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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医务人员参与烈性呼吸道传染病防控培训智慧平台辅助培训的体验，为进一步完善烈性呼吸

道传染病防控培训提供参考。方法：采用现象学研究方法，选择参与烈性呼吸道传染病防控培训智慧平

台辅助培训的14名参训学员进行半结构式访谈，并用Colaizzi分析法对资料进行分析。结果：医务人员

参与烈性呼吸道传染病防控培训智慧平台辅助培训的感受和体验包括2个主题及5个亚主题：培训效果

(学习兴趣、操作技能强化、增加抗疫信心)，学习反馈(培训反馈机制完善、评估与考核策略)。结论：

医务人员对基于烈性呼吸道传染病防控培训智慧平台辅助培训的感受和体验是多层次、多元化的。因此，

在设计智慧平台时应充分考虑医务人员的需求和意见，以更好地提升培训效果和用户体验。同时，继续

深入研究和发展智慧平台辅助培训，将有助于推动医务人员疾病防控能力的提升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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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experience of medical staff participating in the auxiliary training of 
intelligent platform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severe respiratory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rther improving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raining of severe respira-
tory infectious diseases. Methods: Using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method, 14 participant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intelligent training platform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severe respira-
tory diseases were selected for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the data were analyzed by Colaizzi 
analysis method. Results: The feelings and experiences of medical staff participating in the train-
ing assisted by the intelligent platform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severe respiratory dis-
eases included 2 themes and 5 sub-themes: training effect (learning interest, strengthening of op-
erational skills, increasing confidence in fighting the epidemic), learning feedback (improvement 
of training feedback mechanism, evaluation and assessment strategy). Conclusion: Medical staff's 
feelings and experience of the training based on the intelligent training platform for the preven-
tion and control of severe respiratory diseases are multi-level and diversified. Therefore, the 
needs and opinions of medical personnel should be fully considered when designing the smart 
platform to better improve the training effect and user experience. At the same time, continued 
in-depth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platform assisted training will help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medical personnel’s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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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烈性呼吸道传染病是指病原微生物通过空气传播的致命的强传染性疾病 [1]，如传染性非典型肺炎、

中东呼吸综合征、新型冠状病毒等，对公众身心健康、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造成严重影响 [2]。医务人员的

防控能力对疫情防控至关重要，所以国内外医疗机构采取不同的培训方式加强其防控能力。然而，传统

的现场培训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且部分内容无法呈现，线上视频培训缺乏实物操作与沉浸式体验，导

致学习积极性、主动性不高 [3]- [6]。虚拟模拟训练利用逼真的计算机模拟环境，结合了模拟学习和电脑技

术的优点，使其成为有效的培训工具 [7]。因此，课题组前期基于虚拟模拟训练开发了烈性呼吸道传染病

防控培训智慧平台(下文简称“平台”)，使医务人员在虚拟场景中进行学习，以弥补现有培训的不足。基

于此，本研究采用现象学研究法，对参与平台辅助培训的 14 名参训人员进行半结构式访谈，了解其参与

该培训的真实体验与感受，为后续设计与实施更优化的基于本平台的辅助培训提供参考。 

2.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目的抽样，于 2023 年 9 月~10 月选取参加烈性呼吸道传染病防控培训智慧平台辅助培训参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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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和培训教师为研究对象。参训学员纳入标准：1) 取得卫生从业资格证书；2) 参与烈性呼吸道传染病防

控培训智慧平台辅助培训的医务人员；3) 表达能力良好，能够真实表达自身体验；4) 愿意参加本研究。

样本量以资料饱和为标准，即资料分析不再有新的主题出现。研究共访谈参训学员 14 名，受访者一般资

料见表 1。本研究已获得伦理委员会批准(科研) gzhlllscb2022-1205。 
 

Table 1. General information of the subjects 
表 1. 研究对象一般资料 

姓名 性别 年龄 学历 职称 

P1 女 35 本科 中级 

P2 女 30 大专 初级 

P3 女 38 本科 中级 

P4 女 35 本科 中级 

P5 女 28 本科 初级 

P6 女 41 本科 中级 

P7 女 53 本科 中级 

P8 女 23 本科 初级 

P9 女 24 本科 初级 

P10 男 30 大专 初级 

P11 女 24 本科 初级 

P12 女 24 本科 初级 

P13 男 28 研究生 初级 

P14 女 25 本科 初级 

P15 女 34 本科 中级 

注：P 为研究对象。 

2.2. 方法 

2.2.1. 制定访谈提纲 
根据研究目的，在导师、课题组成员和心理学专家的指导下，检索并查阅国内外文献，结合文献内

容，初步制定访谈提纲，选择 2~3 名符合条件的研究对象进行预访谈；对访谈提纲进行修改并完善，最

终访谈提纲如下：1) 请你谈谈参加烈性呼吸道传染病防控培训智慧平台辅助培训的总体感受和体会。2) 
与传统培训方式相比，你更喜欢哪一种？为什么？3) 你觉得这个过程难度如何？4) 你觉得有哪些需要改

进的地方？ 

2.2.2. 资料收集 
本研究以一对一半结构式深度访谈方式进行，地点选在医院病区安静的示教室。在正式访谈前，研

究人员向受访者介绍本研究的目的、方法及意义，征得研究对象同意后签署知情同意书，采用录音笔全

程录音，严格遵循自愿、保密原则。访谈中认真倾听，不进行诱导式提问，并注意观察及记录受访者的

非语言性沟通信息。每次访谈 20~30 min。 

2.2.3. 资料分析 
访谈结束后 24 小时内研究人员将录音转录为文字并结合笔记标注受访者的动作和表情，在转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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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有疑问的地方进行批注，转录结束后与受访者面对面确认疑惑的地方。采用 Colaizzi 分析法对资料

进行分析 [8]。 

2.2.4. 质量控制 
在正式访谈前研究人员系统学习质性研究课程，在访谈中认真倾听，保持中立，采用重述、确认等

技巧保证理解无误。访谈结束，一名研究人员转录完成后由另一名研究人员核实转录内容完整无遗漏。

两名研究人员独立对文本资料进行分析及编码，意见不一致时由课题小组讨论后确定。 

3. 结果 

3.1. 培训效果 

3.1.1. 主题 1：学习兴趣 
医务人员在使用基于烈性呼吸道传染病防控培训智慧平台进行培训时，能否激发其兴趣和积极性是

一个重要因素。通过对平台设计的趣味性、互动性等方面进行考虑，以增加医务人员的学习兴趣，使其

更加投入到学习过程中。P3：“这个平台设计得太有趣了，我每次学习都感觉像在进行一场游戏，真是越学越有

意思。”P7：“通过智慧平台的互动设计，我可以与其他同事一起学习、探讨，感觉学习变得更加生动有趣，也更

容易理解和记忆知识点。”P12：“这个平台不仅内容丰富，而且设计了很多有趣的小测验和互动环节，我对学习的

投入度明显提升了，感觉学到的东西更加实用。” 

3.1.2. 主题 2：操作技能强化 
智慧平台提供了交互式操作和模拟练习的机会，有助于医务人员强化操作技能，通过实际操作提升

其对防控技能的掌握和应用能力。P1：“这个平台真是太棒了，通过交互式操作和模拟练习，我终于能够亲自

动手，加深对防控技能的理解。”P6：“在这个平台上反复练习，我对急救操作和防控措施的执行变得更加熟练，

信心也大增。”P10：“在平台上的虚拟操作训练让我能够随时随地进行练习，不仅提高了操作技能，也增强了应变

能力。” 

3.1.3. 主题 3：增加抗疫信心 
通过系统培训，医务人员能够全面了解烈性呼吸道传染病的防控知识和技能，从而增加其在面对疫

情时的信心和应对能力。P1：“这个系统培训非常全面，我通过学习了解到了很多烈性呼吸道传染病的防控知识，

对疫情防控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P3：“在平台上学习后，我对烈性呼吸道传染病的预防和处理方法有了更清晰

的认识，觉得在面对疫情时更有底气了。”P9：“系统培训让我深入全面地了解了烈性呼吸道传染病的防控措施，

我对自己在疫情期间的工作能力有了更多信心。”P4：“在这个(平台)上学到的知识和技能让我觉得更为专业和有

把握，对于未来可能遇到的疫情挑战，我感觉更加有准备了。” 

3.2. 学习反馈 

3.2.1. 主题 4：培训反馈机制完善 
本平台应设立有效的反馈机制，及时获取医务人员对培训内容的反馈和意见，以便对培训进行调整

和优化。通过收集医务人员的反馈意见，平台可以不断改进培训内容，提高培训效果。P1：“希望这个平

台能够设立反馈通道，我们可以及时提出一些建议，让培训内容更贴近我们的实际需求。”P4：“有一个反馈功能，

我们可以及时指出培训中存在的具体问题，让平台知道我们的需求，从而改进培训内容。”P7：“我希望平台能够

通过问卷调查或者在线反馈表格，主动收集我们的学习体验和建议，这样可以更好地提升培训效果。” 

3.2.2. 主题 5：评估与考核策略 
设计科学合理的评估和考核策略是确保医务人员学习成果的关键之一。平台应该建立清晰的评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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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和考核机制，以便客观地评估医务人员的学习表现，并为其提供针对性的反馈和指导。P3：“对于我们

来说，清晰的评估标准和考核机制非常重要，这样才能知道自己的学习情况和哪些方面需要加强。”P5：“通过平

台的评估和考核，我能够及时了解自己学习的效果，也能够看到自己的进步和不足之处。”P11：“希望平台能够设

计多样化的评估方式，让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来检验自己的学习成果，这样可以更全面地了解自己的水平。” 

4. 讨论 

4.1. 基于虚拟平台的辅助培训能够调动医务人员的学习兴趣 

虚拟模拟训练作为一种新型的辅助培训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充分展现其可视化优势。从学习兴趣的

角度来看，虚拟平台设计和功能的灵活性与丰富性为医务人员提供了强大的学习动力。首先，虚拟平台

通过模拟真实场景结合案例等方式，使学习内容更贴近实际工作，从而增强了学员的学习兴趣，这与李

逢庆等人 [9]的研究结果一致。其次，虚拟平台提供了便捷的学习途径，医务人员可随时随地访问平台学

习，不受时间与地点的限制。同时，平台提供多样化的学习资源，如视频、文档、互动课程等，满足了

医务人员个性化学习的需求，这与 WU 等人 [10]的研究结果相似。此外，虚拟平台还提供了个性化的学

习体验，通过智能化系统推荐学习内容与路径，增强了医务人员的学习动力与兴趣，这与王露 [11]等研究

结果相似。综上所述，基于虚拟平台的辅助培训能够有效调动医务人员的学习兴趣。其设计的趣味性、

互动性和个性化为医务人员提供了愉悦且充实的学习体验，进而提高了医务人员的学习效果与抗疫能力。

随着虚拟平台技术的不断发展，其在医务人员烈性呼吸道传染病防控培训中的应用前景将更加广阔。 

4.2. 基于虚拟平台的辅助培训有助于提升医务人员综合素养 

基于烈性呼吸道传染病防控培训智慧平台的辅助培训在提升医务人员综合素养方面具有显著作用。

智慧平台的设计和功能为医务人员提供了全面的学习资源和个性化学习体验，从而促进其综合素养的提

升。首先，智慧平台通过模拟真实场景、设置生动案例等方式，使医务人员接触到更具挑战性和实践性

的学习内容，提高其对疫情防控的理解和应对能力，从而增强医务人员的专业素养，这与 KRANZ C 等

人 [12]的研究结果相似。其次，平台提供了随时随地的学习途径，使医务人员能够便捷地获取最新的疫情

防控知识和技能，提高其应变能力和反应速度。此外，智慧平台还通过智能化系统推荐个性化学习路径，

帮助医务人员针对自身需求进行学习，从而增强了其学习动力和兴趣，提升了综合素养，这与马星、曹

晓明等人的研究结果高度一致 [13]- [15]。综上所述，基于烈性呼吸道传染病防控培训智慧平台的辅助培训

在提升医务人员综合素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全面而个性化的学习，平台促进了医务人员对疫情

防控的深入理解和实践能力的提升，使其在面对疫情挑战时能够更加从容和胜任，进而提高了整体综合

素养水平。随着平台技术及功能的进一步完善，其在提升医务人员综合素养方面的潜力将得到更大的发挥。 

4.3. 基于虚拟平台的辅助培训能够调动医务人员的学习兴趣 

烈性呼吸道传染病防控培训智慧平台的改进要点涵盖了平台设计、内容充实性和个性化学习体验三

个方面。首先，平台设计应注重趣味性和互动性，通过有趣的互动设计和游戏化学习方式激发医务人员

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增加其在学习过程中的投入度。其次，平台应提供交互式操作和模拟练习的机会，

帮助医务人员强化操作技能，加深对防控技能的理解，提升其实际操作能力和应对能力。再者，通过系

统培训使医务人员全面了解疾病的防控知识和技能，增加其在面对疫情时的应对能力，提高抗疫信心。

此外，建立完善的培训反馈机制，包括设立反馈通道、收集建议意见、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获取学习体

验反馈，以便调整和优化培训内容，提高培训效果。最后，设计科学合理的评估和考核策略，建立清晰

的评估标准和考核机制，及时评估医务人员的学习表现，并为其提供针对性的反馈和指导，帮助其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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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自己的学习情况，进而提高整体培训效果。通过以上改进要点，烈性呼吸道传染病防控培训智慧平

台可以更好地激发医务人员的学习兴趣、强化操作技能、增加抗疫信心，并建立完善的反馈机制和评估

考核策略，有效提高培训效果和医务人员的学习成果。 

5. 讨论 

烈性呼吸道传染病防控培训智慧平台辅助培训既体现了有趣、体验、交互的游戏特质，也实现了激

发医务人员学习兴趣、强化操作技能、抗疫信心的培训目的。但本研究仅从参加培训的医务人员的角度

探讨了培训的体验，今后还需补充对培训教师的访谈，以获取更丰富的资料，同时还需进一步对不同群

体的访谈资料进行对比，得出更全面的结论，有利于实现平台迭代、提高烈性呼吸道传染病防控培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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