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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教学在重症医学科轮转护士急救能力培训效果分析 

韦冬妹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武鸣医院  广西壮族自治区  530199） 

【摘  要】目的 探讨线上+线下教学在重症医学科轮转护士急救能力培训效果分析。方法 依照随机的方式将医院的30名轮转护士

分为参照组与研究组，每一组15名，选取时间段为2023年5月至2024年8月，对比两组护士的考核结果、理论及技能考核

成绩、教学的效果分析。结果 研究组的考核结果与理论及技能考核成绩数据均优于参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且两组护士在关注学生与关心教学中的急救能力培训效果，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重症医

学科轮转护士急救能力培训实施线上+线下教学模式能显著提升护士的理论成绩和临床适应能力，强化其急救意识与职

业归属感，增强急救能力。 

【关键词】线上+线下教学模式；重症医学科；轮转；护士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on emergency training of rotating nurses in critical care medicine department 

Wei Dongmei 

（Wuming Hospital，Guangxi Medical University，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530199）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ness of online + offline teaching in emergency skills training for rotating nurses in critical care 

medicine departments.Methods Thirty rotating nurses from the hospital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experimental group，with 15 nurses in each group.The time period for comparison was from May 2023 to August 2024.The 

study compared the assessment results，theoretical and skill test scores，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eaching between the two 

groups.Results The assessment results and theoretical and skill test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uperior to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P<0.05）.Additionally，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effectiveness of emergency skills training for both groups，particularly in focusing on students and caring about 

teaching.Conclusion Implementing an online + offline teaching model for emergency skills training of rotating nurses in critical 

care medicine departments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ir theoretical scores and clinical adaptability，strengthen their 

emergency awareness and professional sense of belonging，and enhance their emergency cap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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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医学科护士的急救能力培训中，要求带教老师要具

备扎实的临床实践经验，以及能够结合每位护士的不同背景

与需求，提供定制化的指导。且通过识别每位护士的基础知

识水平、学习潜力与个性化需求，来激发其学习的动力。进

而达到提升护士急救能力的成效。线上教学以其跨越时空的

优势，辅以多媒体技术，已经成为传统教育模式的有益补充。

有关数据显示，视频学习和资料下载是媒体学习时间中的主

要部分，智能手机作为学习工具的使用频率最高。然而，网

络教学可能带来了情感教育与品德培养不足现象，进而增加

了轮转护士的心理负担，并减少其学习的积极性。因而，把

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相融合，能够全面促进学生的发展与提

升。基于此，文章主要对线上+线下教学模式在重症医学科

轮转护士急救能力培训中的探索进行研究，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医院 2023 年 5 月至 2024 年 8 月的 30 名护士作为

研究对象，依照随机的方式将其分成两组，每组 15 例，参

照组（常规教学模式），其中 N2 层级 9 名，N3 层级 6 名，

最大年龄 27 岁，最小年龄 20 岁，年龄均值（22.01±1.31）

岁，研究组（线上+线下教学模式），其中 N2 层级 10 例，

N3 层级 5 名，最大年龄 28 岁，最小年龄 19 岁，年龄均值

（23.11±1.91）岁，组间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可以进行比较。 

1.2 方法 

参照组为常规护理教学在该组实施，即依照教学大纲，

带教老师负责对轮转护士实施理论及实践技能的培训。且在

带教老师的辅导下，轮转护士参与日常临床护理，在此过程

中，护士长与主带教老师还会对整个教学流程进行严格的质

量监督，以促进轮转护士急救能力的提升。 

研究组线上+线下教学模式：①组建线上培训课程。主

带教老师会根据护理部制定的教学框架，结合来重症医学科

轮转护士的培训需求，以提升其急救能力为核心设计具体的

教学方案，并细致地分析重症医学科培训的具体内容。针对

该科室的关键与挑战任务，精心设计有针对性的学习课件，



The Primary Medical Forum 基层医学论坛 第 7卷 第 6期 2025年 

 249

包含但不限于急症科室的疾病相关知识、急诊护理技术，以

及科室常规护理与仪器操作、案例分析与反思记录、人文关

怀与心理支持等。病区护士长首先对教学材料进行细致严格

审核并批准后，承担教学任务的教师将理论及操作课程资料

上传至“钉钉”平台。另外，主带教老师还会对直播授课的

情况进行监督，以此来保障授课的质量。在这一教学阶段，

要重点强调 ICU 监护操作的关键性，旨在使轮转护士深刻

理解呼吸道护理技能的操作流程和规范，熟练掌握重症医学

科护理的标准操作程序。②线上观看直播学习。在护士进入

科室以后，扫码入群参与到在线直播的课程中。且平台会为

其提供直播回放的功能允许其对尚未掌握的内容进行反复

学习，以此来提升其学习成效。且科室还会对护士进行全面

的理论知识与操作技能的培训。在指导轮转护士观看直播课

程时，还会结合课程内容的丰富性合理规划学习时间，并根

据轮转护士的学习阶段和理解能力，引导其有针对性地进行

观看，以便更有效的应对实际问题。除此之外，在此期间培

训老师会结合轮转护士的实际情况会为其选择合适的 ICU

监护病例为其提供较为恰当的实践机会，并激励其主动观

察、积极提问与实际操作。同时，安排 ICU 专职护士与轮

转护士一同参与临床呼吸道护理工作，并进行一对一的床边

指导，从基础操作逐步过渡到复杂操作，进而促进其急救护

理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提升。③线下加强巩固。线上学习结束

以后，老师会通过提问环节评估轮转护士对理论内容的理

解，并针对理解不足或疑问点提供详尽的解释。且在教学查

房中，会通过临床实际病例的讨论与分析，实现理论知识与

临床实践的深度融合，从而加深学生对疾病深层次特性的认

识，并针对课程中的关键知识点。布置相关的课后思考，然

而对于实际的技能操作，如有创动脉血压置管、鼻肠管置管、

心肺复苏、呼吸机使用、萨博机、除颤仪、ICU 镇痛镇静及

血管活性药物配制等，根据轮转护士的学习进度，要求其反

复观看教学视频与模拟练习，直至熟练掌握，方允许在患者

身上实施操作，以确保患者安全。利用这种反复练习和严格

要求的方式，进一步提高轮转护士的急救能力。 

1.3 观察指标 

（1）两组考核结果比较。具体包含新入院（转入）、抢

救、外出检查转运、应急处置。（2）理论及技能成绩比较。

在护士完成科室轮转前后，会对理论知识与操作技能进行综

合评估。且操作技能评估侧重于重症医学科专业技能，包含

心肺复苏、电除颤、呼吸机使用、吸痰、血气分析标本采集、

GCS 评分、镇痛镇静评估等关键核心技术，并依据医院护理

部制定的操作技能评分标准进行打分。（3）临床思维培养：

病情观察（发现并报告早期预警信号如尿量骤降、GCS 评分

变化）；应急能力（抢救配合反应时间从 5 分钟缩短至 2 分

钟内，掌握 ICU 急救优先原则：气道→呼吸→循环）（4）

团队协作与沟通：医护配合（准确执行临时医嘱及时率

100%；参与 MDT 讨论并提出 1 条有效建议如 VAP 预防措

施优化）患者沟通（掌握镇静患者非语言沟通技巧如疼痛的

观察）（5）综合评价：该批次轮转护士完成 ICU 核心能力

矩阵中 6/7 项达标，建议安排进阶性重症课程学习，推荐作

为 ICU 后备人才培养。 

1.4 统计学处理 

把此次所得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后，通过两人的详细审

核，随后录入 Excel 表中，并选用 SPSS22.0 软件展开处理与

分析，计数资料用[例（%）]代表，以卡方值（ 2x ），进行检

验，计量资料用（ sx  ）表示，t 进行检验，p 值小于 0.05，

证明两组对比有统计学意义；反之，证明无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考核结果 

由表 1 所示，研究组的各项评分均高于参照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 比较两组理论及技能考核成绩 

由表 2 所示，研究组的护士各项考试成绩数据均优于参

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3 比较两组对教学的评价 

由表 3 所示，两组护士在关注学生与关心教学中的评

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比较两组护士临床考试评分（ sx  ，分） 

组别 例数 新入院（转入） 抢救 转运 应急处置 

参照组 15 84.38±5.22 86.81±3.86 86.84±4.13 85.78±3.94 

研究组 15 90.47±3.65 91.33±3.40 91.26±3.48 90.83±3.48 

T 值 / 3.703 3.403 3.169 3.721 

P 值 / ＜0.05 ＜0.05 ＜0.05 ＜0.05 

表 2  比较两组理论及技能考试成绩（ sx  ，分） 

组别 例数 理论考核 技能考核 

参照组 15 88.18±3.98 88.81±3.46 

研究组 15 92.19±3.27 90.83±3.09 

T 值 / 3.015 2.212 

P 值 /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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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两组护士对教学的评价得分比较（分， sx  ） 

组别 例数 病区平均分 主带教平均分 一带一平均分 总平均分 关注学生 关心教学 

参照组 15 95.71±9.71 94.83±14.02 99.64±0.68 96.73±7.97 81.49±24.62 81.49±24.62 

研究组 15 97.19±5.07 98.79±2.38 98.79±2.91 98.25±3.38 97.23±11.78 94.45±16.18 

T 值 / 0.523 1.079 1.102 0.680 2.234 1.704 

P 值 / 0.605 0.290 0.280 0.502 0.005 0.099 

3 讨论 

重症医学科的工作环境充满压力，且涉及众多工作流程

与制度，同时该科室与医院内其他科室的协作也十分频繁。

然而适应这样的工作环境对轮转护士来讲通常需要较长时

间，但是通过规范化培训可以有效的减轻护士的紧张情绪。

同时，在重症医学科，轮转护士会接触到各种的危急重症病

患，包括颅脑外伤、骨折、脑出血、休克、呼吸衰竭、心力

衰竭等紧急危重病例。这些情况要求护士能够迅速反应，并

利用其敏锐的专业知识快速对患者病情做出初步评估。 

在重症医学科轮转护士的规范化培训领域，实施了融合

线上与线下的教学策略，旨在优化培训成效。且该策略整合

了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与传统集中面授教学的长处，非常适

合重症医学科护士的培养需求。同时，此种教学模式是一种

小型、受限的在线课程环境，护士可以随时随地的访问包含

急救护理的操作指南在内的培训资源，进而实现灵活自学和

多次复习。同时此种教学模式还为重症医学科轮转护士营造

了一个互动性强、参与度高的学习氛围。鉴于重症医学科对

护士操作技能的高标准要求，以及护士夜班密及高压工作环

境下难以抽出时间参加集中培训的现状，线上学习提供了利

用零散碎片化时间学习的便利，而线下培训则根据护士的线

上学习进展和需求，提供定制化的课程内容和实操指导。然

而在线下培训环节，老师会依据护士在线上的学习的表现，

灵活调整教学计划，确保每位护士获得有针对性的辅导。这

种混合教学模式既保留了线上教学的灵活性和互动性，又融

合了线下教学的实操性和个性化，使培训内容更贴近护士的

实际工作需求，有助于轮转护士急救能力的不断提升。 

本次研究通过对比两组护士的考核结果、理论及技能考

核成绩、教学的评价数据显示，研究组的数据优于参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分析原因为，对护士实施线上+线下

的教学模式能显著提升其护理操作能力与考核结果，并使其

理论与技能的考核成绩得以提升，同时此种教学模式还更具

有针对性，能结合每位护士的实际状况制定针对性的护理学

习计划，进而有利于其全面发展。这种结合线上与线下的教

学模式不仅能提升重症医学科的护理服务质量，还能显著提

高轮转护士的急救能力，保障患者安全。 

总而言之，通过对线上+线下教学模式在重症医学科轮

转护士规范化培训中的探索表明，对轮转护士实施该种教学

模式能提升其职业素养，工作归属感和急救能力，使其能够

更好地应对重症医学科的复杂情况。因而值得广泛推广与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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