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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综述我国游戏化教育在护理教学中的研究进展，为开展多元化护理教学研究提供参考。方法：检

索我国游戏化教育在护理教学领域的相关文献，进行归纳整理、讨论分析、总结。结果：游戏化教育在

教育实践中应用较广泛，在护理教学中的应用范围较局限，存在真实性、个性化等问题。结论：游戏化

教育在护理教学中已有应用，但其应用范围、真实手感、个性化难度设计、评估标准方面还有待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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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paper aims to summarize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gamification education in nursing 
teaching in China,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iversified nursing teaching research. Methods: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f gamification education in nursing teaching in China are summarized, dis-
cussed,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Results: Gamification education is widely used in educ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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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and its application scope in nursing teaching is relatively limited.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authenticity and personalization. Conclusion: Gamification education has been applied in nurs-
ing teaching, but its application scope, real hand feel, personalized difficulty design and evaluation 
standard still need to be further stud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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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教育中，游戏化是一种在教育环境中提出与游戏设计相关的动态技术，旨在激发学生参与并与教

学内容进行直接互动，从而显著提升他们的课程理解、认知水平以及社交技能，促进学习问题的解决[1]。
游戏化教育近年来备受关注，其研究热度逐渐上升。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Thomas W. Malone 就开始探

索游戏在教育中的意义以及游戏如何激发学习内在动机的理论[2]。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对学习方法的不断

探索，人们逐渐认识到游戏元素在教学中的潜在优势，包括提升学生在游戏化教育中的沉浸感、参与度、

忠诚度，激发学习兴趣以及促进团队合作等方面[3]。随着时间的推移，游戏化教育逐渐受到关注并在教

育实践中得到应用。例如，武汉大学的“拯救小布”、清华大学的“书之秘语”[4]等网络虚拟游戏；宾

西法利亚州立大学的“puzzle game”[5]、台湾大学的“大富翁”游戏[6]等课堂实体游戏。这些游戏化教

育不仅活跃了课堂氛围、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还提升了学习效果。 
护理是一门实践性强的学科，其教学重点在于为学生提供全面的知识和技能。将护理学相关的知识

和技能融入到游戏化教育中，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并增加他们在医学知识、实践能力、团队合

作能力以及沟通能力等方面的水平，从而有效实现培养目标，还可减少耗材的浪费，降低实验室耗费[7]。
目前，中国、加拿大、美国、韩国、伊朗等国家已将游戏化教育应用于护理教学，涉及外科护理学、内科

护理学、基础护理学等课程[8] [9]。基于此，本文将总结我国游戏化教育在护理教学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以期为我国开展游戏化护理教育提供参考借鉴，提高护理教育质量。 

2. 游戏化教育在护理教学中的类别 

2.1. 虚拟游戏软件 

2.1.1. 虚拟仿真教学软件 
姜小鹰等[10]开发了分娩护理虚拟仿真教学项目，将 3D 虚拟仿真技术应用于护理教学中，探讨了分

娩护理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的设计和应用；聂立嬉等[11]借助计算机信息技术开发了导尿术虚拟仿真

教学项目，通过探索“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将导尿术虚拟仿真项目应用于护理本科学生基础

护理实验教学；殷秀敏等[7]采用传统教学与鼻饲术虚拟仿真平台结合授课方式，比较了两组学生操作考

核成绩及个人耗材均费，探究了基于鼻饲术的虚拟仿真平台在基础护理学教学中的应用效果。唐建等[12]
将压力蒸汽灭菌技术虚拟仿真实验项目运用到护理专业实习生教学中，有效提高了实习生压力蒸汽灭菌

技术理论知识与操作技能水平。李昌秀等[13]利用 Unity3D 虚拟平台开发了教育游戏并应用于本科护生

创伤现场救护实验教学，为其临床实践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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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游戏软件 
罗文平等[14]研发《外科护理学》游戏库，校院双方共同完善教学设计、案例资源，建设游戏资源库。

学生登录游戏选择游戏形象，模拟外科护士的护理工作，观看视频了解疾病发病过程，结合选择题进行

护理评估，进行健康宣教。袁芬[15]在中职儿科护理教学中，通过“单机小游戏”过程中“看(初探知识)–
听(学习知识)–做(掌握知识)–玩(巩固知识)–说(应用知识)”五个步骤来探讨此教学方法的应用效果，让

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体，提高教学效果。 

2.2. 实体游戏 

2.2.1. 桌游 
呂雀芬等[16]在台湾进行了桌游教学的护理教育研究，该研究让学生扮演模拟临床个案的角色提升

同理心，从而促进多元对话的发展。邱文玺等[17]进行了一项以内外科护理教学为例的桌游学习设计与应

用研究，以大富翁游戏为主轴进行设计，学生通过掷骰子进行游戏，从而被引导整合并了解各个系统的

疾病，强化学习效果。 

2.2.2. 密室逃脱 
李雨昕等[18]在心血管内科临床实践中应用了密室逃脱教学法，通过设置不同的场景和谜题，让护生

分析显性或隐藏的信息，实施正确及时的护理技能操作。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需要解决谜题，获得线索，

完成关卡任务，最终成功逃离密室。贾静等[19]将密室逃脱游戏引入急救护理学教学中，创建场景设计谜

题，要求参与者在规定时间内解决与教学内容相关的谜题，解锁密室，促进了学生对知识与技能的获得、

保持和应用，同时也提升了教学效果。 

2.2.3. 猜谜 
房碧玉等[20]将护理实习生安全教育相关知识制作成谜底，一位实习生事先通过抽签了解考核知识

点，并用其他术语(例如手势、图片、动作表演、比喻等方法)来描述该知识点，但不能提及这个谜点名称

本身或包含在名称中的任何一个字，合作者根据他(她)的描述猜出结果，最后由老师揭晓标准答案和给分。

以此将猜谜游戏应用于护理本科实习生的护理安全教育中，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创造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 

2.2.4. 破冰游戏 
奚康英等[21]在手术室护生带教中应用了破冰游戏。带教老师和同学们交叉站好围成一个圆圈，逐次

进行自我介绍(同学介绍自己的姓名、学校、兴趣爱好、对老师的要求与自身的学习需求等。老师介绍自

己的姓名、年龄、带教风格等)，让同学们和老师们形成相互之间的了解，通过游戏的形式促进学生与带

教老师之间的相互选择。 

2.2.5. 闯关游戏 
兀巍[22]将游戏关卡式考核运用在高职护生“1 + X”证书培训中，以手术室护理工作内容设置为关

卡，护生现场抽取考核案例和角色完成考核并观察其效果。游戏关卡式考核有助于提升护生手术室护理

岗位胜任力。杨茜等[23]在心血管内科护生用药实践教学中融入 Med-Match 游戏，将用药相关问题针对

案例制作为游戏卡，护生完成五个环节的游戏关卡闯关，以此探讨 Med-Match 游戏在用药实践教学中的

作用。此教学方式提升了护生的评判性思维能力、临床实践能力。 

3. 游戏化教育在护理各学科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3.1. 内科护理教学 

复旦大学护理学院陆敏敏等[24]研究开发的虚拟游戏软件在 176 名护理学生《内科护理学》教学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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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试运行，90%以上的学生认为虚拟游戏软件能增强对知识的理解、应用及提高学习效率。针对内科一

些常见疾病，西南医科大学护理学院李雨昕等[18]在 96 名心血管内科护理本科实习生中开展了开展密室

逃脱教学应用效果评价，对照组接受常规临床实践教学，实验组在常规临床实践教学基础上开展密室逃

脱教学，实验组批判性思维得分、学习投入得分及出科考试成绩显著优于对照组，激发了护理本科生学

习积极性，提升了临床实践教学效果。上海立达职业技术学院孙冬雪等[25]以低血糖为例，利用虚拟仿真

技术设计了一款适用于高职护理教育的严肃游戏，让 14 名该校护理专业二年级学生试玩游戏并填写问卷

调查和接受访谈，结果显示多数学生喜欢游戏中的人物形象(均值为 4.79)，严肃游戏的过程很愉快(均值

为 4.36)及游戏内容对进入临床实习和工作有帮助(均值为 4.57)，85.71%的学生表示会向别人推荐此款游

戏。该游戏提高了学生的整体护理能力，此教学方式深受学生好评。 

3.2. 外科护理教学 

江苏省连云港中医药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罗文平等[14]研发校院合作共建《外科护理学》游戏库，将部

分高职护理学生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使用传统教学法，观察组在传统教学法基础上增加基于校

院合作共建游戏库的课上课下游戏教学。结果显示观察组学生的理论和操作考核成绩、自主学习能力、

学习满意度、临床应变能力、评判思维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均高于传统教学组学生，达到了提升人才培

养质量的目的。 

3.3. 基础护理教学 

基础护理操作贯穿于整个临床实践过程中，是各专科操作的基础，游戏化的教学可提高学生的操作

兴趣，减少耗材的浪费。山东大学护理学院聂立嬉等[11]开发应用导尿术虚拟仿真教学项目，在“虚实结

合”教学模型中，教师将导尿术实验教学分成理论课、实验课、课后学习三部分，探索“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教学模式，且在模型中设置综合评价模块，以便及时反馈存在的问题，不断改进教学模式。与常规

教学相比，学生的导尿术操作成绩显著提高，实验室耗材经费显著下降。山东大学护理学院殷秀敏等[7]
采用传统教学与鼻饲术虚拟仿真平台结合的创新教学方式，学生操作考核成绩均分高于传统教学方式上

课的学生，85.7%的学生表示喜欢该系统的使用，该教学方式高效利用了实训时间，降低了实验室耗费，

改善了教学效果。 

3.4. 急危重症护理教学 

遵义医学院护理学院李昌秀等[13]将利用 Unity 3D 虚拟平台开发的教育游戏应用于本科护生创伤现

场救护实验教学，将护生随机分为三组，对照组采用“理论 + 实践操作”教学方式，实验 A 组采用“理

论 + 3D 创伤现场救护教育游戏”教学方式，实验 B 组采用“理论 + 3D 创伤救护教育游戏 + 实践操作”

教学方式，结果显示三组护生的理论与操作技能成绩显著提高，表明创伤现场救护教育游戏有效促进了

护生对创伤现场救护理论知识的掌握和运用，能够切实达到辅助传统教学的目的。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

院陈燕如等[26]探索了心肺复苏教育游戏对护理本科生心肺复苏教学知识获得与保留的影响，开发心肺

复苏模拟训练游戏。对照组运用传统教学，观察组运用传统教学和心肺复苏教育游戏教学。结果显示观

察组心肺复苏理论考核总分与综合能力得分评价显著优于对照组，该教育游戏充分调动了学习者的积极

性，有利于护生心肺复苏知识与技能持续保留。 

3.5. 妇产科护理教学 

福建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姜小鹰等[10]以教学内容为基础，利用 3D虚拟仿真技术，开发第一产程护理、

第二产程护理、第三产程护理 3 个模块的分娩情景教学系统，在护理本科妇产科护理课程及助产方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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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产学课程中应用，让学生们沉浸式体验分娩过程，锻炼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学生对虚拟仿真系统及

教学模式的主观评价分别为平均 94.24%持赞成或中立态度、88.84%持赞成或中立态度。 

3.6. 儿科护理教学 

海宁卫生学校袁芬[15]在中职儿科护理教育中应用了“单机小游戏”教学，对照组和实验组分别采用

传统教学法和“单机小游戏”教学，通过对两组学生考试成绩及学习兴趣调查问卷的统计学分析，结果

发现实验组理论考试成绩、学习兴趣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学生学习效果明显优于传统教学法，此教学法

促进了学生“学法”改变、“角色”转变以及教师“教法”改变。 

3.7. 护理实习教学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唐建等[12]在 30 名护理专业实习生中进行了压力蒸汽灭菌技术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效果初步评价，学生在接受压力蒸汽灭菌技术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干预后中期考核及出科考核的理论

与操作成绩均显著高于干预前，97.7%的学生认为该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系统可以激发学习的兴趣，93.3%
的学生认为该系统有利于培养临床思维能力。西安市第四医院房碧玉等[20]将猜谜游戏应用于护理本科

实习生的护理安全教育中，研究将 124 名实习护生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62 名，接受护理安全教

育和常规总结)和试验组(62 名，接受护理安全教育和猜谜游戏)，结果显示试验组的理论成绩和综合能力

成绩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具有较高的临床教学价值。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奚康英等[21]在手术室护生带

教中应用破冰游戏，将手术室 65 名护理实习生作为对照组，进行常规的手术室带教，63 名护理实习护生

作为实验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应用破冰游戏干预。结果显示，实验组出科成绩得分、带教满意度均高

于对照组。此游戏的应用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力度与积极性，提高了护生与带教

老师之间的团队协作能力。 

4. 不足与展望 

4.1. 不足 

4.1.1. 真实性问题 
游戏化教育可能难以完全模拟真实的护理场景，从而缺乏真实性和实用性。特别就基础护理的操作

技术而言，难以模拟出真实的手感，学生在临床实践操作中可能会感觉陌生、紧张。 

4.1.2. 个性化难度问题 
不同学生具有不同的学习速度和水平，游戏化教育可能难以有效地根据个体学生的需求进行个性化

难度调整。 

4.1.3. 应用范围较局限 
目前游戏化教育更多偏向于某一专项操作技能、整体护理及常见疾病的症状表现。护理教学中疾病

的病因、发病机制，与患者的沟通及临床工作中可能会遇见的突发情况，少有从游戏化教学中体现。 

4.1.4. 评估困难 
游戏化教育的评估可能相对复杂，缺乏针对性测量工具，难以量化学生在实际护理实践中的表现。 

4.2. 展望 

游戏化教育在未来的护理教学中应进行更深入的模拟和虚拟实境体验，这将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

和应用护理技能，提高学习的互动性和实用性，从而促使学生更积极地参与学习过程。在实体游戏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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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与时俱进地设计更多当下流行、年轻人喜爱的游戏教育。此外，个性化学习路径和实时反馈也将成

为游戏化教育的重要趋势，以满足不同学生的个体化需求，并促使他们更有效地掌握护理知识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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