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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微课作为一种在线或移动式学习资源，在教育行业的应用前景相当广阔。而护理作为一门

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综合性学科，需要我们护理人员的理论和技能得到全方位的发展。同时，优质护理的提出要求护理

人员“以病人为中心”对其进行心理、生理、社会等全方位的整体护理，护理人员需进行终身学习来不断的更新知识去维护病

人的健康。微课的产生使得临床护理人员对知识点学习更容易理解和掌握，更有利于在病人中展开适当的健康宣教。该研

究通过分析微课的背景、概念以及目前微课在我国护理方面的应用和研究进展，简述了微课应用于护理教学中的模式，微课

在护理实践中的应用形式和主要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在我国护理教学和实践中的应用不足与展望，以期为微课在护理方

面发展方向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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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课又名微课程，是一种新型的课程资源，其
主要功能是提供教师和学生一个“教”与“学”的平

台，使得教学方式更加多样化；其主要特点是内容

短小精悍、目标明确、时间短、以视频为主要载

体［１］。张一川等［２］研究指出，在国内，微课的应用

较多的在于教师专业，包括其发展、交流和评课等

方面，通过运用教师微课大赛等形式来提升教师的

教学能力。而微课在护理方面的应用更是一种将

微时代引入健康领域的一个重要突破。随着信息

化时代发展和网络平台建立，老师课堂授课已经不

能满足人们对知识的需求。有研究将微课教学与

传统教学比较指出［３］，将微课应用于护理带教中，

将传统教学与微课教学相结合，更加适应护理行业

的发展。现对微课应用于护理的研究进行阐述，综

述如下。

１　微课的概念和产生背景
１９９３年，美国北爱荷华大学的有机化学教授

ＬｅＲｏｙ．提出“６０ｓ课程”［４］，其目的在于简化细节，
让人更加容易去了解化学知识；而２００８年，美国新
墨西哥州胡安学院（ＳａｎＪｕａｎＣｏｌｌｅｇｅ）的在线服务经
理ＤａｖｉｄＰｅｎｒｏｓｅ正式提出微课的概念［５］，他认为，

微课是以主题明确的学习目标为基础，录制声频或

视频音像的６０ｓ课程，达到在线学习的过程。而在
国内首先提出微课概念的是胡铁生，他指出微课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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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按照课程学习大纲，在教学过程中对某个知识

点，通过视频录制，进行有针对性的教与学活动，是

一种新型的教学方式［６］。

２　微课应用于护理教学中的模式
２．１　传统教学的辅助模式　护理传统的教学模式
主要是学生被动的接受知识，而老师以理论知识传

授为主，操作技能的培训主要是老师在课堂上进行

一次操作示教，课后学生进行练习，未能借鉴相关

在线学习资源进行再纠正学习，存在反复咨询老师

的现象，并且学生课后主观能动性较低，对课堂上

讲授的知识未能进行批判性思考与回顾［７］。在临

床见习中，给真正的病人进行护理时，缺乏护理相

关专业的实践能力。将微课引入传统教学，作为其

辅助，正弥补了传统教学的不足，将课堂教学资源

进行整合，突出重难点，并对课堂内容进行补充。

蒋慧癑等［８］研究，将护理学院９８名同学作为研究
对象，实验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创建微课学习平

台，结果实验组成绩优于对照组，且对照组９０％的
同学认为此教学模式对知识点掌握更有针对性，

９２％同学认为重难点突出，利于自主学习，从而得
出以微课为辅助学习模式既可以满足学生的碎片

化学习，还能满足其自主学习的结论。

２．２　基于微课的翻转教学模式　翻转课堂又称
“反转课堂”［９］，是传统教学模式上“课上讲授知识”

与“课后学生完成作业”的颠倒，其最早起源于美国

的一所中学，２０１１年，美国掀起了翻转课堂教学模
式的热潮，倡导学生课前观看老师讲课视频，课上

抓住重难点，并与老师交流提出问题并共同完成作

业。首先，翻转课堂的前提是学生课前下载观看老

师授课视频，而微课以微型教学视频为主要载体便

承载这一功能。张金萍将此模式应用于《人体形态

学》教学中指出［１０］，实验组在线网上测试成绩高于

对照组（Ｐ＜０．０１），且对实验组学生问卷调查中发
现，６９．３９％的同学表示喜欢此教学模式，８１％的同
学认为该模式提高了自己的自学能力。赵红等［１１］

将该模式应用于护理学基础教学中，其实验组成绩

仍高于对照组，在学生对该教学模式评价中，９０％
以上的学生认为提高了学习兴趣，增加自学与写作

能力等，这与张金萍等［１０］研究结果一致。

２．３　混合学习模式　马清等［１２］提出，“所谓混合学

习，就是要把传统学习方式的优势和网络化学习

（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的优势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既要发挥
教师引导、启发、监控教学过程的主导作用，又要体

现学生作为学习过程主体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

性”，混合式学习是几种学习方式的结合。微课特

点在于内容短，时间短，以微视频为主要载体，可将

其应用于传统课堂、翻转课堂、网络平台等教学模

式中，而在混合式学习模式中，既需要老师在课堂

与学生进行面对面教学，同时也需要进行在线教

学，因此微课在其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在周

英凤等［１３］研究中，研究者采用线上教学与翻转课堂

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以复旦大学 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系统作
为学习平台，进行为期１４周线上教学与１周翻转课
堂，结果发现混合式教学模式充分利用了教学资

源，并且可以进行资源的共享，在学习中，教师可以

看到学生的学习进度，达到监督的作用，提高学生

的自主学习。

３　微课应用于护理教学与临床临床实践中的形式
与内容

３．１　微课应用于护理教学与临床实践中的形式
３．１．１　个体化授课　微课在护理实践中以“微”、
“精”为主要特点，由于视频内容短小，时间短，针对

护理操作的每个环节均能直观的展现出来，课后学

生可通过保存微课视频或在学习平台在线观看视

频，有针对性的对自己薄弱的环节进行反复学习，

其节奏的快慢也由学生自己把握［１４］。而在临床实

践中护士可针对每位病人病情的不同，制作与其病

情相适应的微课课件，例如，对病人进行针对性的

个体化健康教育等。

３．１．２　集中讲授　护理实践不论是课堂还是临床
工作中都有很多操作性技能需要我们护士熟练掌

握，比如说：心肺复苏（ＣＰＲ）、静脉输液、注射等，每
一个操作都有其细节的地方需要学生或护士注意。

然而传统教学中，老师采用边讲述边操作的方式进

行授课，学生习惯将老师的操作用手机进行录制，

而课堂上并未专心学习；另外由于学生的接受能力

不尽相同，学习效果水平也是参差不齐的。将微课

视频在课堂上进行集中展示，老师对重难点进行阐

述，节省时间，学生可以在课上进行操作练习、交

流、讨论，及时掌握要点。周翠萍等［１５］即采用此授

课方式，对学生进行 ＣＰＲ的技能培训，试验组成绩
考核均较高于对照组，且技能掌握的更加扎实，操

作更加规范。

３．１．３　建立 ＱＱ、微信平台等网络方式　ＱＱ、微信
是当今社会主要的网络联络工具，其具有可以聊

天，接收和发送图片，上传和下载视频，建立微信公

众号等功能，通过ＱＱ或微信建立学习平台，将微课
视频上传，进行资源共享学习，并可实时的交流讨

论等，对于大家产生疑问的地方，记录后可请老师

集中解答，增加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在临床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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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中，针对出院病人亦可采用此方法，特别针对出

院后需继续康复和护理的病人，如乳腺癌术后病

人，伤口造口病人等，建立 ＱＱ或微信平台，上传微
课视频对其进行健康指导，是一种符合我国现在民

情的一种切实可行的延续性护理方法。彭岚岚

等［１６］对产后抑郁症病人研究时发现，通过建立微信

公众平台和ＱＱ群，理性情绪疗法联合微课对产后
抑郁症病人进行健康教育，相对于对照组抑郁评分

明显降低，得出理性情绪疗法联合微课健康教育，

有助于降低产妇产后抑郁水平。

３．２　微课应用于护理教学与临床实践中的内容
３．２．１　健康指导　目前微课在护理临床实践开展
中主要以健康指导为主。随着现代网络资源的日

益丰富，在家中、酒店、甚至在医院都能享受到免费

的Ｗｉｆｉ，人们也越来越青睐通过上网来获取一些健
康知识，而微课的出现，结合护理专业化健康指导，

更加有利于健康知识的传播，也正迎合人们对网络

健康资源的需求。黄丽华等［１７］研究表明，运用微课

对脑卒中病人进行健康教育，采用个体化讲授、集

中讲授以及建立ＱＱ、微信平台等形式，有效的预防
了脑卒中病人肩手综合征的发生，对患肢的恢复起

到促进的作用，并增加了病人学习的兴趣和积极

性。张秀芬等［１８］将微课应用于生殖健康服务中，将

生殖健康相关知识制作成微视频，让其在家进行学

习，比较术前术后生殖健康相关认知水平，发现术

后病人认知水平明显提高，更加重视无痛人流的危

害。将微课应用于临床护理健康指导中，是一种新

的健康指导方式，值得临床借鉴。

３．２．２　技能培训　贯彻“优质护理”服务内涵及以
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首要前提是护理操作技能

的提升。在临床护理工作中，对护士的静脉输液操

作技能进行规范化培训，对病人进行针对性的健康

指导，可提高病人的满意度［１９］。因此护理教育者在

注重学生理论知识传授的同时也应注重操作能力

的培养。然而传统的教学模式在这方面有所欠缺，

微课的引入弥补了这一缺陷。罗秋梅等［２０］将微课

应用于护理实验教学中，在《基础护理学》实验课操

作中，实验组将侧重难点操作整理，任课老师建立

学习平台，将微课分享在平台上，供实验组同学自

主学习、预习和复习等，教师也会及时的针对学生

的疑问进行解答，结果显示实验组考核成绩优于对

照组。同时，微课视频加上配音、配图，使得技能操

作展现的更加富有趣味，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且

学习不限时间和地点，促进了学生学习自主性。然

而，目前为止，微课在临床护理的急救技能培训中

应用并不多，有待进一步加强。

４　结语
微课是信息时代发展的产物，将微课引入教育

教学中，打破了传统的教学模式的“填鸭式教学”，

学生将被动接受知识转为主动学习，并且微课的学

习可以随时随地，由视频、动画、音频等丰富的内容

组成，容易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学习的效率

也会有很大的提高。对于老师而言，这无疑是一种

挑战。老师在备好课堂内容的同时，需掌握微课的

制作方法以及微课内容的设计。将微课运用于护

理教学中，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传统护理教学模式的

空缺，更加注重培养临床护理复合型人才，是未来

护理教育的一种新型的教育模式。然而，微课在我

国兴起于２０１２年，以在线视频为主要表现形式，其
应用范围主要是中小学，职业学校等［２１］。李敏清

等［２２］通过文献查阅发现，在临床护理教学领域的运

用较少，目前大部分在探索阶段；而以病人为教育

对象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其中有小部分学者对病

人疾病的预防和康复锻炼健康教育进行研究，然而

临床病人一般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心理状态，

目前对病人心理健康领域的干预仍需要我们进一

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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