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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混合式教学模式在护理学专业领域中已经历多年实践历程，但存在教学缺乏有效激励机制、学生学习积

极性调动不足等问题。本研究引入ARCS动机激励模型，聚焦老年护理学课程，探索构建基于该模型的混

合式教学模式，期望为优化老年护理学混合式教学、提升教学质量提供新的思路与有益参考，助力培养

高质量老年护理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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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lended teaching model has witnessed a prolonged practical journey within the realm of the 
nursing major. Nevertheless, several issues have emerged, including the deficiency of an effective 
incentive mechanism in teaching and the inadequate mobilization of students’ learning enthusiasm. 
This research incorporates the ARCS motivational model, zeroing in on the Geriatric Nursing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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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aim of exploring and constructing a blended teaching model predicated on this model. It is 
anticipated that this endeavor will offer novel perspectives and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optimizing 
the blended teaching of Geriatric Nursing and enhancing the teaching quality, thereby facilitating 
the cultivation of high-quality geriatric nursing professio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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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3 年我国 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 15.4%，老年抚养比为 22.5%，远超 WHO 提出的发展中国家老

龄化社会的划分标准[1]。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统计的数据显示，我国超过 1.8 亿老年人患有慢性病，

且患有一种及以上慢性病的比例高达 75% [2]。老年照护服务需求显著提升，然而，我国现有专业老年照

护人员数量仅为 50 万，照护人员缺口高达 550 万[3] [4]。老年照护资源短缺问题已引起教育界的广泛关

注。目前混合式教学在老年护理学中的应用效果已得到研究者的认可，但面临着学生线上离线率和退出

率高，在线学习效率低及学习资源利用率低等问题，这和教师在教学设计中未充分考虑和应用学习动机

激发和维持策略有关。在线学习准备度是线上学习效果的前置因素，对提升线上教学效果具有重要影响

[5]。远程学习投入则可以反映学习者的在线学习情况[6]。研究表明学习动机对学生的在线学习准备度有

正向预测作用[7]，持续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也有利于提高其在线学习投入度[8]，因此重视激发学生的学

习动机对提升混合式教学效果尤为重要。基于此，本研究构建以 ARSC 动机激励模型为导向的老年护理

学混合式教学模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为护理学课程混合式教学改革提供新

思路。 

2. 概念 

2.1. 混合式教学 

混合式教学概念历经技术应用、技术整合、“互联网+”三个阶段的演变[9]，在技术应用阶段认为混

合式教学是传统面对面教学与在线教学的有机结合；在技术整合阶段侧重教学方法、教学策略混合，同

时关注教学环境中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学资源之间的交互变化；在“互联网+”阶段强调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创设能够带给学生高度参与、个性化学习体验的教学场景[10]。 

2.2. ARCS 动机激励模型 

Keller 提出 ARCS 动机激励模型，包含注意力(Attention)、相关性(Relevance)、自信心(Confidence)、
满足感(Satisfaction)，以这四个核心要素为切入点，设计教学过程和构建教学资源，从而达到激发和维持

学生学习动机的目的[11]。注意力是指能激发和维持学生的兴趣爱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相关性是指与

学生的需求、愿望和个人目标相联系，让学生理解学习的意义；自信心是指学生相信自己能够完成教学

内容，相信努力付出就能获取成功；满足感是指学习能带给学生愉悦感和持续学习的意愿，感受学习带

来的成就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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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学设计 

3.1. 教学目标 

老年护理学课程的教学目标主要涵盖知识、技能与情感态度三个维度。在知识层面，要求学生掌握

老年人生理、心理特点以及常见疾病的护理要点等系统知识；技能方面，培养学生能熟练运用所学知识

进行老年护理评估、制定并实施护理计划，具备从事老年护理工作的能力、主动学习和团队协作能力的

能力；情感态度上，引导学生树立关爱老年人、尊重老年群体的职业素养，增强从事老年护理工作的责

任感与使命感。 

3.2. 教学对象 

本课程的教学对象为医学院护理学专业本科学生，他们已经具备一定的基础医学和护理学基础知识。 

3.3. 教学内容 

人民卫生出版社第 5 版《老年护理学》，包括老年护理学概论、老年人的健康评估、老年人的日常

生活护理、老年人的心理与精神问题护理、老年人常见疾病护理、老年人的临终关怀等章节内容，在各

模块中融入实际案例，使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便于学生理解和掌握。 

3.4. 教学策略 

依据 ARSC 动机激励模型进行教学准备、教学实施、教学拓展、教学评价环节的教学设计和过程组

织。在授课过程中，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采取启发式、案例式、研讨式等教学方法，通过教师提

问、学生示范等学习活动，让学生更多的参与到课堂中，加强师生互动。增加具有吸引力的临床案例，

并贯穿于整个授课过程，全程关注学生的学习行为，及时获得学生学习效果反馈以调整课堂节奏和教学

方式。 

3.4.1. 教学准备 
通过问卷调查与质性访谈的方式分析课程特征、学生的动机特征和学生对现有教学资源的态度，明

确动机激发的侧重点。教师课前利用雨课堂发布学习任务清单，如观看慕课上同类院校教学视频，完成

旧知测试，并在讨论区上传知识点的概念图初稿等。学生依据学习任务清单完成上述任务。教师则根据

学生的概念图初稿和测试结果调整教学策略。 

3.4.2. 教学实施 
以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及其护理章节为例展示教学实施过程，具体见表 1。 

 
Table 1. The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nursing for elderly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表 1. 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及其护理教学实施过程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播放视频 
引入内容 

观看视频 
唤起感知：以视频的方式展示疾病， 
引发学生情感共鸣，提高学习兴趣。 

阐述目标 明确学习目标 目标定向：引导学生把握学习重点难点。 

知识回顾 
提出问题 

回答问题 
增加熟悉：通过激活旧知， 

建构新知的方式， 
引导学生逐步进入学习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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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讲解疾病定义 
提出临床现象“大多数老年人知道慢支、 
哮喘，但不知道慢阻肺，这是为什么？” 

听讲内容 
唤起探究：不解答提出的问题， 

以“埋伏笔”的方式让学生有所期待， 
唤起学生的探索意识。 

动画方式演绎发病机制 
观看动画 
理解记忆 

变化性：改变教学媒体的呈现方式， 
提高学生注意力。 

以国民知晓率低及王辰院士的一段访谈：

“不作为有违于责任担当和职业意识”， 
让学生思考我们有何为，要何为？ 

思考有何为？ 
如何为？ 

思政启发：提升学生的责任担当、职业素养 

提问：视频中患者为什么会得慢阻肺？ 
追根溯源探究疾病病因，引入学术论文 

听课思考、 
回答问题， 
补充新知， 
开拓视野。 

探究激活：以患者的真实经历现身说教， 
激活学生探究疾病病因的内驱力。 

以权威杂志上发表的论文观点强调疾病病因。 

讲解疾病的临床表现 
引导学生体验患病感受 

体验喘的感觉， 
理解喘的症状。 

感知共鸣：设计“体验环节”， 
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 

以临床上的检查结果为例 
讲解疾病的实验室检查 

分享学术论文 
讲解评估疾病症状的工具 

思考如何看肺功能 
检查报告， 

补充症状评估知识。 

理实一体：理论联合实践， 
以临床患者的检查结果为导入， 

引导学生思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以视频、图文、示范的方式讲解护理措施 
听讲记录 
示范练习 

变化性：通过改变多媒体呈现形式强调重点，

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 

讲解呼吸训练的机制 
分析辅助训练的发明专利 

思考讨论 
阐述观点 

思政设计：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通过问题引导的方式梳理授课内容 
板书结合口诀总结教学重点 

回答问题 
成功机会：邀请学生畅谈收获与感想， 

点评学生课堂表现，颁发奖品 

3.4.3. 教学拓展 
课后要求学生完善课前的知识点概念图初稿，并再次上传到雨课堂讨论区，教师及时评阅并给予鼓

励和赞美，引导学生将学习进步归因于自己在课上的认真听讲。在下次授课时展示概念图的优秀案例，

以维持和巩固学生的学习动机。定期组织阶段性测试，提高学生的学习自我效能感，并将高频错误的知

识点发布到学习群，提醒学生着重复习。通过雨课堂发布与课程相关的学术论文和发明专利，补充拓展

知识，持续强化学生已收获的知识。 

3.4.4. 教学评价 
教学评价包括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学习情况两方面，学习动机通过调查问卷和质性访谈结合的方式评

估，学习情况则通过多元化的考核评价方式，不将成绩作为唯一评判标准，采用合理公平的考试和评分

标准，尽量全面关注到每一个学生。学习情况 = 平时成绩(40%) + 单元测试(10%) + 期末考试(50%)，平

时成绩包括课堂表现、课后作业、创新汇报，单元测试是指阶段性知识测试成绩，以简答题、填空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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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题为主。期末考试则在单元测试题型的基础上，增设一道 20 分值的非标准答案题，期末考试满分 100
分。 

4. 分析与展望 

研究已证实动机导向性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有助于提升护理学专业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学习成绩[13]，
可缓解护生学习动机问题，优化护理教学策略，提高护生科研热情[10]。研究者以 ARCS 动机激励模型为

导向，设计《急危重症护理学》混合式教学模式，结果表明试验组学生的平时成绩(课前作业、课堂出勤、

课堂提问、课后测验)、理论成绩、总成绩、学习动机均高于常规教学模式[13]。ARCS 动机激励模型以学

生为中心，具备激活学习内驱力、激发和维持学习动机的独特优势，已被更多教育者应用于教学设计[14]，
主要集中在计算机网络、中学学科、游戏设计和护理学等领域。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诸多教育者借

助互联网技术的信息传播、资源共享、交互功能等，积极投身于线上教学或混合式教学的实践探索中。

ARCS 模型也经常被应用在基于网络的教学、计算机辅助教学和混合式教学，包括基于游戏的教学，移

动端教学，线上教学，基于 Web 的教学，基于 AR (Augmented Reality)和 VR (Virtual Reality)的教学[15]。
这一现象不仅体现了教育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更反映出教育者主动适应教育环境变化、积极寻求教

学创新的专业自觉，对于推动整个教育生态从传统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具有深远影响。 
ARCS 模型的理论基础是期望–价值理论，该模式指出，为了激励学生，教师需要做到以下四点：抓

住并保持学生的注意力；说明学生为什么需要学习内容；让学生相信，如果他们努力便能够成功；帮助

学生感受满意和自豪[16]，这正是 ARCS 模型的四个核心要素。感觉需求和好奇心理论是 ARCS 模型中

注意力要素的理论基础，强调教师应采取多元化的教学方式，提高教学的趣味性和创新性，以吸引学生

的学习兴趣和维持学习动机[17]。最近发展区理论与 ARCS 模型中相关性要素相对应，教师在做教学设

计时应基于“现有发展区”，为其提供能力范围内的基础任务，基于“潜在发展区”设计具有一定挑战

性，激活潜力的高阶任务，基于“最近发展区”设计进阶任务，以帮助学生从“现有发展区”顺利过渡到

“潜在发展区”[18]。归因理论与自信心要素相对应，强调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积极归因，发现优

点弥补不足，矫正负面情绪[19]。需要层次理论对应模型的满意度要素，引导学生在满足基本需要后继续

激发以实现更高层次的需要[17]。此外，自我效能理论和强化理论也是 ARCS 模型的理论基础[17]。在应

用 ARCS 动机模型的研究中，不管研究类型如何，最常被测量的结果变量是动机和成绩。因为动机是一

个无法直接观察的指标，通常采用间接测量的方式来评估，评估方式带有很强的主观性，这导致理论模

型的应用效果评价具有限制性。Keller 提出的课程兴趣调查表(Course Interest Survey, CIS)和教学资源动

机调查表(Instructional Materials Motivation Survey, IMMS)最常被用于评估学习者的动机变化[20]。此外还

有研究者基于 CIS 和 IMMS 进行改良，国内有代表性的分析工具是郭俊德等参考 Keller 的 ARCS 动机模

型及其 IMMS 和 CIS 问卷，结合国内本土文化和学生情况编制的 ARCS 兴趣问卷[21]。与其他教学理论

模型相比，ARCS 模型开发了一整套设计动机策略的系统指导方法，可直接应用在实践教学中，具体包

括四个步骤：分析动机问题，设计动机策略，执行动机策略和评价应用效果[16]。但 ARCS 模型的应用策

略涉及模型的各个要素，每个要素又包含很多策略方法，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很难同时兼顾使用每

个策略，到底如何选择并组合搭配以达到最佳教学效果需要教师不断验证。 
尽管 ARCS 动机模型在过往已积累了颇为丰富的应用研究成果，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依据该模型所

设计的动机材料以及相应策略呈现出显著的多样性，这致使不同研究得出的结果存在一定差异，难以达

成完全一致的结论。与此同时，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当下的学生群体、文化背景、学习策略以及信

息技术环境相较于ARCS模型最初构建之时，已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不难发现ARCS
策略并非能在所有学生群体或者特定的学习环境中都发挥出预期的有效性，存在部分学生群体对其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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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佳，或是特定学习环境与之适配性不足的情况。尤其在近几年，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技术

以迅猛之势蓬勃发展，并深度融入到教育领域之中，正逐步重塑教学过程的核心要素以及实施逻辑，进

而对教育改革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例如，智能辅导系统、虚拟教学助手等基于 AI 的应用不断涌现，

它们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教学活动中的交互形式，而且借助 VR、AR 等相关技术创设出沉浸式学习环境，

使得学生的学习体验得到前所未有的增强。面对如此技术变革的浪潮，如何将 AI 技术与 ARCS 动机模型

有机融合，充分发挥二者优势以更好地服务于教育教学实践，无疑是当前教育研究领域亟待深入探索的

重要课题。未来，仍需开展大量的研究工作，来填补这一领域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空白，为教育教学的

持续创新与优化提供坚实的依据。 

5. 小结 

混合教学发展至今，借助相关科学理论进行指导，无疑是推动其进一步完善、迈向更高质量的又一

关键进步。就老年护理学这一专业课程而言，混合式教学模式同样展现出了独特的应用价值与发展潜力。

本研究聚焦于 ARCS 动机激励模型在老年护理学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探索，旨在通过引入 ARCS 动机激励

模型，对现有的老年护理学混合式教学模式进行补充与完善。随着教育改革的持续推进，混合教学模式

在未来仍将面临诸多新的挑战。对于老年护理学的教学工作者而言，需时刻紧跟教育改革方向，充分利

用线上科技平台的优势，开发出更贴合老年护理学课程特点且更具实效的虚拟教学环境，不断探索如何

将 ARCS 动机激励模型与混合式教学深度融合，使其更好地服务于老年护理学教学实践，为培养出更多

具备扎实专业知识与良好职业素养的老年护理专业人才贡献力量，同时也为混合式教学模式在专业课程

领域的应用拓展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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