内
容后可以审慎地修正自己固有的知识，重塑认知结构，
同样达到了强化认知成熟度的效果。评判性思维能力

是护士在临床实践工作中必须要掌握的一种能力。基
础护理学实训课程为护理理论教育与临床实践的桥
梁，因此，在该课程中探索新型教学方法或手段，以提
高护生的评判性思维能力势在必行。本研究表明以网
络教学平台为教学媒介，翻转课堂为教学方法，在培
养、提高护生评判性思维能力方面效果显著。
4 小结

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
中鼓励学校利用数字教育资源及教育服务平台，积极
探索新型教育服务供给方式。本研究以网络平台为技
术支撑的翻转课堂，既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
主导”的人本主义思想，又兼具当前网络化教育模式中
学生对隐性知识的自主探索需求，实现了人机合理分
工，满足了基础护理学教学的可操作性、可重复性要
求。但受网络环境的复杂性影响，翻转课堂的网络化、
信息化是一项复杂的教学改革工作。虽然本研究综合
证明该种教学模式在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强化评
判性思维等方面效果显著，但课后反思中发现教学环
节中可能还存在一些不足或矛盾，如学生可能需要花
费更多的时间去甄选知识点，学生在课堂教学展示操
作时的焦虑、紧张心理等。除此之外，自主学习能力与
评判性思维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何使研究效
果更具有长久性、稳定性也是今后研究的一个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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