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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法与应用

浅谈角色扮演式教学在教学改革中的应用
张　霞

（哈尔滨市卫生学校，黑龙江 哈尔滨 150010）

摘要：为了更好的培养出有创造力、全面适应 21 世纪发展需

要的高素质内科护理新型人才，在教学中采用新的能提高学生学

习积极性的教学方法至关重要。笔者应用角色扮演病例讨论式教

学方法，对提高学生自学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及主动学习等方面

均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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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是教师引导学生按照一定的目标，通过学习教材来逐步

掌握知识、技能，发展智力和体力，逐步培养学生健全个性的教

育活动。教学方法是教师和学生为完成教学任务所采用的工作方

式或方法。病例讨论式教学是给出一个病例场景，要求学生围绕

病例进行讨论从而回答一系列问题。角色扮演病例讨论式教学是

由一组学生简单扮演某一疾病发生的场景内容，然后由教师提出

一系列问题，再由其余小组的学生根据该场景内容及教师提出的

问题，进行讨论，从而得出一系列问题答案的教学方法。本人在

内科护理学教学过程中，插入了角色扮演病例讨论式教学的模式，

逐步培养了护理专业学生对常见病、多发病的分析与判断能力，

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现将角色扮演病例讨论式教学的体会报告如

下。

一、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选取我校 2016 级护理专业的学生，随机抽取实验班及对照班

各一个班，均为女生。实验班按学号顺序编成 6 个学习小组，每

组 8 名学生。

（二）方法

对照班按照常规教学方法教学，实验班则采用角色扮演病例

讨论式教学方法授课。

1. 时间安排

在“消化性溃疡”教学后，开展一次角色扮演病例讨论式教学，

时间安排为 3 学时（每学时 40 分钟）。

2. 抽签、准备及扮演

上课后先安排其中一组的学生进行抽签，签上只写了一种内

科常见的病名，然后给该小组学生 10 分钟的时间进行扮演前准备，

可参考教材内容。准备就绪由他们当中的表演者演示该疾病发生

的场景内容，时间控制在 5 分钟内。

3. 讨论

由教师提出若干问题，然后由其余组的学生根据问题并结合

扮演疾病发生的场景内容进行讨论，讨论时间约 20 分钟。讨论时，

针对所提供的问题每个小组推荐 1 名中心发言人，充分表达本组

的分析、见解和结论。同时，允许其它小组补充和质疑。教师给

予适当的启发和引导，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

4. 总结归纳

讨论结束后，教师用 10 分钟对该疾病进行总结。一方面对扮

演组学生在该疾病发生场景的扮演中不足的地方进行点评，同时

对讨论组学生讨论遗留的问题进行解答及不足方面进行纠正，以

加深所有学生对该疾病的进一步理解。

5. 循环反复

第一次扮演讨论结束后，同上述方法再进行两次扮演讨论。

二、结果

角色扮演病例讨论式教学课后，首先对学生进行授课结果调

查。学生认为收获很大，既学习了病情分析判断步骤的思维过程，

建立了内科护理专业思维模式；同时学生又融入到疾病发生的场

景中，从而加深了对内科护理工作的认识。全体学生对这种教学

方式的满意度较高。其次对实验班及对照班学生进行“消化性溃疡”

这一节内容的测验（主要以病例题为主），结果实验班学生的成

绩明显高于对照班学生的成绩。

三、讨论

（一）角色扮演病例讨论式教学与传统的以授课为基础的学

习方式相比，能将学生长期以来习惯的“被动学习”过程转变为“主

动学习”的过程。

传统的以授课为基础的学习方式要求学生认真地听教师讲解，

然后记住相应的知识内容；而角色扮演病例讨论教学要求学生在

回忆和自学相关知识的基础上，运用所获取的知识，围绕病例进

行思考、分析、归纳、推理，通过讨论来学习和掌握相关知识内容。

这种学习方式显而易见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更容易被学生所

接受。讨论前先进行角色扮演，又可以锻炼学生的胆量及现场发

挥能力，这样无形中又从另一方面锻炼了学生的素质水平。接着

进行小组讨论，能集思广益，使学生在讨论中，慢慢体会到寻找

诊断依据的方法及如何正确诊断，从而使学生对内科常见病的分

析与判断能力逐步提高。

（二）在角色扮演病例讨论式教学中，学生融入了疾病发生

的场景之中，使他们充当了“医生”、“护士”“检验师”“药剂师”

和“病人”的角色，使他们逐渐从理论学习向临床实践过渡。

为了能更好地扮演疾病发生的场景，必须要求学生课前就应

对整节的内容做到熟悉及掌握，且可事先多查相关资料，以便进

一步熟悉整节的内容。实验班大多数学生认为课前利用图书馆、

网络查找资料，不但获得了大量知识，而且掌握了检索、查新的

技能，提高了自学能力。同时在课堂中开展讨论式教学能促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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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记忆，有助于临床实践能力及科研意识的培

养。

（三）角色扮演病例讨论式教学的方法缩短了课堂学习与具

体临床实践的差距。

通过此种教学方法，将临床常见问题、难点问题引入课堂，

启发学生临床思维能力。这种方法能帮助学生灵活运用书本知识，

提高他们的综合分析和判断能力。既注重理论知识的掌握，又兼

顾实践能力的培养，缩短了课堂教学与临床实践之间的差距。

（四）角色扮演病例讨论式教学不同于传统的以授课为基础

的教学，对教师特别是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于学生，角色扮演病例讨论式教学法是理论学习上的一个

挑战，它要求学生应具备较高的素质，如胆识、现场发挥能力、

语言表达能力等。但它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语言表达

能力、积极参加和主动学习的习惯。角色扮演病例讨论式教学方

法对教师能力的要求也较高。教师不仅要熟悉教材内容，以便在

学生进行扮演疾病发生的场景的过程中，能很好地指出他们扮演

过程中的优缺点 ; 同时在讨论中能引导学生围绕中心展开讨论，

又要注意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要能驾驭和控制活跃课堂气氛，

把讨论不断引向深入。所以，这也促使教师应不断学习、不断完善，

使教师具备了扎实的基础知识、精深的专业知识、较高的教学组

织和管理能力。实践证明，角色扮演病例讨论式教学是一种较新

的教学方法，在教师的指导下，能够全方位充分调动学生参与学

习的积极性，从而提高学生利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促进学生多方面能力培养上受到广泛欢迎，激发了学生的学习

兴趣，使他们紧跟专业发展前沿，更好地完善自我，尽早地进入

护士岗位角色，为就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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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网络在线教育在高校教育中的应用
——以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采用泛雅平台为例

赵绍院 

（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四川  成都 610400）

摘要：2019 年 12 月初，在中国湖北省武汉市发现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而后 2 个月左右感染范围扩展至全中国乃至全世

界，2020 年 2 月 21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了关于修订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英文命名事宜的通知，决定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英文名称修订为“COVID-19”，与世界卫生组织命名保持一致，

中文名称保持不变①。由于该病毒存在人传人、社区传播等现象

导致人民群众进行居家隔离，不得外出。在这样的疫情下，聚集

性的活动将无法进行，最严峻的就是学校无法开学，导致实体教

育全线瘫痪。要解决此问题，网络线上教育成了主要教育渠道。

2020 年 1 月 30 日教育部发布要求“停课不停学”，为了不让疫情

向校园扩散，要求“不能面对面课堂上课，我们就搭建云课堂，

让孩子们在家也能开展学习”。充分利用好网络在线教育平台开

展授课，充分利用好网络教育资源开展学习，充分利用好网络在

线教育促使学生确立自己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本文以西南

交通大学希望学院采用的泛雅平台为例展开探讨冠肺炎疫情背景

下网络在线教育在高校教育中的应用。

关键词：新冠肺炎网络教育泛雅平台

自 2019 年 12 月以来，2019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

在短短的 2 个月之内蔓延至全中国和部分海外国家，疫情传播速

度极快，感染人数突破 7 万，疫情形势非常危急。（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简称“新冠肺

炎”，是指 2019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导致的肺炎，，在如此严峻的

形势下，为了不让疫情向校园扩散，教育部通知“停课不停学”，

充分利用网络在线教育平台开展好各类教育教育工作，不能因为

疫情而影响到教育。

临近学生收假开学，但是疫情仍然严峻，各地区教育厅都

发布了关于“坚持大局为重，防控优先，一级应急响应不解除

不返校 ; 坚持省上统筹，属地负责，物资保障不充分不开学 ; 坚

持生命至上，健康第一，措施落实不到位不开课”的总体要求。

根据要求我们可以看得出，基本很多学校开学时间都要延迟，

延迟的时间里，严格按照“停课不停学”的目标，选择网络在

线教育平台进行教育教学是必然趋势，网络在线教育平台必当

发挥其重要的作用

本文以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为例，围绕“停课不停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