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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索急救自主学习平台在急救培训中的应用效果,为通过自主学习和移动学习急救知识

和技能提供有利条件。
 

方法 构建急救自主学习平台,采用医学网络课程评价的指标体系对网络学习平台进行

测评。抽取广东医科大学2016、2017级护理本科生8个班进行6周的急救培训,所有学生分为传统组和平台

组,平台组利用网络学习平台教学,指导教师使用自主学习平台进行在线答疑,传统组采用传统教学方法。两

组学生在学习后前往急救操作练习室,在急救培训辅助团队协助下操作练习。培训后进行急救理论、自主学习

能力、操作技能测评。结果 急救自主学习平台的网络学习平台建设较好,各维度得分由高到低分别为教学

性、交互性、技术性、可用性和艺术性。培训后,两组理论成绩、自主学习能力和操作技能得分均较培训前明显

提高,且传统组急救操作技能得分高于平台组(P<0.05),但两组理论成绩和自主学习能力得分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结论 急救自主学习平台有利于急救培训的普及与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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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first-aid
 

autonomous
 

learning
 

platform
 

in
 

first-aid
 

training
 

and
 

provide
 

favorable
 

conditions
 

through
 

self-learning
 

and
 

mobile
 

learning
 

first-aid
 

knowl-
edge

 

and
 

skills.Methods Established
 

a
 

first-aid
 

autonomous
 

learning
 

resource
 

platform,and
 

the
 

online
 

learn-
ing

 

platform
 

was
 

evaluated
 

by
 

using
 

the
 

index
 

system
 

of
 

medical
 

network
 

course
 

evaluation.Eight
 

classes
 

of
 

2016
 

and
 

2017
 

nursing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Guangdong
 

Medical
 

University
 

were
 

selected
 

for
 

6-week
 

first-aid
 

training,then
 

divided
 

into
 

the
 

traditional
 

group
 

and
 

the
 

platform
 

group.The
 

platform
 

group
 

carried
 

out
 

first-aid
 

training
 

reform,mainly
 

using
 

online
 

learning
 

platform,and
 

the
 

teachers
 

used
 

for
 

online
 

Q&A,
while

 

the
 

traditional
 

group
 

used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After
 

study,both
 

groups
 

went
 

to
 

the
 

first-aid
 

op-
eration

 

practice
 

room
 

and
 

performed
 

the
 

operation
 

exercises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first-aid
 

training
 

sup-
port

 

team.Before
 

and
 

after
 

training,the
 

two
 

groups
 

of
 

first-aid
 

theory,self-learning
 

ability
 

and
 

operational
 

skills
 

were
 

evaluated.Results The
 

network
 

learning
 

platform
 

was
 

well
 

constructed.The
 

scores
 

from
 

high
 

to
 

low
 

were
 

teaching,interactivity,technical,usability
 

and
 

artistry.After
 

training,the
 

scores
 

of
 

the
 

first-aid
 

theo-
ry,self-learning

 

ability
 

and
 

operation
 

skill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train-
ing,and

 

the
 

score
 

of
 

operation
 

skills
 

of
 

the
 

tradition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platform
 

group
 

(P<
0.05),while

 

there
 

were
 

no
 

differences
 

in
 

the
 

scores
 

of
 

the
 

theory
 

and
 

the
 

self-learning
 

ability
 

(P>0.05).Con-
clusion The

 

first-aid
 

autonomous
 

learning
 

platform
 

is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first-aid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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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教学资源平台是指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管理

丰富的课程资源,提供远程学习、查询、评价等功能,
给予大众自主学习的平台[1-2]。近年,网络传媒已成

为学生知识来源的主要途径,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

急救培训已成为现实。有研究显示[3-5],目前大学生

院前急救知识欠缺、技能水平较差,但接受急救培训

态度积极,现阶段各种培训模式难以应对我国大学生

人数多、师资力量不足、缺乏操作练习等困境[6]。为

深化改革急救培训模式,实现节省教学资源,充分创

造有利条件,本校护理学院采用了网络教学方法,根
据学生学习时间、需求和自主学习意愿,构建了自主

学习平台新模式,以快速提升护生急救知识和技能,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从广东医科大学2016、2017级护理本科生26个

班中抽取8个班学生作为研究对象,以年级划分,再
分为传统组(4个班122名)和平台组(4个班119
名)。在培训前统一安排两组护生进行急救理论考

试,并填写《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表》[7]与知情同意

书,两组性别、年龄、生源地、是否接受过急救培训、家
人患病情况、急救理论、操作技能、自主学习能力得分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构建急救自主学习平台

  根据教学资源库建设的思路,构建急救自主学习

平台的流程如下:组建平台建设团队、确定建设目标

与方案、专家咨询、开展调研、优化整合学习内容、录
制收集急救培训学习资源、建设平台、平台的管理和

应用、完善与更新补充[8]。

1.2.1.1 组建项目团队

分为3组,(1)课程教学和管理组:负责学习管

理、培训、考核、器材配置、学习材料筛选及编辑等工

作。(2)学习资源录制组:负责协助拍摄急救操作视

频、图片。(3)网络资源建设组:负责构建网络资源平

台、制作上传视频资料、维护学习网络资源平台。

1.2.1.2 明确学习平台建设内容

由急救课程教师、急救专家和教学专家进行知识

内容选择,最终纳入4个方面的急救学习模块,即(1)
急救技术:心肺复苏、止血、包扎、固定、搬运、呼吸道

异物取出术;(2)灾害急救:火灾、水灾、地震、泥石流、
台风、海啸、雪崩、踩踏、爆炸、雷电;(3)常见疾病和紧

急情况:触电、中暑、溺水、烧烫伤、煤气中毒、跌扭伤、
癫痫、动物咬伤、窒息、心绞痛、哮喘、食物中毒、低血

糖、骨折脱臼、抽搐、晕厥;(4)急危重症急救:猝死、中
风、咯血、呕血、心肌梗死、昏迷。

1.2.1.3 编制和录制培训资源

团队成员结合建设内容,经反复讨论、分配落实

任务,依据临床案例设计成急救学习情景,并将其中

涉及的急救操作环节分解拍摄,便于学生模拟练习。

1.2.1.4 建设平台

由3个部分构成,即网络学习平台、急救操作练

习室、急救培训辅助团队。

1.2.1.4.1 网络学习平台

  由网络公司采用网络平台开发技术,设计为4个

模板:(1)首页,功能为快速链接课程简介、主讲教师、
操作指引、学习内容;(2)学习内容,功能为以文字、图
片、视频、动画、课件等方式提供急救学习内容;(3)微
应用,功能为学生可在线试题测试,与教师在线答疑

及对网站评价投票;(4)课程导航,功能为引导进入对

应内容,包括课程负责人、主讲教师、课程简介、教学

大纲、在线学习、案例分析、操作指引、咨询评价、预约

学习。网站设计完成后,通过计算机运行后台管理系

统,将学习内容资源素材按要求上传至网络,并检验

网络学习平台管理和学习功能。学员使用手机移动

终端登录方式进行学习。

1.2.1.4.2 急救操作练习室

  急救操作练习室配备心肺复苏人体模型、纱布、
绷带、止血带、夹板等急救操作器材,并制订学生自我

学习和管理制度、值班制度、器材管理制度等,由急救

培训辅助团队学生负责全天辅助指导,提供受训者急

救操作练习。

1.2.2 研究工具

  邀请东莞、深圳、中山等地的10名急救课程教师

和急救专家,采用“医学网络课程评价的指标体系”[9]

对网络学习平台进行评价。医学网络课程评价的指

标内涵要素包括教学性、可用性、技术性、交互性、艺
术性5个一级指标和17个二级指标,每个条目得分

为各条目权重×评价等级,其中评价等级为优、良、
中、差,计分依次为4、3、2、1分,各维度得分为该维度

包含条目的得分总和,得分范围为25.5~100.0分,
分数越高表示资源平台建设越好。该表采用特尔斐

法严格制订,具有较好的应用性。

1.2.3 实验设计

平台组进行网络学习平台自学方式,在线学习急

救知识和技能,教师给予在线答疑。护生学习后选择

课余时间至急救操作练习室,在急救培训辅助团队协

助下练习操作技能。传统组则每人发放1份与网络

学习平台相同的《现场急救培训教材》,由教师进行授

课,指导操作练习,为达到相同练习条件,传统组护生

632 重庆医学2020年1月第49卷第2期



自行选择时间到急救操作练习室练习,但两组护生分

开练习,互不接触。嘱咐学习资料仅供自我学习,不
能外借或分享。两组同时实施6周的急救培训。培

训后,再次组织填写自主学习能力量表,并进行理论、
技能操作考核,技能考核项目由学生抽签决定。

急救理论试卷由教师编制,选自文献[10-12]中的

60道单选题,满分60分,内容涉及心肺复苏、4项急

救基本技术;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量表,内容包括自

主能力和学习能力2个一级指标,18个条目,采用

Likert
 

5级评分(5是非常符合,4是符合,3是难以确

定,2是不符合,1是非常不符合),分数越高表示自主

学习能力越强。经检测评价指标、自主能力和学习能

力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950、0.924、0.899,
折半信度分别0.931、0.897、0.880,具有较好的信效

度。操作技能考核使用单人心肺复苏评分标准[13]、止

血包扎操作评分标准和固定搬运操作评分标准[14]。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1.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

x±s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网络学习平台行业专家评价得分情况

  急救专家使用医学网络课程评价的指标体系对

网络学习平台进行评价,结果显示网络学习平台建设

效果较好,得分由高到低分别为教学性、交互性、技术

性、可用性和艺术性,总得分为(81.15±2.39)分,见
表1。

表1  网络学习平台行业专家评价得分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权重) 得分(x±s,分)

教学性 课程定位 课程属性(0.25)、学习对象(0.25) 40.18±2.10

学习目标 目标层次(0.50)、目标描述(0.50)

学习指导 (0.75)

教学内容 组织结构(1.25)、内容讲解(1.50)、科学性(1.00)、覆盖面(1.50)、先进性(0.50)、规范

性(0.50)

教学资源 相关性(1.25)、丰富性(1.50)、多样性(1.25)

可用性 学习导航 (1.00) 9.85±0.53

学习记录 (0.50)

学习帮助 (1.00)

插件提供 (0.50)

技术性 可靠性 (1.00) 11.98±0.97

兼容性 (1.25)

安全性 (0.75)

规范性 (0.75)

交互性 人机交互 (2.00) 16.85±1.13

人与人交互 (2.00)

评价反馈 (1.50)

艺术性 (0.75) 2.25±0.50

总分 81.15±2.39

表2  培训前后两组理论成绩与自主学习能力得分比较(x±s,分)

项目
培训前

传统组 平台组

培训后

传统组 平台组

理论成绩 31.12±4.73 30.51±4.20 44.42±7.31a 45.29±6.02a

自主学习能力得分 63.08±7.41 63.56±7.24 67.35±8.96a 68.27±8.34a

操作技能得分 - - 76.43±8.01 72.28±6.56b

  a:P<0.05,与培训前比较;b:P<0.05,与传统组比较;-: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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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培训前后两组理论成绩与自主学习能力得分

比较

  培训后,两组护生理论成绩、自主学习能力和操

作技能得分均较培训前明显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传统组操作技能得分较平台组高,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理论成绩和自主学习能

力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3 讨  论

  本研究通过构建急救自主学习平台,对院前急救

知识与技能培训模式进行了探索和尝试,使网络教学

方式和学生自主学习方式得到了结合,对减少资源投

入、学生急救知识与技能水平和普及急救服务能力的

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3.1 自主学习平台实现了培训模式的转变,充分发

挥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急救专家和教学专家对网络学习平台评分为

(81.15±2.39)分,提示网络学习平台具有较好的应

用价值,可向学习者传授急救知识和技能。对学生使

用平台的效果进行评价,发现两组学生接受培训后理

论成绩、自主学习能力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而传统组操作成绩高于平台组(P<
0.05),说明传统教学方法和自主学习平台均在一定

程度上提升了学生急救知识和技能,学生通过教材或

网络学习平台可熟记理论知识但操作技能仍需教师

进一步指导和深入讲解。因此,自主学习平台改变了

传统教学中理论知识授课方式,有效利用了学生自主

学习能力,达到传播知识的作用。然而其对急救操作

技能的提升较弱,所以自主学习平台今后需加强辅助

团队成员的沟通表达能力及操作指导能力,以增强培

训效果,减少与传统教学方法的差距。

3.2 自主学习平台提供了学习资源和练习平台,有

利于自主学习能力的形成

  网络教学平台的优势在于能承载在线课程,支持

网络环境下的教与学,提供大量的教学材料,学习方

式灵活[15]
 

。自主学习平台正是利用这一点,将丰富的

教学资源通过网络移动学习方式传授,解决了传统教

学中资源缺乏的问题,扩展了学生的学习时间,为其

创建了1个资源丰富的学习平台。学生通过网络学

习平台学习急救知识和技能,到急救操作练习室练习

并接受辅助指导,可快速解决疑问和纠正错误操作,
从而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及巩固,利于学生急救技

能的提高。学生整个过程主要通过自主学习意愿主

动地接受培训,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3.3 自主学习平台具有节省资源、不受时间限制、反

复学习等优势

  与传统教学模式比较,自主学习平台具有较多的

优势。从教学投入情况比较,传统模式投入多名主讲

教师和辅助人员、多媒体教学设备,花费较多时间用

于教学和器材准备;相反,自主学习平台投入较多的

是网络学习平台建设,其覆盖面大,可及时补充和更

新,提供移动学习终端,学员在无线网络下可随时随

地、反复学习,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15-16]。且操作

室给予了充裕的练习时间,适合大学生自我调配时间

练习。虽然早期建设平台需要投入大量工作,但对于

长期开展培训而言较为节省人力、物力资源。有研究

证实定期开展培训可巩固提升知识和技能,传统方法

对于短期的培训效果更占优势,但多次培训后两者效

果可能达到一致[17-18]。此外,相对其他传媒与网络模

式而言[19-20],自主学习平台弥补了学生急救技能操作

时间的选择和质量的保证,学生在辅助团队的解析和

纠正指导下,可更好地领悟操作要点。

3.4 自主学习平台培训适宜开展和推广

  近年研究发现大学生急救知识欠缺、技能水平较

差,且学习的知识随着时间而遗忘,多位学者呼吁每

年至少再进行1次培训[21-22]。因此,采用自主学习平

台模式向大学生普及急救知识和技能,具有一定优

势,值得推广。在校园确保学生安全的前提下,教学

部门可利用该模式督促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快速提高

学生急救意识和知识,提升及巩固操作技能。同时还

可向公众普及该模式,先快速提升知识水平,再逐步

建立社区操作练习室,由考核合格的学生或居民指导

练习,以期达到最佳效果,甚至可利用学习平台进行

循环,以点带面,逐渐扩大培训范围,提高我国公众急

救普及率。

3.5 自主学习平台建设存在的不足

  (1)缺乏学员反馈与评价,网络学习平台尚处于

建设和探索应用阶段,目前尚未开通学习效果反馈,
无法及时反映学生学习情况。(2)急救培训辅助团队

对于学生知识、技能的解释能力有限,无法达到高水

准,可能对平台运行效果造成部分影响,还有待于进

一步加强其能力培养。
综上所述,大学生急救培训普及工作需要不断地

扩大培训范围,因此改革培训模式以适应新的发展显

得尤为重要。本研究为大学生急救培训模式研究提

供了一定的基础,今后也会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探

讨,不断完善,更好地应用于急救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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