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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教育改革的推进!现有的高等医学

教育面临诸多挑战!传统教学方式不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学生对医学的热情被磨灭!甚至士气消沉$

'

%

"信息技术的

发展对传统医学教育产生了冲击!现代教育理念下的高等医学

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教育游戏的出现为医学教育改革提供了

契机!针对当前的医学教育现状!教学改革的推进者采用新的

教育技术!将学生置于虚拟的医疗环境中进行场景演练#临床

训练等$

$

%

"虚拟技术可以使学生借助道具或计算机程序进行

急救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有效激发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在以往的急救教学方式中!多由带教老师主动讲解知识!

学生被动接受知识!无法通过教学实现培养学生的急救思维能

力和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影响了急救教学的效果$

.

%

"以

虚拟技术为基础的游戏化教学方式整合了多种趣味科技元素!

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动机!帮助学生主动学习知识#

强化实践能力"从国外不断开展的游戏教学应用研究中发现!

游戏教学可以在帮助学生掌握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实践能

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等高阶思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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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将教育游戏

引入创伤现场救护实验教学!旨在为开展新的急救教学方式提

供依据和参考"

B

!

资料与方法

BEB

!

一般资料
!

以某医学院校
$O'$

级护理学专业
..'

名学

生为研究对象!将其分成两组!即观察组
'PP

人!对照组
'P&

人"两组学生在性别#年龄#民族#籍贯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

%

OEO&

(!具有可比性"

BEC

!

方法

BECEB

!

研究方法
!

本研究采用两轮教学!第一轮教学&对照组

采用原有的-理论
c

实践操作.的教学方式!观察组采用-理

论
c.T

创伤现场救护教育游戏.的教学方式!授课结束后对两

组学生从理论测试#技能考核两个方面进行效果评价*根据教

育的公平性原则!确保学生教育公平性不受损害"第二轮教

学&对照组采用-

.T

创伤现场救护教育游戏.的教学方式!观察

组采用-实践操作.的教学方式!授课结束后再次从理论测试#

技能考核两个方面进行效果评价!两轮授课结束后!综合评价

教学效果"

BECEC

!

评分标准
!

考核分两部分&'

'

(书面的创伤现场救护测

试单&每份测试单共
'O

道选择题!每题
'O

分!满分为
'OO

分*

'

$

(技能操作考核!操作考核评分表采用由人民军医出版社出

版的0护理技能实训与综合性设计性实验1教材内的外伤止血#

包扎#固定#搬运考核评分标准!满分为
'OO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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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

数据采用
>->>'%EO

统计学软件进行分

析"计量资料以
1l$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以
"

#

OEO&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

结
!!

果

CEB

!

两组学生理论测试成绩比较
!

两组学生在实验教学开展

前进行创伤现场救护理论成绩测试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OEO&

(*第一轮教学后!观察组学生的理论成绩要高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OEO&

(*第二轮教学后!两组学生

的理论成绩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OEO&

(!见表
'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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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学生创伤现场救护理论成绩比较%

1l$

'分&

组别 实验前 第一轮 第二轮

观察组
))E.)l'$E$. (OEPOlPEXP (%EPXl.E)O

对照组
))E$)l'$E$P X&E&%lXE$X (%E('l.E'.

= OEX'O '(E)XO OEP&O

" OE()) OEOOO OE&')

CEC

!

两组技能操作成绩比较
!

两组学生第一轮实验教学后技

能操作成绩比较!观察组学生的创伤现场救护技能操作成绩总

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OEO&

(!见表
$

"第二轮

教学后!观察组学生的技能操作成绩总分要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OEO&

(!具体情况见表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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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轮实验教学后两组学生创伤现场救护技能操作

!!!

成绩比较%

1l$

'分&

组别 总分 止血 包扎 固定 搬运

观察组
P&E'$lXE'. %E)Ol$E)& (E.Xl$E)( (E($l$E)( (E&&l$E'(

对照组
%(E$Xl)E($'$E%(l'E%P '.E)(l'EP( '.E%.l'E).'.E%)l'E).

= .&E%'O '%EX(O 'XE&(O '&E'$O $'E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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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实验教学后两组学生创伤现场救护技能

!!!

操作成绩比较%

1l$

'分&

组别 总分 止血 包扎 固定 搬运

观察组
($E$$l$E)' ')E&Pl'E.% ')E($l'E'O ')EX)l'E.(')E.Pl'EOX

对照组
(OE%$l.E)) '.EP)l$E)X ')E$)l'EX( ')EP'l'E)X')E$'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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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

论

DEB

!

游戏化教学方式有助于提升学生的理论成绩
!

与传统教

学方式相比!多媒体辅助下的理论讲授!是接授知识和技能的

基础*视频操作教学片!可以给人留下直观的形象!帮助记忆*

而实践操作!能产生行为的持久变化$

&

%

"从第一轮实验教学结

果显示!观察组学生的理论成绩要高于对照组!表明创伤现场

救护教育游戏能较大地提升了学生的急救理论知识!游戏化教

学在增强学习效果和改善学习潜力方面!与传统教学相比!具

有明显的优势"分析观察组采用-理论
c

游戏.的理论成绩优

于对照组采用-理论
c

实践操作.的原因&'

'

(可能与创伤现场

救护教育游戏生动#形象地展示了虚拟的急救场景和学习任务

有关!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这与
[7?04

等$

P

%的研究结果一

致*'

$

(创伤现场救护教育游戏能有效支持情境学习!满足学生

在游戏中实现自我的需要!从而产生了驱动学习的内部动机!

从-要我学.向-我要学.转变!这与
N7L7?

等$

X

%的研究结果一

致!因此赋予了学生主动学习的动力*'

.

(学生自主体验创伤现

场救护教育游戏的过程!有助于对知识的整合和精细加工!主

动建构自己的思想和关系!这与
3;JL:7@@7

等$

%

%的研究结果一

致!对知识的提升效果更好"

DEC

!

游戏化教学方法能促进学生高阶思维的发展
!

实践教学

作为0急危重症护理学1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培养学生的

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就必须要培养学生的高阶思维!它在教

学目标分类中表现为分析#综合#评价和创造$

(

%

"然而!如何改

进教学方式!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是实验教学中亟

待解决的问题"第一轮教学结果显示!观察组的技能操作成绩

要低于对照组!表明教育游戏虽然是一种新颖的教学方式!但

证实还不能完全替代传统的专业实践操作教学!为了让学生把

知识转化为技能!还必须进行实践操作教学"第二轮教学后结

果显示!观察组学生的技能操作成绩要高于对照组!因此!教师

在进行教学时!可以采用游戏化教学与传统教学相结合的教学

方式!游戏化教学为学生提供了非良构的问题情境和开放的探

索空间!有利于提升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和协作能力!大大提

高了学生对事实性知识的记忆水平!而且可以通过寻找不同的

问题解决方案!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有助于将急救知识转化

为技能!这与
T7;0:<

等$

'O

%的研究结果一致"从操作成绩来看!

学生通过教育游戏能有效掌握创伤现场救护的救护程序和注

意事项!以及能根据伤员的伤情选择正确的止血#包扎#固定和

搬运方法"因此!将教育游戏引入教学!能切实有效地促进学

生将创伤现场救护知识转化为技能!促进学生高阶思维的发

展!是学生比较期望的急救教学方式"

DED

!

基于教育游戏的创伤现场救护实验教学改革意义重大
!

将教育游戏引入到创伤现场救护实验教学中!使教学方法#教

学手段与学习方式产生根本变化!较大程度地激发了教与学的

兴趣!实现了双赢"

在研究内容方面!本研究兼顾效果研究的全面性!强调教

育游戏对激发学生的内部动机和知识提升!特别是对提升学生

高阶思维方面的巨大潜力!结合行动研究法!实现教育游戏进

入到创伤现场救护实验教学!教育游戏已由-教具.转变为-学

习支持工具.和-自主探索空间.!在实验教学中已经取得了显

著的效果"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将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方法

结合起来!认识到了在解决-是什么.和-为什么.问题上的优势

互补性!提升研究的-个性化.!对把握教育游戏融入到学科实

证研究中的最新动态#开拓研究视野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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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医学+开通微信公众平台

!!

0重庆医学1已开通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号&

#K4;

Ĝ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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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重庆医学1将以微信平台渠道向广大读作者发送终审

会动态报道#各期杂志目录#主编推荐文章#学术会议#0重庆医学1最新资讯等消息"欢迎广大读作者免费订阅"读作者可

以点击手机微信右上角的-

c

.!在-添加朋友.中输入微信号-

#K4;

Ĝ

0;

G

S:J0I0;:

.!或在-添加朋友.中的-查找公众号.一栏

输入-重庆医学.!添加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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