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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课的翻转课堂在儿科护理实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余　莉

民办四川天一学院　四川德阳　618200

摘　要：目的：研究儿科护理实训教学中基于微课的翻转课堂的应用。方法：筛选 2024 年 8 月至 2024 年 12 月 98 名在校

护生作为调研对象，随机分为 49 名基础组（采取常规教学模式）和 49 名研究组（采取基于微课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比较教学效果。结果：研究组考核成绩明显高于基础组，差异显著（t=11.480、13.665、3.783、6.824、10.121、17.969，P

均＜ 0.05）；研究组自主学习能力评分明显高于基础组，差异显著（t=6.902、13.359、8.998、20.306、2.953，P 均＜ 0.05）；

研究组对教学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基础组，显著差异（χ2=38.684、12.119、5.124、5.153、4.167、9.245，P 均＜ 0.05）。结论：

将基于微课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引入到儿科实训护理教学中，不但可以促进护生考核成绩的进一步提高，而且还有助于促

进护生形成良好的自主学习能力，并保证护生对教学模式的满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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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以教师课堂讲解、示范为主的教学模式，

是既往儿科护理实训教学中普遍应用的一种方式；此种教学

模式下，学生不仅处于一个被动学习的地位，并且还导致学

生的创新思维、自主探索，以及实践运用能力的发展受到限

制 [1]。而在当今数字化网络时代背景下，“微课”与“翻转

课堂”的出现，可谓是为儿科护理实训教学改革带来了全新

的生机。其中“微课”的特点是内容精简、主题突出，其可

以碎片化处理复杂的儿科护理知识，以重点知识与技能为焦

点，使学生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重复的学习，从

而满足学生对不同学习节奏的要求 [2]。而翻转课堂，则对传

统的教育流程进行了彻底地颠覆，课外以知识的传授为主，

通过微课等资源，让学生自己进行自主学习；在课堂上，则

更多的是用来开展老师与学生的互动、进行小组讨论、实践

操作和解决问题等，旨为让学生们的学习激情与积极性得到

最大程度的发挥 [3]。针对基于微课的翻转课堂这一全新的教

学模式，近几年来，国内外教育界均展开了深入地探索与研

究。本次试验主要研究儿科护理实训教学中基于微课的翻转

课堂的应用，现作报告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筛选 2024 年 8 月至 2024 年 12 月 98 名在校护生作为调

研对象，随机分为 49 名基础组和 49 名研究组。基础组，计

入男生数量为 5 名，计入女生数量为 44 名，年龄 18 岁～ 21

岁，均值（19.50±1.10）岁。研究组，计入男生数量为 4 名，

计入女生数量为 45 名，年龄 19 岁～ 22 岁，均值（20.51±1.21）

岁。上述资料对比无较大差异（P ＞ 0.05），符合比较标准。

1.1.1 纳入标准：均为专科在校护生；对研究开展愿意

全面依从；满足正常交流标准；一般资料内容齐全。

1.1.2 排除标准：研究开展期间突然脱离；拒绝无条件

依从研究；同时参与其他研究。

1.2 方法

两组均以儿科常用护理技术为实训教学内容，共计课

时 10 个，由同一个教师展开教学。

1.2.1 基础组

采取常规教学模式，具体流程如下：（1）教师课堂上

详细讲解相关理论知识，学生认真听教师讲授；（2）教师

进行相应的演示，学生依照进行练习操作；（3）由教师对

学生练习情况进行点评；（4）要求学生课下书写一份实训

报告。

1.2.2 研究组

采取基于微课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以“新生儿沐浴”

实训护理教学内容为主：（1）教学实施条件：实训护理教

学之前，就翻转课堂的含义、教学流程与环节、具体方法等

内容，向学生进行详细讲解。之后，依据一定的分组原则（组

内异质、组间同质），将 49 例学生合理分组，每个小组大

概 8 人～ 9 人，并在每个小组中挑选一名成员安担任小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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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学生均配备有智能手机，可以使用网络。接下来，组建

班级微信交流群（或者 QQ 群），教室具备多媒体，可有效

开展翻转课堂教学。（2）课前教学资源准备与自学：由教

学老师自主制作并向交流群内上传学习资源，具体涵括教学

计划、新生儿沐浴多媒体课件、相关微课，以及相关的参考

书籍、学习网站等内容；教学资源准备的核心内容是设计和

制作微课，具体以理论、实践一体化的方式设计微课，并且

微课的内容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a、工作任务展现；b、任

务分解；c、知识点讲解；d、操作演示；e、总结与考核；

其中操作演示视频（10min 左右的时长）的拍摄主要实训室

完成。完成微课的设计与制作之后，由教师提前 1 个星期将

微课与其他一系列的电子资源上传至班级交流群内，并同时

复制到班级多媒体设备上，以便于学生随时查阅。在教学之

前，将教学目标告知给学生，并让每一组的学生选出代表在

课堂上进行示范操作。在学生充分掌握学习目标之后，让学

生依据学习任务展开自主学习，并通过互联网、教材以及微

课等多样化的途径，获取相关知识。向学生完全开放实训室，

告诉学生可以在任何时候观看微课，并进行模拟操作。在学

习时长、学习的方式以及学习的内容、进度等多方面，均由

学生自主把握。教学老师需要对学生的学习进度、内容等进

行及时了解，并通过线上或者线下指导的方式，予以学生学

习辅助。在结束自主学习和课前预习之后，学生可以将自己

所遇到的问题，向组长进行反馈，并由组长汇总之后反馈给

教师。（3）课中交流与学习拓展：课堂上不再展示微课内容，

教师只就新生儿沐浴的相关理论知识进行讲解；之后，每组

派出 1 位代表进行护理操作示范，将学习结果展示给老师及

同学们，进行评比，并记入团队的日常表现；对于每组操作

示范过程中出现的典型问题，教师需要及时指出并记录，并

就该问题进行详细讲解，同时让学生进行小组讨论与合作学

习，并派出代表回答问题。教师应在各组练习时，指导各组

学生自主改正相关不足，并为各小组进行详细地答疑解惑，

给予针对性的实训指导。对于小组研讨之后依然没有得到解

决的问题，教师应进行重点地讲解和操作演示。最后，由教

师对各小组的学习情况进行考核与总结，由学生在课后书写

实训报告。

1.3 观察指标

1.3.1 考核成绩：观察内容有 5 项：a、理论知识（0 ～ 30

分）；b、技能操作（0 ～ 30 分）；c、护理礼仪（0 ～ 20 分）；

d、宣教能力（0 ～ 10 分）；e、沟通关怀能力（0 ～ 10 分）；

应用统一考核与自拟量表评定。

1.3.2 自主学习能力：观察内容有 4 项：a、自我动机信念；

b、任务分析能力 ；c、自我监控调节；d、自我评价；应用

自拟量表（总分 150 分）评定。

1.3.3 对教学的满意度：观察内容有 6 项：a、喜欢这种

教学模式；b、激发学习兴趣；c、增强技能熟练程度；d、

提高问题分析及解决的能力；e、 利于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

的融合应用；e、提高团队协作意识；以“是”、“否”为

标准，通过发放自拟调查问卷评定。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2.0 分析数据 . 计数资料以 (％ ) 表示 , 采用

χ2 检验 ; 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 , 组间比

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 , 同组治疗前后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 . 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比较考核成绩

研究组较基础组，考核成绩明显较高（P ＜ 0.05），见表 1：

表 1   考核成绩（ ±s，分）

组别 例数  理论知识 技能操作 护理礼仪 宣教能力 沟通关怀能力 总分

基础组 49 23.44±1.62 23.78±1.57 11.57±1.18 6.57±0.81 6.30±0.67 73.32±3.84

研究组 49 27.51±1.88 27.86±1.86 16.42±1.54 7.53±0.56 7.67±0.67 85.55±2.82

t - 11.480 11.734 17.499 6.824 10.121 17.969

P -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2 比较自主学习能力

研究组较基础组，自主学习能力评分明显较高（P ＜ 0.05），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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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自主学习能力（ ±s，分）

组别 例数 自我动机信念 任务分析能力 自我监控调节 自我评价 总分

基础组 49 41.57±8.05 22.96±4.06 37.62±5.20 14.39±2.47 124.29±16.99

研究组 49 52.67±7.87 33.19±3.50 47.49±5.65 24.73±2.57 134.75±18.06

T - 6.902 13.359 8.998 20.306 2.953

P - 0.000 0.000 0.000 0.000 0.004

2.3 比较对教学的满意度

研究组对教学的满意度明显较高（P ＜ 0.05），见表 3：

表 3   对教学的满意度（%）

组别 例数
喜欢这种教学模式 激发学习兴趣  增强技能熟练程度 提高问题分析及解决

的能力
利于理论知识与实践

技能的融合应用 提高团队协作意识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基础组 49 15（30.61）34（69.39） 20（40.82） 29（59.18） 32（65.31）20（40.82） 24（48.98） 25（51.02）23（46.94）26（53.06）19（38.78）30（61.22）

研究组 49 45（91.84） 4（8.16） 37（75.51） 12（24.49） 40（81.63）9（18.37） 35（71.43） 14（28.57）33（67.35）16（32.65）34（69.39）15（30.61）

χ2 - 38.684 - 12.119 - 5.124 - 5.153 - 4.167 - 9.245 -

P - 0.000 - 0.000 - 0.024 - 0.023 - 0.041 - 0.002 -

3. 讨论

本次试验以儿科实训护理教学为基础，通过对常规教

学模式和基于微课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应用进行比较，结

果发现：后者的教学效果具有显著的优越性。表 1 数据呈现：

研究组考核成绩高于基础组（P ＜ 0.05），这主要归功于翻

转课堂教学模式下，学生可以基于微课的协助下在课前进行

自学，从而初步掌握相关知识与技能；在课中，则可以基于

师生互动、开展实践操作等，来加深自己对相关知识和技能

的深入了解；这样积极的学习过程，让学生可以对知识的理

解更加牢固，对技能操作的熟练程度，以及对护理礼仪、健

康宣教和沟通关爱的能力，均得到显著提高 [4-5]。表 2 数据

呈现：研究组学生在自主学习方面表现突出，这是通过对微

课的学习，可以使学生根据自身的进度进行学习；在课前，

可以对自己的学习进度进行规划，并对自己的学习内容进行

合理选择，培养自我动机信念和对任务的分析能力 [6-7]。在

学习的时候，通过自己监督和评估，可以让学生对自身的学

习习惯进行更多的思考和改善，从而逐步养成一个好的自学

习惯，为自己的终身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8]。

本次试验表 3 获得数据呈现：研究组对教学的满意度

明显高于基础组（P ＜ 0.05），这一结果充分体现了学生对

基于微课的翻转课堂、这种创新教学模式的认同，在课堂上

的师生互动和小组合作，不仅让其学习变得不那么无聊，还

使其在技能和知识的融合应用变得更加明显，使其的学习兴

趣得到了全面的调动、团队合作精神得到了加强，在各个方

面都得到了最好的学习体验 [9-10]。

综上所述，儿科护理实训教学中，基于微课的翻转课

堂，有助于强化学生学习成功、自学能力及对学习的良好体

验感。

参考文献：

[1] 黎小芹 , 吴利平 , 王墨 , 阳海平 , 石林 , 陈晓凤 , 刘丽杰 ,

陈学兰 . 信息化翻转课堂结合 CDIO 模式在儿科护理实习教

学中的应用 [J]. 中国继续医学教育 ,2023,15(13):88-94.

[2] 黄丽丽 .“思维导图 + 翻转课堂”在儿科护理学课

程教学中的应用效果研究 [J]. 西部素质教育 ,2023,9(11):147-

150.

[3] 万俊芳 . 评价 PBL+ 翻转课堂联合教学在儿科护理学

课程中的应用 [J]. 陕西教育 ( 高教 ),2021,(10):45-46.

[4] 郭燕 , 那兰慧剑 , 沙依拉·买力阿吉 . 儿科护理教学

中翻转课堂线上线下交互反馈教学模式实践分析 [J]. 新课程

研究 ,2020,(36):54-56.

[5] 曲航菲 , 肖适崎 . 微课辅助教学模式在《儿科护理学》

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J]. 继续医学教育 ,2020,34(11):22-23.



43    

[6] 陈锦秀 , 朱慧云 , 李艳 . 交互式微课在儿科护理临床

教学资源库建设中的应用 [J]. 齐鲁护理杂志 ,2020,26(13):101-

103.

[7] 哈海霞 , 周静 . 微课结合微信公众号在儿科护理学教

学中的应用 [J].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2020,18(6):36-38.

[8] 贾松伟 .Roy 适应模式联合微信 App 翻转课堂在儿科

护理学教学中的应用 [J]. 卫生职业教育 ,2020,38(6):98-99.

[9] 陈晓庆 , 亓慧博 , 刘会 , 王丛丛 , 孙铭军 , 利安华 . 基

于临床案例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儿科护理学教学中的实

践研究 [J]. 教育现代化 ,2020,7(12):140-142.

[10] 陈易 , 罗诗凡 . 基于超星平台的微课在课堂教学

中的应用和效果——以《儿科护理学》为例 [J]. 大众标准

化 ,2020,(2):221-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