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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索慕课"

*RR)

#背景下急救知识普及类课程的实施效果!了解大学生对相关急救知识

与技能的掌握情况$方法
!

以
$B#S

年选修+现场生命急救知识与技能,

*RR)

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

调查!收集
'#S#

份大学生网络问卷!调查分析急救知识普及类课程的实施情况$结果
!

+现场生命急救知识与

技能,

*RR)

学习人群来源广泛!

MC1N$O

"

'#$(

*

'#S#

#的大学生愿意将该课程推荐给周围人学习)超过
!#O

的大

学生通过
*RR)

学习掌握了心肺复苏等急救技能$结论
!

+现场生命急救知识与技能,

*RR)

实施效果良好!

*RR)

的开展形式有利于提高大学生对基础急救知识与技能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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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由于突发事件)意外伤害和急危

重病发生的突然性)严重性及不可预知性$公众对掌

握基础的急救知识与技能具有迫切的需求#慕课

&

*RR)

'是指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于
$B#'

年
M

月

正式 入 驻 我 国 高 校!

#

"

#伴 随 着 +

*RR)

热,和

+互联网
j

,的新趋势$南昌大学临床医学实验中心在

既往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基础上$于
$B#N

年推出.现

场生命急救知识与技能/

*RR)

课程$旨在系统化)规

模化地面向全国各专业学生乃至社会公众普及猝死

等日常意外的现场处理及火灾等灾难现场的紧急避

险方法$以培养民众+学习急救$救人自救,的理念#

.现场生命急救知识与技能/现已在中国大学
*RR)

等线上运行多个周期$并于
$B#S

年入选首批教育部

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为探索急救知识普及类

*RR)

课程的实施效果及大学生对相关急救知识与

技能的掌握情况$本文以
$B#S

年选修.现场生命急救

知识与技能/

*RR)

课程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收集

并分析
'#S#

份大学生网络问卷$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1!

!

一般资料
!

选取
$B#S

年度选修.现场生命急救

知识与技能/

*RR)

课程的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网络

问卷调查$共回收问卷
'!'(

份$有效问卷
'!$'

份$

NMB$

重庆医学
$B#M

年
!

月第
(C

卷
#$

期

$

基金项目*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校双创教育实践研究专项重点课题&

Q)$B#CZR'

'%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B#SB$B'CB(#

'%江西

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课题项目&

VdVZ"#C"#"!C

'#

!

作者简介*王敏&

#MM([

'$护师$硕士$主要从事医学教育与健康促进方面的研究#

!

%

!

通信作者$

9":-76

*

;,<8+M#B$#

%

#!'1=<:

#



有效率为
MM1SBO

%其中问卷主要填写对象是
#!

#

$(

岁在校大学生$共
'#S#

份$占
CS1N$O

#调查对象中

男
#NMB

人$占
NB1#(O

%女
#NC#

人$占
(M1C!O

#

!1"

!

方法
!

对在爱课程网上选修了.现场生命急救

知识与技能/

*RR)

课程的学员发放网络问卷$问卷

采取不记名方式统一回收#问卷内容包括
'

个部分*

&

#

'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身份等%

&

$

'

*RR)

课程的实施情况$包括是否能集中精力跟

上课程步调$是否能按时完成和互评作业$是否能积

极参与互动并提出问题及在
*RR)

课程上的状态和

表现如何%&

'

'课后反馈及能力培养$包括对课程的评

价和总结$对相关急救知识的掌握和技能的应用)

*RR)

课程相比传统教学方式的优势等#本调查问

卷是在参考国内外相关文献后自行设计的$共
#C

道

选择题$由
N

名相关领域专家进行评定$预调查后得

出问卷
)?<84-=>h;

+

系数为
B1S!'

#调查完成后$将

问卷调查结果导出并生成
9g=+6

数据文件$剔除答案

缺失或填写不符合要求的问卷$整理相关数据并导入

统计软件中加以分析#本研究对所有调查数据持保

密原则#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Q2QQ$B1B

软件分析数据$计

数资料用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

"

B1BN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1!

!

.现场生命急救知识与技能/

*RR)

课程学员年

龄分布情况
!

.现场生命急救知识与技能/

*RR)

课

程学习人群来源广泛$但主要学习群体为
#!

#

$(

岁在

校大学生$占
CS1N$O

%其次是
#

$(

#

'B

)

#

'B

#

(B

)

#

(B

#"

N#

)

&

N#

岁$分别占
M1!(O

)

$1'$O

)

B1''O

)

B1#MO

#

"1"

!

.现场生命急救知识与技能/

*RR)

课程在大学

生中的实施情况
!

$B#![$B#S

年.现场生命急救知识

与技能/

*RR)

课程后台讨论区总计参与量为

##S$!$

人次$具体参与情况见表
#

)

$

#

表
#

!!

$B#![$B#S

年课程后台讨论区的参与情况&

*

'

时间
讨论区主题

数量

讨论区回复

及评论数量

参与讨论

人数
合计

$B#!

上学期
!BN #NM!N !#BM $$!SM

$B#!

下学期
!#( #$!N# ($S$ #SN'S

$B#S

上学期
'S# $$$N' NSM# $C(#N

$B#S

下学期
'M( (BB!M C#!C (C!'#

合计
#MC( MBM'C $('(B ##S$!$

"1#

!

课后反馈及能力培养
!

!#1(!O

&

#M(M

(

'#S#

'

的大学生认为.现场生命急救知识与技能/

*RR)

课

程对自身急救能力的提高有很大帮助$

MC1N$O

&

'#$(

(

'#S#

'的大学生愿意将本课程推荐给周围人

学习$见表
'

#

表
$

!!

*RR)

课程的实施情况

项目
人数

&

*

'

百分比

&

O

'

是否集中精力学习线上
#B:78

左右的教学视频

!

每次都能集中精力学习
#'CC ('1SS

!

有时会走神
#!M# N'1''

!

每次都会走神
M$ $1MB

学习过程中是否严格跟上课程的步调

!

完全能跟上
#(SB (!1'!

!

有时能跟上$有时跟不上
#N'C (C1NB

!

基本都跟不上
#!' N1#(

独立学习时是否按时按质完成作业

!

全都可以
#!MS N'1N$

!

部分可以
#('$ (N1#!

!

完全不可以
($ #1'$

单元作业互评时是否客观评价他人的作业

!

始终客观
$('M S!1M$

!

有时客观
SBB $$1BC

!

完全不客观
'$ #1B#

是否经常参与老师或同学提出的话题讨论

!

经常参与
MMC '#1(S

!

偶尔参与
#C!M NC1M(

!

从不参与
'B( M1NM

在讨论区是否主动善于提出问题

!

经常提出
$S$ C1NC

!

偶尔提出
$$!S S#1(M

!

从不提出
!'$ #M1M'

"1$

!

院前急救知识与技能的掌握情况
!

.现场生命

急救知识与技能/

*RR)

课程的学习后$大学生对相

关急救知识的掌握情况*心肺复苏术
CC1BCO

&

$SM'

(

'#S#

'$创伤止血和中暑急救
SC1!CO

&

$(MN

(

'#S#

'$

狗咬伤急救
SN1BMO

&

$'C#

(

'#S#

'$火灾逃生
S(1(MO

&

$'!$

(

'#S#

'$人群踩踏事故现场干预与自救

S'1#BO

&

$'#C

(

'#S#

'$骨折急救
!!1NSO

&

$###

(

'#S#

'$自动体外除颤器 &

.9I

'的使用
!(1C#O

&

$BNN

(

'#S#

'$气道异物梗塞的解除
!(1!$O

&

$B(M

(

'#S#

'$烧烫伤急救
!'1SBO

&

$B$B

(

'#S#

'$老人跌倒

现场急救
!#1CSO

&

#M!$

(

'#S#

'$一氧化碳中毒急救

!#1$(O

&

#M($

(

'#S#

'$道路交通事故的现场处理与

自救
!#1BCO

&

#M'S

(

'#S#

'#

"1%

!

不同性别对急救技能掌握情况的比较
!

男生与

女生对心肺复苏术$

.9I

的使用$骨折急救$中暑急

救$人群踩踏事故现场干预与自救$气道异物梗塞的

解除$火灾逃生$道路交通事故的现场处理与自救等

急救技能掌握情况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

B1BN

'#而在创伤止血和中毒急救)一氧化碳中毒急

!MB$

重庆医学
$B#M

年
!

月第
(C

卷
#$

期



救)狗咬伤急救)老人跌倒现场急救)烧烫伤急救方

面$女生的掌握情况明显优于男生$两者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B1B#

'$见表
(

#

表
'

!!

课后反馈及能力培养

项目 人数&

*

' 百分比&

O

'

对急救能力的提高是否有帮助

!

有很大帮助
#M(M !#1(!

!

有一些帮助
##CS 'S1('

!

没什么帮助
'N #1#B

是否会将所学急救技能运用于以后日常生活

!

一定运用
#($! ((1MS

!

有时运用
#!SS N$1CM

!

不会运用
!C $1#(

是否愿意将所学急救知识与技能传播给他人

!

愿意
'#'B MC1S#

!

不愿意
(# #1$M

是否乐于与他人分享经验和知识

!

非常乐于
$#$M !S1#(

!

有时乐于
MCM '#1#M

!

不乐于
N' #1!S

是否愿意将本课程推荐给周围的人学习

!

愿意
'#$( MC1N$

!

不愿意
(S #1(C

是否有利于自学能力的培养和提高

!

非常有利
#'M! ((1B$

!

比较有利
#!MC N'1NN

!

不利
SS $1('

是否有利于提升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

非常有利
#$$N 'C1!'

!

比较有利
#C#! NS1$S

!

不利
#'B (1#B

表
(

!!

不同性别对急救技能掌握情况的比较&

*

'

类别
*

掌握 未掌握
!

$

)

创伤止血和中毒急救
#M1NM$

"

B1B#

!

男
#NMB #$BB 'MB

!

女
#NC# #$MN $C!

一氧化碳中毒急救
##1!#C

"

B1B#

!

男
#NMB M$S !!'

!

女
#NC# #B#N N!!

狗咬伤急救
$#1C#!

"

B1B#

!

男
#NMB ##'S (N'

!

女
#NC# #$(( ''S

老人跌倒现场急救
$!1SM$

"

B1B#

!

男
#NMB M#' !SS

!

女
#NC# #B(M N'$

烧烫伤急救
#N1C'B

"

B1B#

!

男
#NMB MNM !'#

!

女
#NC# #B!# N$B

#

!

讨
!!

论

#1!

!

*RR)

课程学习人群广泛
!

本研究结果显示$

.现场生命急救知识与技能/

*RR)

课程学习人群来

源广泛$学员年龄)地域跨越层次众多$学习群体主要

是
#!

#

$(

岁的在校大学生#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

$

"

曾指出$基于技术的变革和社会认知的演进$未来教

育范式将会在青年手中#美国的
#

项研究也表明$青

少年是
o

分享的一代
o

$他们普遍期望移动学习模式能

融入大学教学中$所以
*RR)

网络平台在最受学生

欢迎的学习网站排名榜上位列第
'

!

'

"

#作为目前国内

比较系统)专业的急救类
*RR)

课程$.现场生命急

救知识与技能/

*RR)

课程不仅大大提升了学生的主

动性$还满足了民众$尤其是青少年个性化)自主化的

学习需求$值得进一步推广和深化#

#1"

!

*RR)

课程实施情况良好
!

调查显示$

MBO

以

上被调查学生基本能集中精力线上学习
#B:78

左右

的教学视频$并在过程中跟上课程步调%超过
CBO

的

同学会参与老师或同学发起的讨论并主动提出问题#

分析原因可能是
*RR)

课程自身互动性强)不受时

空间限制$更具趣味性$而且为增加意外伤害的震撼

与真实性#本
*RR)

课程除引用大量真实案例外$

还针对不同教学内容设定了相应的模拟情景$由南昌

大学志愿者组织
'Q

救护会同学表演并进行相关技能

操作演示$具有较强的示范性与教学特色$适宜广大

学生及普通民众自主学习#

#1#

!

*RR)

课程课后反馈积极
!

何国平等!

(

"认为$

*RR)

课程在线互动开放的优势使得学生可以根据

自己的兴趣爱好自由选择)合理分配)全方位学习#

吴秋月等!

N

"也认为$

*RR)

课程作为一种新媒体教学

形式$可能会打破传统的教室授课模式$提高学生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本研究显示$

MNO

以上被调查学生

赞成.现场生命急救知识与技能/

*RR)

课程有利于

自学能力培养和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

MC1S#O

的被调查学生愿意将所学急救知识与技能传播给他

人#石越等!

!

"曾提出$大学生接受能力强$对学习基

础急救知识与技能愿望强烈$是传播急救知识与技能

的重要载体#本研究结果显示$

MS1C!O

的被调查学

生会将所学急救技能运用于日常生活并乐于与他人

分享急救经验#.现场生命急救知识与技能/

*RR)

课程顺应教育信息化的潮流$紧密联系当今社会热点

与最新专业动态$遴选出突发率高)伤害严重且现场

急救处理至关重要的常见意外事件$是向我国大学生

普及急救知识与技能教育的有效途径!

S

"

#

#1$

!

*RR)

课程教学有利于学生掌握基本急救知识

与技能
!

我国公众急救实施意愿低下!

C

"

$急救知识普

及与现场技能培训相比国外起步较晚!

M

"

#赵跃媛

等!

#B

"研究表明$我国大学生健康素养水平总体偏低#

本研究显示$学习.现场生命急救知识与技能/

*RR)

课程后$被调查学生对心肺复苏术的掌握率居所有急

SMB$

重庆医学
$B#M

年
!

月第
(C

卷
#$

期



救技能中的第
#

位#分析原因可能是近年因心搏骤

停且未正确实施心肺复苏而致死亡的案例报道较多$

加之
$B#!

年.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和.民法总

则/的出台使现场紧急救助行为得以法律保障#赵俊

等!

##

"

)蓝天明等!

#$

"也曾指出$我国
MBO

以上大学生渴

望学习和了解心肺复苏相关知识与技能$并希望学校

开设类似的生命教育课程#总之$经过此次
*RR)

课程学习$学生院前急救知识与技能整体掌握较好$

但
.9I

的使用还有待加强#本研究结果显示$正确

掌握
.9I

的使用人数仅占
!(1C#O

&

$BNN

(

'#S#

'$这

与我国
.9I

配备少$宣传不广泛$民众理念落后有

关!

#'

"

#

.9I

除颤实效性强$复苏概率大$被誉为新一

代的
o

救命神器
o

$应在高校中加以教育和推广#

$B#N

版美国心脏协会&

.H.

'指南也明确指出$基础急救

技能可以通过自学学会!

#(

"

#大学生作为新生代主力

军$是向社会宣传急救知识和实施急救技能的中流砥

柱#.现场生命急救知识与技能/

*RR)

课程教学可

以使学生利用一切零碎化时间充分学习$发挥教学主

观能动性$是信息技术与现代化教育的高效融合$有

利于基本急救知识与技能的掌握和培养!

#N

"

#

#1%

!

存在的问题

#1%1!

!

*RR)

课程还需进一步完善
!

*RR)

作为

新媒体的形式出现$在高校间掀起了一股教学改革浪

潮#.现场生命急救知识与技能/

*RR)

课程虽选课

人数多$课程实施效果良好$但仍需进一步完善$加大

急救
*RR)

课程的建设$比如增加更多的急救主题$

拍摄画质更清晰的视频$及时更新专业领域动态和社

会实时热点$强化课程团队的高效合作与有序管

理等#

#1%1"

!

大学生对基础院前急救知识与技能掌握还有

待加强
!

相比国外而言$我国的院前急救水平进展缓

慢$公众缺乏最基本的现场生命急救知识与技能指

导$高校大学生也没有接受过任何系统全面化的急救

教育!

#!

"

$对基础院前急救知识与技能掌握还有待

加强#

参考文献

!

#

" 潘燕桃$廖昀
!

1

大学生信息素养教育的+慕课,化趋势

!

V

"

1

大学图书馆学报$

$B#(

$

'$

&

(

'*

$#"$S1

!

$

" 杨斌
1

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未来教育范式在青年手中

!

9W

(

R@

"

1

&

$B#!"##"$#

'!

$B#C"BM"B#

"

1>,,

F

*((

`̀ `1,;78

K

"

>3-1+531=8

(

F

3467;>

(

,>38+̀;

(

M!NB

(

$B#!

(

$B#!##$##!(($S

($('(N'!B

(

$B#!##$##!(($S($('(N'!B1>,:61

!

'

" 新华网
1

美国青少年热衷移动学习!

V

"

1

中小学信息技术

教育$

$B#!

$

#N

&

!

'*

S1

!

(

" 何国平$杨云帆$陈嘉$等
1

+慕课,在护理教学中的应用与

展望!

V

"

1

中华护理杂志$

$B#(

$

(M

&

M

'*

#BMN"#BMM1

!

N

" 吴秋月$姜贺
1

新媒体环境下本科护生网络自主学习体验

的现象学研究!

V

"

1

中国护理管理$

$B#S

$

#S

&

#B

'*

#'!("

#'!S1

!

!

" 石越$孔庆滨$陈铁梅$等
1

高校大学生院前急救及应急能

力调查!

V

"

1

中国公共卫生$

$B#$

$

$C

&

S

'*

MSN"MS!1

!

S

" 杨艺$丛小玲$李璐寰$等
1

急救基本知识与技术/网络教

学运行现状及效果分析!

V

"

1

中国护理管理$

$B#!

$

#!

&

!

'*

CBN"CBM1

!

C

" 胡苏珍$何忠杰
1

公众+白金十分钟,急救实施意愿及影响

因素研究!

V

"

1

中华急诊医学杂志$

$B#S

$

$!

&

C

'*

MS!"MSC1

!

M

" 付忻$冯铁男$王朝昕$等
1

国内外公众现场急救知识普及

和培训现状!

V

(

)I

"

1

中华卫生应急电子杂志$

$B#N

$

#

&

'

'*

N!"NC1

!

#B

"赵跃媛$张耀匀$白雪$等
1

中国在校大学生健康素养水平

的
*+,-

分析!

V

"

1

中华疾病控制杂志$

$B#!

$

$B

&

'

'*

$MB"

$M'

$

$MC1

!

##

"赵俊$鞠丹$黄玲$等
1

某大学学生对心肺复苏术的认知现

况调查及对策探讨!

V

"

1

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

$B#'

$

$N

&

$

'*

#$#"#$$1

!

#$

"蓝天明$乔君$刘国韬$等
1

大中学生心肺复苏知识认知现

状的调查分析!

V

"

1

中国医药指南$

$B#$

$

#B

&

'!

'*

'MS"'MC1

!

#'

"郭继鸿
1

中国心脏性猝死现状与防治!

V

"

1

中国循环杂志$

$B#'

$

$C

&

N

'*

'$'"'$!1

!

#(

"

X9L*.%% U

$

QHLQ&9% *

$

).@@.U.Y) U

$

+,

-612-?,#

*

+g+=3,7T+;3::-?

A

*

$B#N.:+?7=-8>+-?,-;;<"

=7-,7<8

K

375+678+;3

F

5-,+G<?=-?57<

F

36:<8-?

A

?+;3;=7,-"

,7<8-85+:+?

K

+8=

A

=-?57<T-;=36-?=-?+

!

V

"

1)7?=36-,7<8

$

$B#N

$

#'$Q3

FF

6$

*

Q'#N"'!S1

!

#N

"杨洪华$唐懿芳$师亚$等
1

本科护生使用大规模网络开放

课程现状调查!

V

"

1

护理学杂志$

$B#N

$

'B

&

M

'*

SB"S$1

!

#!

"

@L)

$

V0XY

$

*9XZJ

$

+,-61.8+g

F

6<?-,7<8<G-,,7,35+;

,<̀ -?54

A

;,-85+?=-?57<

F

36:<8-?

A

?+;3;=7,-,7<878387"

T+?;7,

A

;,35+8,;78&7-8

E

78

$

)>78-

*

-;3?T+

A

!

V

"

108,9:+?

K

X3?;

$

$B#!

&

$(

'*

$C"'(1

&收稿日期*

$B#M"B#"#C

!

修回日期*

$B#M"B'"$!

'

CMB$

重庆医学
$B#M

年
!

月第
(C

卷
#$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