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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信息技术为媒，优化高职护理专业实训效果
许　勇

（常州卫生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江苏 常州 213000）

摘要：随着职业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教育信息化已经成为

高职教育的重要改革趋势。教育部也相继颁发了《教育信息化十

年发展规划》等一系列文件，强调职业教育要重视信息化改革工作，

以信息化为主力来推动专业育人质量的提升。在此背景下，为了

进一步保证实训教学效果，高职护理专业也要以信息化为媒介，

做好实训教学的改革工作，从而进一步提高专业人才培养的先进

性与有效性。本文以高职护理专业实训教学为论点，就信息技术

的应用意义和本专业实训教学的信息化改革路径进行了详细探讨，

以期能够给广大教师同仁提供一些借鉴参考，共同为高职护理专

业的现代化改革与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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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高职护理专业而言，实训教学始终是其核心内容。可

以说，只有保证了实训教学效果，才能提高专业人才培养的适

应性，促使学生更好地就业与发展。然而，在以往的教学中，

护理实训教学当中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实验和临床教学脱节、

教学模式呆板等等，这也极大程度地阻碍了专业育人质量的提

升。面对新时期，护理行业人才需求标准的不断提升，高职护

理专业有必要结合信息化的时代教育形势，以多种信息技术为

突破口，做好实训教学的现代化以及创新化改革工作，从而打

造一个现代化、创新化的专业实训教学新常态，让专业人才培

养质量更上层楼。

一、信息技术在高职护理专业实训教学中的应用意义

（一）丰富方式，激发学生兴趣

笔者曾通过网络问卷调查方式对我校 200 名护理专业生进行

了“信息技术教学”方面的调查，问卷中关于“高职护理专业实

训教学模式评价”这一问题调查中，有 136 人表示传统护理实训

教学模式枯燥，自己很难提起兴趣。占比高达 68%。与此同时，

在“信息技术运用倾向度调查当中”有 178 名学生表示如果教师

在实训中运用多媒体、互联网或者软件技术的话，自己会非常感

兴趣，占比约 89%。由此可见，大部分护理专业生是希望通过信

息手段来进行专业学习的。

我们也都知道，对于护理专业学生来说，兴趣好比是他们的

良师益友。只有在浓厚兴趣的促使下，他们才会在学习实践中更

有动力，进而获得更多学习收益。所以，教师有必要从学生的认

知特点和学习规律出发，秉承趣味教学这一思路，以趣为引来提

高实训教学有效性。而信息技术作为当前护理专业学生熟悉且经

常接触的教育技术，在教学实践中，可以依托音频、微课以及互

联网等多种技术手段来丰富实训教学的形式，打造一个视听一体

化的护理专业实训课堂，让学生能够寓学于乐并且获得更多专业

知识和技能方面的收益。

（二）深化认知，保证教学效果

众所周知，护理专业实训教学始终是围绕着培养高素质、应

用型护理人才而展开的。特别是在医疗行业高速发展的今天，社

会对于专业护理人才的需求质量在不断提高，如果护理专业实训

教学不注重教学设计以及模式革新的话，很难保证育人效果，学

生也无法获得好的发展。而在信息技术支持下，护理实训教学也

被赋予了新的光环，教师既可以将其用在课堂之上，通过一些案

例等视听资源的展示来简化学生的学习难度，深化他们的专业认

知。

结合笔者的问卷调查来看，在“信息化手段应用效果”这一

调查问题当中，有 136 名学生表示信息化手段能够简化自身学习

难度，提高自身学习效果；有 56 名学生表示微课等技术的运用有

助于自己学习和训练，这两部分学生占比高达 96%。与此同时，

笔者在“静脉输液”教学中，通过微课运用和言语教学测试对比

发现，信息化手段的运用在提高护理专业实训教学效果方面的作

用是非常巨大的。

二、信息技术在高职护理专业实训教学中的应用路径

（一）以媒体手段为媒，引入多样资源

结合职业教育实情来看，多媒体是各个专业教师运用较多的

一种信息化手段，它在推进教学效果提升方面有着良好的助力作

用，而这种助力作用主要体现在它的资源集中性方面。在教学实

践中，教师可以依据章节教学内容，搜集一些与之相关的表格、

图文或者音频等资源，然后依托多媒体设备之便来将其展示在课

堂之上，让学生结合教学内容以及这些个性化资源来进行学习，

给他们提供良好的学习参照，从而加深他们对于知识点的把握度。

所以，在护理实训教学实践中，教师也可将媒体手段当做教

学媒介，引入多样化的护理实训资源，让学生能够从中获得更多

启发，得到更好的学习效果。

例如，在“急救病例”的实训教学中，教师一方面可引入一

些急腹症等急救案例视频，让学生能够了解遇到突发情况该如何

进行急救护理；另一方面也可结合运用 PPT 展示一些急救病例个

案，如“有位农民，某天上午在干农活的时候，突然出现胃部不适，

呕吐了大概 10mL 的咖啡样为内容物，而后又呕血大概 200mL，

并且出现胃部烧灼感和恶心等病症 ...”然后，在此基础上，让学

生结合所学内容进行分析探讨，说一说如何确定症状和如何护理

等等。如此一来，不但能激起学生的学习热情，而且还能够简化

他们的实训知识学习难度，可谓是一举多得。

（二）以微课手段为媒，突破实训难点

护理实训教学有着知识点多、实践性强等特点，学生很容易

出现理解不深刻或者掌握不牢固等情况，对此，如何做好教学设计、

教学模式的改革工作，简化学生的学习难度，为他们专业技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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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奠基已经成为每一位护理专业教师都亟待思考的问题。微课

作为教育信息化背景下的代表性技术产物，能够丰富护理实训教

学内涵以及教学形式，对于学生突破学习难点有着良好的促进效

能。

一方面，该手段有着内容精炼、直观性强以及操作简便等特

点，将其引入护理实训课堂能够让学生更加便捷和深刻地把握到

相关知识点的内涵要义，进而提高他们的学习有效性；另一方面，

该手段能够帮助教师构建起一个有着“翻转”性质的课堂，让学

生能够拥有更为个性化、自主化的实践契机，从而实现其专业技

能的有序化提升。

所以，在护理实训教学中，在面对一些难点内容时，教师不

妨将视角放在微课手段之上，以该技术手段为媒介，来保证教学

效果。例如，在“静脉输液”的实训教学中，教师可以打造一个

护理“微”课堂，来引领学生展开翻转形式的学习，使他们的实

践操作能力得到有效培养。具体来说，教师可按以下步骤推进实

训教学：

第一，设计并引入微课。教师可在总结本章节重难点的基础

上，结合网络视听资源设计一个“视频 + 问题 + 总结 + 任务实践”

形式的微课，然后将其展示于课堂当中。其中，视频既可以是一

整套的静脉输液流程，也可以是针对持针手法、进针等某一技能

点的讲解视频；问题则主要围绕关键技能点的总结而展开，如“怎

么保证一次排气成功？”“病人手姿有几种？”等；总结则是针

对微课视频以及问题点的一些梳理和总结；任务实践主要是围绕

一整套护理流程而展开的。

第二，对学生进行分组。教师可结合学生兴趣爱好、基础能

力等方面的实情，在班内划分出多个 4-6 人的护理小组。其中需

要注意的是，要保证各组综合实力趋于均衡，以此来实现整体提

升的教育目的。

第三，布置并推进任务。教师可布置“总结静脉输液流程与

要点”“进行模拟输液”等翻转性质的任务，然后指引各组成员

通力合作，一同围绕微课内容，经过探究分析和合作实践来完成

组别任务。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要做好教学巡视工作，一来维护

好实训课堂的秩序，二来为科组提供一些及时性的点拨，确保他

们翻转实践的流畅性。

第四，成果展示与评价。在各组完成相关任务之后，教师可

指引他们依次阐述观点或展示实践成果，在这一基础上，教师可

结合学生的问题或者实践操作中的闪光点进行总结性的点评，或

者教师可让一些表现较优的小组上台分享一下经验等。通过此举

来让学生更加深刻地掌握到静脉输液的技术要点，同时，为他们

思维、实践、创新、合作以及处理问题等能力的发展奠基。

（三）以软件手段为媒，打造智慧课堂

当前，在信息化时代，互联网终端不断升级，各种信息软件

可谓是层出不穷。这也为护理专业实训教学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启

示。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可结合课程特点，将“雨课堂”“模拟病房”

等软件引入护理实训教学当中，以智能软件为媒介，打造一个智

慧化的护理实训课堂。

例如，在讲授“静脉注射”时，教师可依托“雨课堂”来将

实训课堂“搬到”线上，首先指引学生扫描二维码进入雨课堂，

然后在其中展示相关 PPT，讲解如何下针、如何捆扎等内容，接

着教师可引入一些与实训相关的测试题，让学生完成测试，在此

基础上运用雨课堂软件来为学生进行打分和批改，保证他们的学

习实效。

又如，教师可引入“模拟病房”来推进实训教学，如可通过

相关设备软件模拟孕妇，然后指引学生进行产科腹部检查方面的

学习和实践，以此来使他们更好地掌握相关技术要点，拉近其专

业理论学习和临床实践操作之间的距离，让他们能够获得判断以

及临床思维的有序化培养。

（四）以网络手段为媒，提升实操能力

诸多教育实践证明，教师如果想要保证教学效果的话，不但

要关注好课堂教学，而且也要注重课后巩固的推进，只有这样才

能让学生将学到的知识内化为自身的能力和品质，实现其实操能

力的发展。而在信息化形势下，我们不妨以网络手段为媒介来打

造一个线上的护理实训教育平台，让护理教学能够突破现实课堂

桎梏，实现向网络方向的延伸，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现代化的课

后巩固与辅导。

例如，学校可牵线对接医院，搭建一个院校合作形式的网络

实训教育平台。在平台中，医院可结合不同科室的护理过程来对

学生进行实时的远程教育，让学生能够明白如何进行换药、消毒等，

进一步提高学生的服务意识。与此同时，教师可依托微信、QQ 等

软件之便搭建一个课后巩固平台，将章节微课、数字试题等上传

其中，指引学生进行不限时地观摩与练习。在此基础上，教师还

可定期与学生展开护理知识点的互动，或者指引他们录制一些实

践性质的训练视频，然后通过网络连线辅导以及线下集中授课相

结合的方式来进一步提升学生护理实操能力。

三、结语

总之，面对教育信息化的改革趋势，高职护理专业实训教学

也要做好针对性的改革工作。专业教师要正视信息化手段对于本

专业实训教学的促进意义，积极做好媒体手段、微课手段、软件

手段以及网络手段的渗透工作，从而进一步提高实训教学的先进

性与有效性，为学生专业综合能力的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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