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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课堂结合医学模拟教学在儿科新护士临床急救
综合能力培训中的应用效果

钱孔嘉 徐红贞

[摘要] 目的 探究翻转课堂结合医学模拟教学在儿科新护士临床急救综合能力培训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择

2020 级和 2021 级新入职护士为研究对象，其中 52 名 2020 级新护士设为对照组，39 名 2021 级新护士设为实验组。

对照组采用传统课堂授课教学模式，实验组采用翻转课堂结合医学模拟的教学模式。课程结束后比较两组新护士

的团队沟通和合作能力、心肺复苏自信心得分，并采用教学评价问卷对整体教学进行评价。结果 实验组新护士

团队沟通和合作能力、心肺复苏自信心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分别=-2.15、-2.01，P均＜

0.05），实验组新护士对培训方案的评价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5.98，P＜0.05）。实验组新护

士的模拟设计量表得分为 80（80，94）分，模拟教学实践量表得分为 64（64，74）分，学习满意度和自信心量表得分为

52（51，59）分。结论 翻转课堂结合医学模拟教学的培训方案可有效提升儿科临床急救综合能力，未来需要根据

学员的表现调整培训方案，不断优化培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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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flipped classroom combined with medical simulation in training the comprehensive clinical emer⁃
gency abilities of new pediatric nurses QIAN Kongjia，XU Hongzhen.School of Nursing，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Uni⁃
versity，Hangzhou 310053，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flipped classroom combined with medical simulation in
training the comprehensive clinical emergency abilities of new pediatric nurses. Methods Newly recruited nurses from
the 2020 and 2021 grade were selected，with 52 nurses from the 2020 grade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39 nurses from the
2021 grade as the experimental group.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traditional teaching，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used
flipped classroom combined with medical simulation.At the end of the course，the scores of team communication and co⁃
operation ability and CPR self-confid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new nurses were compared，and the overall teaching
was evaluated by the teaching evaluation questionnaire. Results The ability of team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and
the confidence of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of new nurse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t=-2.15，-2.01，P＜0.05）. The evaluation
score of the training program of new nurse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t=-5.98，P＜0.05）.The scores of simulation design scale，simula⁃
tion teaching practice scale and learning satisfaction and confidence scale for new nurse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80（80，94），64（64，74）and 52（51，59），respectively. Conclusion The training program of flipped classroom combined
with medical simulation effectively enhances the comprehensive clinical emergency abilities of pediatric nurses.Future ad⁃
justments to the training program should be made based on participants' performance to continually optimize outcomes.
[Key words] pediatrics； new nurses； medical simulation training； flipped classroom； comprehensive clinical
emergency abilities

《全国护理事业发展规划（2021-2025年）》要

求加强儿科新入职护士培训，科学合理安排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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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缓解护士工学矛盾[1]。调查结果表明全国三级

综合医院的新护士培训开展率较高，但培训时长、

内容和考核方式需进一步贴近临床需求[2]。如何让

新护士通过培训提升其核心能力，尤其临床急救综

合能力，是护理管理者关注的重点。医学模拟和翻

转课堂作为创新教学方法，在提高操作能力和深化

理论理解方面成效显著[3]，但在儿科新护士培训中

的整合应用相对较少。本次研究通过对儿科新护

士使用传统课堂授课和翻转课堂结合医学模拟培

训方法进行分组对比，评估翻转课堂结合医学模拟

教学在儿科新护士临床急救综合能力培训中的作

用。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20年 8 月至 2022年 12 月

期间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的 2020级和

2021级新护士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包括：①应

届毕业生；②自愿参与本次研究并签署同意知情书

者。排除标准包括：①因病假等无法全程参与培训

者；②已提交离职申请者。本次研究已获医院伦理

委员会批准通过。将2020级新护士设为对照组，

2021级新护士设为实验组。实验组 39 名学生，其

中男性 3名、女性 36名；年龄为 23（22，23）岁；本科

38名、硕士 1名。对照组 52名学生，其中男性 3名、

女性 49名；年龄为 23（22，23）岁；本科 51名、硕士

1 名。两组新护士性别、学历、年龄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P均＞0.05）。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传统课堂灌输式教学模式，

该模式以“教师-学生”的单向传授为主，培训内容

涵盖儿科护理常规知识和操作技能。实验组采用

翻转课堂结合医学模拟的培训模式，以学员为中

心，注重理论与实践并重，强调互动性和参与性，同

时通过反思与改进不断提升学员的临床急救综合

能力，其实施过程为：

1.2.1 构建培训课程 依据儿科护理学的特点，在

参考杨丽黎等[4]相关文献和进行院内专家咨询后，

构建儿科新护士临床急救综合能力培训课程，围绕

新护士的核心能力及培训目标，培训大纲包括 5 个

模块：评估干预能力、操作技能水平、知识整合能

力、评判性思维能力、人际交往与沟通能力。

1.2.2 翻转课堂实施 理论课程采用翻转课堂形

式，涵盖以下五个专题：各系统评估与干预、静脉通

路建立和维护、给药管理、皮肤管理以及沟通交

流。每个专题由 1～2 名资深教育护士或专科护

士担任组长，负责教学设计、实施和效果评估。教

学目标依据布鲁姆行为目标理论和 SMART 原则

制定，自学内容为涵盖关键知识的书籍、指南、视

频等。课程大纲和学习资料在课程开始前两周发

布到手机平台，学员利用碎片化时间完成线上学

习并提交作业，并将自学中遇到的问题反馈给所

在科室的教育护士，各专题组长收集并整合学员

的问题，为线下开展互动答疑等教学活动做好准

备。在线下集中授课阶段，学员分组参与互动式

学习活动，进行知识强化和案例分析。每个专题

在集中授课前后进行理论考核，并收集教学满意

度反馈。

1.2.3 医学模拟实施 在新护士培训后期，实施严

重过敏反应发展至心脏骤停的医学模拟培训，分为

模拟前准备、案例运行和反馈三个阶段。准备阶段

包括案例编写、学员分组、理论与操作准备以及高

仿真模拟人和真实设备的配备，旨在通过团队合作

训练学员快速评估、识别病情、应用 SBAR 模式汇

报病史、启动抢救机制并进行高质量的心肺复苏。

在案例运行阶段，学员首先熟悉环境，然后进行约

15 min的模拟操作，全程录像记录，并由程序员根

据学员的处理措施调整模拟人的生理参数，最终以

抢救成功或模拟人死亡结束。在引导性反馈阶段，

学员分享即时反应，分析挑战与改进点，并总结关

键经验，以促进知识在实际临床中的应用。培训结

束后，学员作为下一组的导师组进行评分和观察，

以期强化学员的知识与技能。

1.3 效果评价

1.3.1 教学评价 通过自行设计的教学评价问卷

对教学进行评价，问卷回收率100%。对照组学员对

整体教学活动进行打分（满分100 分）。实验组学员

除了对整体教学打分外，还包括选择题和开放式回

答题。单选题询问学员对教学活动的兴趣，多选题

涉及教学活动对临床评估干预能力、操作技能水平、

知识整合能力、评判性思维能力和人际交往与沟通

能力的帮助，开放式问题请学员填写意见与建议。

1.3.2 学员团队沟通和合作能力、心肺复苏自信心

评价 培训前后采用问卷星进行问卷发放，问卷回

收率 100%。采用沟通和团队合作量表评估团队

合作和沟通技能自我认知，包含 9 个条目，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法，分数越高代表自我评价越高，

Cronbach's α系数0.79[5]。采用心肺复苏自信心量表

测量学员对心肺复苏技能的自信心，包含8 个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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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法，分数越高代表越有信心，

Cronbach's α系数0.76 [6]。

1.3.3 模拟教学评价 采用美国护理大联盟基于

Jeffries理论框架开发并由Wang等[7]翻译的护理模

拟教学评价工具，包含学习满意度量表、自信心量

表、模拟教学实践量表、模拟设计量表 4 个维度，均

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分数越高说明学员对医学模

拟教学的评价越高，各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

0.87～0.94。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7.0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

示，组间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t检验；非正态分布则采

用中位数和四分位间距表示。设P＜0.05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新护士对培训方案的评价 实验组培训方案

评价得分为（93.90±8.20）分，对照组培训方案评价

得分为（79.88±14.00）分，实验组新护士对培训方

案的评价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t=-5.98，P＜0.05）。实验组 39 名（100％）护士

对此种教学方式感兴趣，均认为该培训对临床工

作有帮助，34 名（87.18%）认为有助于提高评估干

预能力，38 名（97.44%）认为有助于提高操作技能

水平，33 名（84.62%）认为有助于提高知识整合能

力，26 名（66.67%）认为有助于提高评判性思维能

力，23 名（58.97%）认为有助于提高人际交往与沟

通能力。

2.2 两组新护士培训后团队沟通和合作能力、心肺

复苏自信心比较见表1
表1 两组新护士培训后团队沟通和合作能力、

心肺复苏自信心比较/分
组别

实验组

对照组

团队沟通和合作能力

31.03±4.36*
29.10±4.15

心肺复苏自信心

29.13±4.16*
27.23±4.66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由表 1可见，实验组新护士的团队沟通和合作

能力、心肺复苏自信心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t分别=-2.15、-2.01，P均＜0.05）。
2.3 实验组对医学模拟教学的评价见表2

由表 2 可见，实验组新护士的学习满意度量表

得分为 20（20，25）分，学习自信心量表得分为 32
（31，34）分；模拟教学实践量表得分为 64（64，74）

分；模拟设计量表得分为80（80，94）分。

表2 实验组39名新护士对医学模拟教学的评价/分
项目

学习满意度量表

学习自信心量表

模拟教学实践量表

自主学习

合作

学习方式

高期望

模拟设计量表

目标和信息

支持

解决问题

反馈

真实性

条目

5
8

16
10
2
2
2

20
5
4
5
4
2

满分

25
40
80
50
10
10
10

100
25
20
25
20
10

得分

20（20，25）
32（31，34）
64（64，74）
40（40，47）
8（ 8，10）
8（ 8，10）
8（ 8，10）

80（80，94）
20（20，24）
16（16，19）
20（20，23）
16（16，20）
8（ 8，10）

3 讨论

翻转课堂的核心在于颠覆传统教学模式，将课

堂的主导权从教师转移到学员手中，使学员由被动

接受知识的状态转变为主动学习的角色。这一模

式极大地增强了学员的积极性，同时也有效促进了

自学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的提升[8]。医学模拟教学

注重团队合作和沟通技能的培养，强化学员在紧急

情况下的团队协作能力，使学员能够在安全的环境

中应用他们所学的知识和技能。本次研究基于全

面的教学需求评估进行了顶层设计，采用了翻转课

堂结合医学模拟教学的创新模式，为新护士提供了

结构化的学习计划。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的

教学方案在整体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表
明该创新模式在提升新护士整体学习效果方面具

有显著优势。新护士对这一创新教学模式表现出

极大的兴趣，并一致认为该培训对临床工作有实质

性的帮助，进一步验证了该教学模式在护理教育中

较传统教学方法更具有效性和推广价值。

本次研究的翻转课堂涵盖 5 个关键专题，包括

各系统评估与干预、静脉通路建立和维护、给药管

理、皮肤护理管理以及沟通交流。医学模拟培训则

专注于从严重过敏反应到心脏骤停的急救过程，有

助于学员病情评估、评判性思维、应急反应能力以

及团队沟通与合作等综合急救能力的提升。本次

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新护士医学模拟设计量表得

分为 80（80，94）分，模拟教学实践量表得分为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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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74）分，学习满意度量表得分为 20（20，25）分，

学习自信心量表得分为 32（31，34）分，各个维度评

分均较高，表明新护士对培训方案的高度认可。通

过翻转课堂的深度学习以及基于真实临床案例的

模拟教学，学员能够在参与、观察、反馈和互动中，

反思并改进自身在模拟中的表现。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的团队沟通和合作

能力、心肺复苏自信心均高于对照组（P均＜0.05），

表明基于真实案例和情境的模拟训练能够有效提

升医护人员在实际急救场景中的自信心。与以往

研究的结论一致[9,10]。此外，标准化医生和标准化家

长的引入使学员深刻认识到团队协作与相互尊重

的重要性，并明确了在有疑问的医嘱下应及时澄

清，以及在抢救过程中应关注患儿家长情绪变化等

关键点。此模式在提高急救技能自信心和团队合

作意识方面表现出显著优势，进一步支持其在护理

教育中的应用价值。这种全面的培训模式有助于

提升护士的临床急救综合能力，促使护士从“操作

型”向“能力型”转变，更好地满足了临床护理实践

对护理人才的实际需求。

本次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首先，本次研究为

便利抽样，新护士实际人数导致研究样本量较小，未

来研究将扩大样本量。其次，本次研究只对整体教

学进行满意度调查，未收集各专题授课内容、授课时

间、授课教师能力等方面的满意度，可能会影响研

究组对教学模式的全面评估，未来将采用更多客观

评估方法，以提高结果的可靠性和普遍性。同时在

培训过程中反馈机制的建立也是关键，未来需要根

据学员的表现调整培训方案，不断优化培训效果。

综上所述，翻转课堂结合医学模拟的教学模式

在儿科新护士规范化培训教育中能有效提升学员

的临床急救综合能力，弥补了传统医学教育的不

足，为未来儿科护理教育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选择，

值得进一步推广应用，并需要进一步优化培训方案

以满足不同学员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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