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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湖南省普通本科高校教育教学改革

典型分享项目成果简介

项目名称：基于成教护生临床思辨能力的虚拟仿真课堂建设

——以《妇产科护理学》为例

单位名称：南华大学

项目主持人：赵琼兰

团队成员：伍媚春、王洁、刘芬、李辉

一、项目研究背景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迅猛发展，成人高等教育在高校扩招政策的大潮下

也发展迅速。据统计，2020年中国成人本、专科招生人数达 363.76万人，较 2019

年同比增长 20.37%，在校成人本、专科人数达 777.29万人。其中因为我国护士

人口基数庞大（超 445万）、整体学历较低，所以护士成为了成教学生的主力军。

成人高等护理教育不仅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对学习型社会的建设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如何保证并提升成教

护生的教学质量一直是护理教育工作者思考的重要问题。

以往，各高校在成教学生培养过程中普遍存在“成教教育普教化”现象，即成

教生在与普教学生享用共同的教学资源、校园环境的同时，往往被忽略其群体之

间的深层差异而导致教学效果和质量不高。成教护生大多来自基层医疗单位，拥

有一定的医学知识，具备一定的操作技能，但临床工作的核心能力——临床思辨

能力有待提升，同时其大多需要兼顾工作、家庭，学习时间有限且不固定。因此，

如何根据成教护生的特点，打造适合他们的课程，是提升教学质量的关键。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虚拟仿真教学已成为高等教育信息化建

设和教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手段，具有高效、便捷、交互性、多感知、沉浸式等优

势，契合成教护生的学习特点，有利于其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来学习，同时以临床

典型案例为基础的虚拟仿真教学项目也有利于护生临床思辨能力的培养和提高。

因此，本研究联合福建水立方三维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将虚拟仿真技术运用于护

理学专业的主干课程和专业必修课——《妇产科护理学》的教学中，以成教护生

的临床思辨能力为主要落脚点，构建虚拟仿真教学课堂，以达到“以学生为中心”

的教学目的，提高教学质量。

二、研究目标、任务和主要思路

1. 研究目标

与福建水立方三维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使用三维虚拟仿真技术，开发妊

娠期护理的虚拟仿真软件，并将其与已有的产科实训虚拟仿真软件一起运用于成

教护生的《妇产科护理学》课程中，以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要，培养学生自主

学习能力及临床思辨能力，从而提高成人护理教育教学质量。

2. 研究任务

（1）调研与分析：完成成教护生的在线学习力和临床思辨能力的现状调研，分

析虚拟仿真教学的需求。

（2）团队建设与培训：组建并培训《妇产科护理学》虚拟仿真教学改革团队，

确保团队成员具备现代教育理念和信息化教学能力。

（3）资源开发与平台搭建：开发妊娠期护理的虚拟仿真软件，搭建课程资源平

台，整合教学资源，确保资源的有效性和实用性。

（4）教学实施与效果评价：将虚拟仿真教学资源应用于实际教学中，通过对比

评价其效果，包括课程成绩、临床思辨能力和教学满意度的提升。

3.项目的主要思路

（1）需求导向：以成教护生的实际需求为导向，通过调研明确教学改革的方向

和重点。

（2）技术融合：将虚拟仿真技术与临床实际紧密结合，开发贴近临床的教学资

源，提升教学的实用性和互动性。



（3）学生主体：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观念，通过虚拟仿真教学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

（4）效果验证：通过考试成绩、专业量表自评等评价方法，验证虚拟仿真教学

资源的效果，确保教学改革的有效性。

三、主要工作举措

1.调研成教护生的在线学习力、临床思辨能力及虚拟仿真教学课堂的需求

利用问卷星平台，通过问卷的方式，调查成教护生的在线学习力、临床思辨

能力现状，通过半结构式访谈调查分析护生对课程实施虚拟仿真课堂的需求。其

中在线学习力的评估是采用华东师范大学李宝敏教授编制的在《线学习力量表

（OLPS）》进行。该量表常用于本科生与护士在线学习力的测量。由 56个条目

5个维度组成。采用 5级评分，得分越高代表被调查对象的在线学习力越强。量

表的克隆巴赫系数为 0.988。临床思辨能力的评估采用俞杰翻译的《临床推理与

反思自评量表》。该量表包括 26个条目 4个维度，采用 5级评分，得分越高代

表被调查对象的临床思辨能力越强。量表的克隆巴赫系数为 0.75。

2.组建《妇产科护理学》虚拟仿真教学改革团队

团队由护理学院、附属医院参与《妇产科护理学》教学的 8名一线教师组成。

首先对团队教师进行培训，使其更新教育理念，摒弃“灌输式”的传统教学思路，

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观念，准确掌握成教护理专业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

题，明确教学改革方向，积极投身信息化教学培训，擅于利用网络技术、多媒体

技术和医学多媒体教学资源，对教学内容进行整合。

3.构建《妇产科护理学》虚拟仿真教学资源

（1）虚拟仿真软件的开发

妇产科护理学教学团队与福建水立方三维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开发妊娠

期护理的虚拟仿真软件。妇产科护理学教学团队提供软件开发需要的脚本和相应

的素材，在内容上严格把关。福建水立方三维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研发团队则负责

软件的制作。从最初的需求讨论会双方明确软件的功能需求、目标用户群体、预

期学习成果等，到软件原型图的讨论，再到软件的审核与测试，双方通过数十次

线上或线下的方式反复沟通交流，确保虚拟仿真技术与临床实际的高度融合。

（2）平台搭建



搭建课程资源平台，实施教学安排、学习、监控、讨论、测试、评价等。平

台设计了课程与资源模块、用户权限管理模块、交流反馈模块、数据统计模块。

其中，课程与资源模块，成教护生可以运用三维虚拟仿真教学平台上的虚拟仿真

资源展开学习活动。在三维虚拟仿真教学资源中设置了核心资源和辅助资源，前

者涉及虚拟仿真实验如妊娠期的护理（团队开发）、分娩期的护理（前期已存在），

后者涉及微课、图像、动画、音视频、案例、PPT课件、试题库等。在用户权限

管理中，主要包括资源建设、护生用户管理等。交流反馈模块主要用于课程学习

过程中。而数据统计模块主要用于教学活动评价及学生形成性评价，主要涉及教

师教学统计、课程学习统计、教学活动记录统计、学习进度统计等子模块。

针对成教护生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临床思辨能力相对缺乏的特点，课题组

针对《妇产科护理学》的重点内容——妊娠期和分娩期的护理，收集临床上的典

型案例，利用虚拟仿真技术将典型案例情境化，并模拟案例的不断发展，强调患

者护理过程和方法的真实再现，通过人机交互学生全程参与对虚拟患者的护理、

沟通，掌握对妇产科患者进行全面、系统的病情评估、病情观察、规范熟练的操

作及有效的医护、护患沟通方式，使护生真实感受到自己在操作过程中的各种信

息。这个学习过程贴近临床，既能使学生重温和巩固理论知识，又能熟练其操作

技术。最重要的是，随着案例的不断进展，学生需不断地思考，做出合理的判断，

评判性思维能力能得到锻炼和提升。同时，这种直观立体的教学模式也能有效激

发成教护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

4.将虚拟仿真教学资源运用于成教护生《妇产科护理学》教学中，评价其效果

将涵盖妊娠期护理和分娩期护理两个虚拟仿真教学项目的课程资源平台运

用于 2023级《妇产科护理学》成教护生的授课中。选取衡阳红星函授点的护生

作为干预组，衡阳医博函授点的护生作为对照组。干预组采用线上和线下教学相

结合的方式，线上采用虚拟仿真项目进行教学，线下进行重点知识点的讲解及答

疑。对照组采用常规的面授。课程结束后，运用期末课程成绩、《临床推理反思

能力量表》以及自编的《教学满意度问卷》比较衡阳红星和衡阳医博两个函授点

的成教护生课程成绩、临床思辨能力及教学满意度的差异。

四、取得的工作成效



1.调查了成教护生在线学习力与临床思辨能力现状及对虚拟仿真教学课堂需求

（1）成教护生在线学习力现状

通过问卷星向湖南省衡阳市、益阳市、邵阳市和长沙市函授点攻读南华大学

护理本科的成教护生发放《在线学习力量表》。回收有效问卷 378份。结果显示

成教护生在线学习力总分为(218.91±29.45)分，各条目均分为 3.91±0.58。5个维

度中，学习驱动力得分(3.97±0.58) 和学习互惠力得分 (3.96±0.60) 最高，学习管

理和调节力得分 (3.91±0.58) 居中，学习顺应力得分 (3.87±0.55)和学习策应力得

分(3.86±0.59) 最低。这表明成教护生在线学习力处于较高水平。这为虚拟仿真

项目教学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成教护生临床思辨能力现状

通过问卷星向湖南省衡阳市、益阳市、邵阳市和长沙市函授点攻读南华大学

护理本科的成教护生发放《临床推理与反思自评量表》。回收有效问卷 378份。

结果显示成教护生临床推理与反思自评总分为(94.53±8.40)分，各条目均分为

3.57±0.39。这表明成教护生临床思辨能力处于中等水平。4个维度中，信息系统

化得分(3.70±0.38)最高，分析问题得分(3.57±0.48)和寻求真相得分(3.40±0.49)居

中，反思能力得分(2.75±0.75)最低。这提示提升成教护生的临床思辨能力是非常

有必要的。

（3）成教护生对虚拟仿真教学课堂需求

378名成教护生中有 345人（占 91.2%）同意采用虚拟仿真教学课堂。

2.开发了妊娠期护理虚拟仿真软件

妇产科护理学教学团队与福建水立方三维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开发了妊娠

期护理虚拟仿真软件。该软件是基于临床真实案例而设计，涵盖了孕妇接诊、健

康史的评估、静脉采血、四步触诊、胎心监护、骨盆外测量、阴道检查、分娩球

的使用等过程。

3.分析了虚拟仿真教学资源的运用对成教护生《妇产科护理学》课程成绩、临床

思辨能力和教学满意度的效果

2023年对衡阳红星函授点的护生（干预组）运用虚拟仿真项目进行教学，衡

阳医博函授点的护生（对照组）采用常规的面授。课程结束后，两组护生《妇产

科护理学》课程成绩、《临床推理与反思自评量表（SACRR）》得分及自编的



《教学满意度问卷》得分如下。

1）两组护生《妇产科护理学》课程成绩比较

对照组护生平均成绩为 70.89±8.85 分，干预组为 71.42±7.83分，两组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826, p>0.05）。这表明与传统授课相比，虚拟仿真项目

的运用对成教护生课程成绩的提升无明显优势。其原因主要与课程成绩的考核方

式有关。目前成教护生《妇产科护理学》课程的考核方式还是期末卷面考试的方

式。其包括 100道选择题，每题 1分。因此这主要是考查护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

程度，而对护生临床思辨能力的考查涉及甚少。所以虚拟仿真课堂的优势无法体

现。建议以后课程采取过程考核和期末考核相结合的方式，更科学、合理地考查

学生知识、能力的提升情况。

2)两组护生临床推理与反思自评量表得分比较见表 1.

表 1 两组护生临床推理与反思自评量表得分比较

由表 1可知，干预组护生的临床推理与反思自评能力总分以及信息系统化、

问题分析和追求真理 3个维度的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这表明虚拟仿真项目的运

用能提升成教护生的临床思辨能力。

3）两组护生教学满意度得分比较

对照组护生教学满意度为(4.06±0.60) 分，干预组为（4.346±0.52） 分，两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324,p=0.022），即干预组成教护生对课程教学的

满意度明显干预对照组。这表明虚拟仿真项目的运用有助于提高护生的教学满意

度。

4. 发表相关教学论文

以本项目为基础，撰写了 3篇教改论文。其中一篇发表在北大核心期刊《护

理学报》上。具体如下：

SACRR 对照组 干预组 t p

信息系统化 3.69±0.28 4.11±0.34 -6.234 0.000

问题分析 3.55±0.33 3.85±0.29 -4.611 0.000

追求真理 3.40±0.35 3.80±0.39 -4.988 0.000

反思能力 3.05±0.65 3.14±0.88 -0.553 0.582

临床推理与反思自评能力 3.57±0.25 3.93±0.24 -6.823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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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特色和创新点

1.特色

本项目的特色在于将现代信息技术与妇产科教学深度融合，仿真的场景、声

音、动画让护生快速进入场景，激发护生的学习兴趣，培养护生妇产科临床思维

能力。

2.创新点

（1）理论创新

首先，本项目融合了虚拟仿真与成教护生临床思辨能力培养；其次，本项目

强调以学习者为中心，通过虚拟仿真教学平台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路径，为构建以

学习者为中心的个性化教学模型提供了参考。

（2）实践创新

首先，本项目开发了妊娠期护理的虚拟仿真软件；其次，本项目将虚拟仿真

教学资源运用于成教护生的教学中，拓展了虚拟仿真技术运用的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