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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3 + 2 + 3 + 3”多种教学方式相融合的混合式教学在《急危重症护理学》的应用效果。方法：

采用非同期整群便利抽样法，选取2018级护理本科生48名为对照组，采取传统翻转课堂模式。选取22021
级护理本科生57名为试验组，采取“3 + 2 + 3 + 3”多种教学方式相融合的混合式教学。结果：实验组的

期末考核成绩显著高于对照组，实验组护生深度学习能力得分和自我导向学习能力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

(均<0.05)。结论：促进深度学习的“3 + 2 + 3 + 3”多种教学方式相融合的混合式教学，有利于提高教

学效果，提高护生的深度学习能力，增强护生自我导向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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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3 + 2 + 3 + 3” the teaching methods integration blended teaching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ns
https://doi.org/10.12677/ns.2024.1312241
https://doi.org/10.12677/ns.2024.1312241
https://www.hanspub.org/


姚引娣 等 
 

 

DOI: 10.12677/ns.2024.1312241 1708 护理学 
 

mode in Emergency and Critical Care nursing. Methods: The nursing undergraduates enrolled 2018 
were identified as the control group (n = 48), and the traditional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ethod 
in Emergency and Critical Care nursing was applied. While the students enrolled in 2021 were iden-
tified a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n = 57), and “3 + 2 + 3 + 3” the teaching methods integration 
blended teaching mode was implemented. After the course, academic performance, deep learning 
ability, and self-directed learning ability of the two groups of student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scores of academic performance, various dimensions of deep learning abilities, various dimensions 
of self-directed learning ability of the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ll P < 0.05). Conclusion: The “3 + 2 + 3 + 3” the teaching methods 
integration blended teaching mode in Emergency and Critical Care nursing is helpful to improv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and learning engagement, and can promote nursing undergraduates’ deep 
learning ability and self-directed learning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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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世界变化日新月异，新知识、新概念层出不穷，混合式教学在模式设计、

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上向“互联网+”时代的多层次、多维度、多元化充分融合式发展，有利于激发学生

的深度思考[1]。使用深度学习方法进行思考的学生能够收获高效率的学习[2]，当前本科学习者普遍存在

浅层学习现象，通过 MOOC、SPOC、微视频等新型教学模式，采用网络在线、翻转课堂等，基于能力、

基于问题和项目的学习可以有效的促进学习者的深度学习[3]-[6]。本研究在《急危重症护理学》课程中实

施“3 + 2 + 3 + 3”多种教学方式相融合的混合式教学，效果较满意，报告如下。 

2.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 2021 级 1 个班护理本科生为试验组(n = 57)，2018 级 1 个班护理本科生为对

照组(n = 48)。 

3. 研究方法 

《急危重症护理学》在护理本科学生大三第 2 学期开展教学。按急危重症患者从院前到院内急诊、

重症监护的救治程序，教学内容分为概述、院前急救、急诊护理和重症护理四个模块。选取“心搏骤停

与心肺脑复苏、常见急救技术、严重创伤、灾害护理、环境与理化因素损伤、急性中毒”6 个章节开展混

合式教学。两组教材、混合式教学的教学大纲、教学内容和学时相同，并且由相同的教师团队授课。 

3.1. 试验组教学 

3.1.1. 教学设计和方法 
本课程围绕护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根据自我导向学习能力的要求，结合课程自身特色和优势，构

建“3 + 2 + 3 + 3”多种教学方式相融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即通过课前、课中、课后三个阶段，线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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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两条途径，课堂、第二课堂和临床三个渠道，实现知识、能力、素养三方面的协调发展。通过“3 + 2 
+ 3 + 3”多种教学方式相融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培养学生急危重症专业知识、应急急救能力、综合应用

能力和整体护理能力，以及自主学习和团队协作能力，逐渐养成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的医者精神，融知

识传授、技能培养和价值观塑造为一体，实现课程育人目标。 

3.1.2. 师资组成 
本课程团队由 5 名双师型教师组成，其中 2 名副教授，3 名讲师。授课前，教学团队通过专题研讨会

经过多轮研讨明确了教学目标、内容、评价标准等。 

3.1.3. 教学实施过程 
1) 课前自主学习：课前教师在授课前 1 周通过“超星学习通”平台发布学习任务清单、PPT 课件、

前沿知识扩展、练习题、教学案例、操作流程和视频等教学资源上传学习通，学生线上自学，并完成个

人任务，教师参与在线互动讨论、督学；学生合作完成教师发布的翻转课堂小组任务。 
2) 课中阶段：理论课走进翻转课堂，首先根据课前学情有针对性地进行答疑解惑，接着以临床案例

任务导入，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课前测试、小组讨论或汇报、角色扮演、情景模拟等自主探索式学

习，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进行引导和答疑。比如心搏骤停与心肺脑复苏章节，导入临床案例“张某，男，52
岁，在路上发生意识丧失，你作为目击者，你会怎么做？”通过情景模拟，学生扮演护士角色，老师扮演

病人角色。教师引导学生思考如何正确进行心搏骤停判断？学生展开热烈讨论，短时间内激发学生参与

课堂。随后老师将知识点由浅入深依次嵌入问题中，根据课堂进展依次提出以下问题：① 若患者发生心

搏骤停，施救者首先应该做什么？② 如何实施高质量心肺复苏？③ 如果 120 到达现场后，给病人接好

心电监护仪，监护仪上显示心电图呈心室静止，请问此时可否除颤？为什么？④ 患者转入院内抢救室，

作为急诊护士，你应配合医生采取哪些抢救措施？⑤ 若在院外对心肺复苏病人施救，什么时候可以终

止？⑥ 你会如何教身边的人学习心肺复苏急救技术？每提出 1 个问题，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展开讨论，教

师随时观察各组的进展，必要时对核心难点进行讲解。每个问题完成讨论后，教师组织小组代表进行分

享汇报，随后进行教师评价，组间互评，教师针对每组亮点进行表扬，激发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的积极性。

课堂活动结束后，学生总结本组在本次教学活动中的收获及存在的疑问，在此基础上，教师进一步进行

总结和评价，并提出课后阶段学习要求。实验课在急救训练室沉浸式教学系统下设置临床场景，学生分

组操练；模拟教学在 ICU 模拟实训室，教师作出模拟前引导，学生根据病情发展进行判断、处理，以团

队配合模拟急救演练，完成抢救过程，教师引导学生进行反馈评价讨论。在整个课中阶段利用学习通平

台进行课堂签到、抢答、讨论、测试等线上环节，调动学生课堂学习的积极性与参与度。 
3) 课后阶段：课后线上老师在学习通发布案例分析、课后测验、课程答疑等，强化所学知识。教师

针对学生的存疑进行在线答疑，反馈学生的学习完成情况。线下：走进第二课堂，课程对接“周丽急救

志愿服务队”，教师带领学生走进社区、学校等普及急救知识技能，学以致用，反哺社会；鼓励积极参加

急救技能大赛，进一步强化学生的综合应用、应急急救等能力，强化学生的荣誉感和获得感。课程结束

后学生将分别进入实习医院进行急诊科 4 周、ICU4 周的临床实践，通过第二课堂和临床实践提升专业知

识、专业能力和专业素养。 

3.2. 对照组教学 

对照组课前自主学习与课后巩固提升阶段教学方法与试验组相同，课中课堂采用传统翻转课堂教学

模式，教师根据学习平台统计的课程学习数据，针对学生共性问题和重难点知识进行精讲，结合小组汇

报、课堂提问、讨论形式组织课堂教学，利用手机 App 进行在线签到、抢答、投票、测验等，以活跃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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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气氛，增加趣味性。 

3.3. 评价指标 

3.3.1. 学习成绩 
本课程采用多元化的考核指标体系，其中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各占 50%。过程性评价包括讨论

参与、小组学习贡献度、案例分析、实验报告、学习通作业与测试等。终结性评价为期末理论考试成绩，

考试试题从试题库抽取，考试范围、题型、题量相同，难度基本一致。 

3.3.2. 深度学习能力评价 
使用李玉斌深度学习量表[7]对 2018 级护理本科生在混合教学模式应用前后的深度学习能力进行调

查，以便深入地了解深度学习能力提升情况。学习者深度学习能力评价量表包括深度动机、深度投入、

深度策略、深度结果四个维度共计 36 个条目，其中深度动机包括 4 个条目，深度投入包括 6 个条目，深

度策略包括 15 个条目，深度结果包括 11 个条目，该量表采用 Likert 五点计量，从“非常不同意”到“非

常同意”，分别为“1~5”分。该量表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71。 

3.3.3. 自我导向学习能力 
该量表从建构主义教育理念出发，基于学生对自身学习方式的评价这一标准，由 Williamson 教授于

2007 年研制[8]。该量表包括学习意识、学习行为、学习策略、学习评价、人际关系技能 5 个维度，每个

维度 12 个条目，共 60 个条目。采用 Likert 5 级计分法，总是、经常、有时、很少、从不分别计 5 分、4
分、3 分、2 分、1 分，所有条目均为正向计分，范围为 60~300 分，分值越高，表示学生的自我导向学习

等级越高。该量表由沈王琴等[9]通过翻译、文化调试形成中文版本，其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96，内容

效度为 0.963。 

3.4. 资料收集与统计学方法 

课程结束后，研究者通过网络平台发放问卷，学生在线完成调查。填写前向学生详细说明填写方法

及注意事项，填写过程中解答学生的疑问。问卷收集后及时进行双人录入和整理。采用 SPSS 进行统计分

析，正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x ± s)描述，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以 P < 0.05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4. 结果 

4.1. 两组期末理论考试成绩比较 

试验组期末理论成绩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of final theory test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x ± s) 
表 1. 两组两组期末理论考试成绩比较(x ± s) 

组别 人数 期末理论考核成绩 t P 

对照组 57 74.71 ± 9.05 −4.071 P < 0.01 

实验组 48 66.78 ± 8.56   

4.2. 两组深度学习能力得分比较 

试验组深度学习能力各维度及总均分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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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Comparison of deep learning ability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x ± s) 
表 2. 两组深度学习能力得分比较(x ± s) 

组别 人数 学习动机 学习投入 学习策略 学习成果 学习深度 

实验组 57 14.51 ± 2.44 19.77 ± 3.49 53.12 ± 7.57 38.93 ± 5.36 126.33 ± 17.10 

对照组 48 12.43 ± 1.67 18.44 ± 3.14 48.85 ± 7.14 36.37 ± 5.79 116.10 ± 16.47 

t  5.128 2.042 2.953 2.345 2.940 

P  <0.001 0.044 0.004 0.021 0.004 

4.3. 两组自我导向学习能力比较 

试验组自我导向学习能力各维度及总均分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3。 
 
Table 3. Comparison of self-directed learning ability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x ± s) 
表 3. 两组自我导向学习能力得分比较(x ± s) 

组别 人数 学习意识 学习策略 学习行为 学习评价 人际关系 
技能 

自我导向学习 
能力 

实验组 57 44.68 ± 6.01 43.95 ± 0.49 43.84 ± 6.31 43.89 ± 6.04 44.84 ± 5.61 221.21 ± 28.28 

对照组 48 41.08 ± 5.90 40.75 ± 6.91 39.3 ± 5.085 41.25 ± 6.05 41.52 ± 6.05 204.54 ± 29.69 

t  3.084 2.558 3.263 2.085 2.915 2.935 

P  0.03 0.012 0.001 0.039 0.004 0.004 

5. 讨论 

5.1. “3 + 2 + 3 + 3”多种教学方式相融合的混合式教学有助于提升学生成绩 

本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期末理论考试成绩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05)，说明多种教学方式相融合的

混合式教学有助于提高学生成绩，与其他研究者的结果一致[10]。本研究中，在课前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

节奏完成自主学习任务，更加贴近学生个性化的需求。在整个教学实施过程中，都设有个人任务和小组

任务，学生有机会施展自己的能力，有利于学生获得学习的成就感和增强学习的动机，促进学生的自主

能力，提升学生成绩。 

5.2. “3 + 2 + 3 + 3”多种教学方式相融合的混合式教学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深度学习能力 

本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深度学习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5)，说明“3 + 2 多种教学方式相融合

的混合式教学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深度学习能力，与其他研究者的结果一致[11]。本课程在整个教学过程

中，学生参与整个教学的始终，课程评价始终贯穿于整个教学，为学生提供了更多交流、参与学习和解

决问题的实践机会。课中，教师首先根据课前疑问进行系统地答疑解惑，小组讨论、分享及情景模拟等

环节，学生代表将自己对问题的思考看法展示给教师和同学，学生和老师共同点评。学生有更多机会与

教师进行互动，有利于教师动态了解学生学习情况并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指导，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和求知的欲望。整个线下翻转课堂过程中，始终“以问题为中心”，师生共同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利于调动学生主动性和积极性，激发学生积极进行深度思考，使学生从学习体验中获得学习带

来的成就感和对本门课程学习价值的认同。课后巩固、延伸学习，学生进行反思总结，通过第二课堂，

课程与周丽急救志愿服务队对接，带领学生走进社区、学校等采用多种形式广泛开展急救培训和宣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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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学以致用，反哺社会，强化学生的荣誉感和获得感。课程结束后学生将分别进入 28 家实习医院进行

急诊科 4 周、ICU4 周的临床实践，通过第二课堂和临床实践提升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和专业素养，有效

保证了深度学习目标的达成。 

5.3. “3 + 2 + 3 + 3”多种教学方式相融合的混合式教学有助于提升学生自我导向学习能力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12]中明确提出到 2035 年要建成全社会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新时

代的本科人才应具备主动参与学习的意识，在信息技术变革的未来，利用数字教育资源和智能化学习空

间进行自我导向学习以实现自我发展。本课程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全程引导学生进行持续、个性的学习。

特别是在线下授课环节，灵活运用翻转课堂、小组讨论、案例分析、情景模拟等多种教学方法，小组合

作主动通过各种渠道获取资源，激发了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的意识。结果显示，通过“3 + 2 + 3 + 3”多种

教学方式相融合的混合式教学， 实验组与对照组的自我导向学习能力均得到提升(P < 0.05)，与既往研究

结果一致[13]。“3 + 2 + 3 + 3”多种教学方式相融合的混合式教学有利于学生能自觉探索、整合学习资

源，进行合作、分享并管控学习过程与评价。 
综上所述，深度学习导向的“3 + 2 + 3 + 3”多种教学方式相融合的混合式教学，有利于提高教学效

果，提高护生的深度学习能力，增强护生自我导向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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