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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CiteSpace雨课堂在护理教育中应用的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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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探讨雨课堂在我国护理教育中应用的研究现状、热点与前沿，为雨课堂与护理教学相结合的深入发展提

供参考。方法 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维普数据库和中国生物文献服务系统自建库至 2024 年 1 月 16 日收录的关于雨课

堂在护理教育中应用相关的文献，采用 CiteSpace 6.3.R1 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 共纳入 338 篇文献，发文量总体呈先升

后降趋势，各学者和机构间合作较少，关键词共现得出高频关键词为教学模式、应用人群以及应用效果等，形成 9 个关键词

聚类标签，课程思政和实习护生是近 2 年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 结论 各发文作者和机构之间需加强交流，在教学中采用

多元化教学模式的应用，完善雨课堂应用于护理教育的教学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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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hotspots, and frontiers of Rain Classroom application in nursing

education in China, providing references for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Rain Classroom and nursing education. Methods Literature

related to the application of Rain Classroom in nursing education was retrieved from databases such as CNKI, Wanfang Data, VIP, and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until January 16, 2024. CiteSpace 6.3.R1 software was used for visualization analysis. Results

A total of 338 documents were included. The overall trend of publication volume first increased and then decreased. There is less

collaboration among scholars and institutions. The co-occurrence analysis of keywords yielded high-frequency terms such as teaching

models, application populations, and application effects, forming nine clusters of keyword labels.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ractical

nursing students are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in the past two years. Conclusion It is necessary for authors and

institutions to strengthen communication and adopt diversified teaching models in education. Additionally, the evaluation system for the

application of Rain Classroom in nursing education should b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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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课堂
[1]
是由清华大学和学堂在线共同精心打造的智

慧教学工具，覆盖了学生课前、教师课上和学生课后三个关

键教学阶段的内容
[2]
，已经演变为一种创新性的混合式教学

工具。雨课堂教学工具能强化教育与学习的关联，建设完善

的数据支持平台，并增进师生互动，提升教学效率和便利性。

雨课堂于 2016 年开始应用于“网络综合布线”课程
[3]
。目

前，基于雨课堂的混合式教学在护理教育中应用符合当今时

代的要求，给护理教学机构提供了一个互动性强、资源丰富

的在线学习环境。作为一个辅助性的教学工具，雨课堂还可

以与多种教学方式联合
[4-6]

，如联合思维导图教学、微课教

学、3D 模型教学等，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探究学习能力，并

引导其由表面学习向深度学习转变
[7]
，同时可以协助实现师

生角色的转变，提升学生的实践技能和沟通合作能力
[8]
。雨

课堂作为一种创新和便利的教学工具，其在医学教育研究中

仍存在一些潜在的不足之处，关于雨课堂在医学教育方面的

研究文献可能存在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
[9]
，部分研究缺乏深

度，不够深入探讨其长期效果和深层次的教育成效，同时过

度依赖工具可能导致一些基本的教学互动和传统教学方法

被忽略。在护理教育中，如何有效合理地应用雨课堂，是当

前护理教育所面临的挑战之一。Citespace
[10]

是由陈超美教

授开发的一款用于视觉化和分析科学文献中的趋势和模式

的软件。本研究基于 CiteSpace 软件，运用可视化图谱对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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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在护理教育中应用的研究现状、热点与前沿进行深入分

析，旨在为全面了解雨课堂在护理教育中应用的研究动态提

供了参考和借鉴。

1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检索中国知网（CNKI）、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

数据库（VIP）及中国生物文献服务系统（CBM）收录关于雨

课堂在护理教育中应用的文献，语种限定为中文。以 CNKI

为例，采用高级检索方式，检索式为：主题=“雨课堂” AND

主题=（“护理” OR “护生”)，检索时限为建库至 2024

年 1 月 16 日。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以雨课堂在护理教育中应用为核心的文献。

排除标准：会议论文、报纸、报道、成果、新闻以及与主题

无关或信息不完整的文献。

1.3 研究方法

共检索到 839 篇文献，采用 Note Express 软件排除重

复文献 426 篇，由两名经过培训的研究者严格按照纳入和排

除标准，阅读文献题目和摘要进行初筛，然后进一步查阅全

文进行复筛，对筛选的结果有争议时，邀请第 3名专家进行

判定，最终纳入文献 338 篇。本研究使用 CiteSpace 6.3.R1

软件对数据源进行统计学分析，时间区域为 2017-2024 年，

时间切片为 1 年，阈值数值设置为 g-index （k=“25”），

节点类型分别为“作者”“机构”“关键词”，通过绘制作者

合作网络图、发文机构合作网络图、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和

突现词分析图谱，对近年来雨课堂在护理教育中应用的研究

热点和发展趋势进行可视化分析。

2 结果

2.1 文献发文量分布

雨课堂在护理教育中应用的发文量见图 1，雨课堂开始

应用于护理教育是在 2017 年，2018 年-2021 年发文数量呈

迅速上升趋势，2021 年发文量最多，达到 76 篇，而后发文

量呈缓慢下降趋势，雨课堂在护理教育中应用发文量总体呈

现先升后降的趋势。

图 1 2017 年-2024 年雨课堂在护理教育中应用的发文量

Figure 1 The number of papers in the application of rain

classroom in nursing education from 2017 to 2024

2.2 作者合作网络分析

雨课堂在护理教育中应用的作者合作网络图见图 2。

338 篇文献涉及作者 1019 人，其中 70.7%的作者发文量仅为

1 篇，图中节点的大小与作者发文量成正比，发文量最多的

是李鹏和易淑明（均为 8篇）。在作者合作网络图中共获得

200 个节点，连线数为 140，网络密度为 0.007，连线代表

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连线越粗表示合作程度越紧密，根据

结果显示，目前已形成了以李鹏和易淑明为核心的大范围作

者群，以及以戴小红、张伟宏、谭杨波为核心的小范围作者

群，同时还有一些散在作者群，其余研究者网络合作关系较

少、合作强度较弱。

图 2作者合作网络图

Figure 2 Author collaboration network diagram

2.3 机构合作网络分析

雨课堂在护理教育中应用的文献机构合作网络图见图

3。在机构合作网络图中共获得 158 个节点，37条连线，网

络密度为 0.003。发文量最多的机构是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和益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均为 11 篇），其次是广西

中医科大学（10 篇）。由图可见各机构合作较少，无密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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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单位及地区协作现象，且多为各大医学院校及其附属医

院。

图 3机构合作网络图

Figure 3 Organization collaboratio

2.4 文献关键词共现

设置出现频率≥7次的关键词共现图谱见图 4，分析生

成 187 个节点，376 条连线，其中每个节点代表一个关键词，

节点范围越大表示其出现的频率越高，由此可知雨课堂是核

心关键词。由出现频率排名前九的热点关键词（除雨课堂主

题以外）反映了当前主要的研究方向，包括了护理教学、教

学模式、应用人群以及应用效果等，见表 1。

图 4 关键词共现图谱

Figure 4 Keyword co-occurrence map

表 1 出现频率排名前九位的热点关键词（除雨课堂主

题之外）

Table 1 Top 9 hot keywords (excluding rain

classroom topics)

2.5 文献关键词聚类

聚类分析是通过算法将相同或相近的关键词进行整合，

以便更准确地展示概念之间的关联。CiteSpace 可视化分析

可根据网络结果和聚类的清晰度，提供模块值（Q值）和平

均轮廓值（S 值）2 个指标。当 Q 值大于 0.3 时，表示所划

分的社团结构显著；而当 S 值在 0.5 以上，则该聚类通常被

视为合理；若 S 值达到 0.7 时，说明聚类效率高且具有说服

力。利用 CiteSpace 6.3.R1 软件进行关键词共现后，运用

对数似然比（LLR）算法进行聚类，生成该领域关键词聚类

网络，如图 5所示。该网络包含 187 个节点和 376 条连线，

中心度为 0.0216，Q 值为 0.5899，S 值为 0.8931。这表明

聚类结果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最终形成 9 个关键词聚类标

签，依次为雨课堂、本科、教学模式、实习护生、教学改革、

护理教学、实践、临床护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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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关键词聚类图谱

Figure 5 Keyword clustering diagram

2.6 文献关键词突现

突现词是利用突变词探测技术生成，代表某研究领域的

热点词汇，可用来识别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关键

词突现分析可以了解雨课堂在护理教育中应用的前沿知识

热点和发展演变趋势，见图 6。结果显示，突现持续时间最

长的关键词为翻转课堂，时间为 2017-2019 年；最新出现的

关键词为课程思政和实习护生，表明从 2022 年开始雨课堂

的应用人群推广至实习护生，且课程不止局限于护理专业

课，逐渐向思政课转变。

图 6关键词关联强度排名前 8位的突现词图谱

Figure 6 Map of the top 8 emergent words in keyword

association strength

3 讨论

3.1 雨课堂在护理教育中应用及效果

雨课堂在护理教育中应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雨课

堂主要应用于在校课程的理论教学，该平台通过提供视频讲

座、多媒体课件、在线讨论和互动问答的形式帮助学生提升

学习兴趣和掌握能力；第二阶段雨课堂在实践技能训练中发

挥辅助作用，在院实习护生或护士可以通过此平台提供的示

范护理操作视频、模拟情景训练和虚拟实习等方式，将掌握

的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融会贯通，以加深其对实际操作的理

解和掌握。另外，雨课堂在护理教育中应用的效果主要有以

下三方面。首先，雨课堂在护理教育中的应用提高学生的自

主学习能力。马丽丽
[11]
等研究结果显示，雨课堂的应用不仅

提升学生的规划和执行能力，还推动学生对知识进行独立思

考、转化和运用的能力。其次，雨课堂在护理教育中的应用

可提高学生和教师对教学的满意程度。李鹏
[12]
等研究结果表

明，基于雨课堂的全程混合式教学可以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

以及提高其学习成绩，学生与教师对教学的满意程度均有显

著提升，雨课堂的运用不仅丰富了教学手段，还增加了教师

与学生之间的互动频率，能有效促进教师的教学效果。再者，

雨课堂在护理教育中的应用，采用融入人文关怀的信息化教

学方式，有助于提高学生的人文关怀品质。基于雨课堂的护

理信息化教学，可充分利用资源优化教学设计全过程，学生

通过完成课前预习、课中互动与课后学习反馈等，将专科护

理中的知识、能力和态度的学习目标整合其中，进行渗透式、

互动式和反馈式学习，实现学习连贯性，增强学习效果，有

利于培养护理学生的综合能力
[13]
。

本研究发现目前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将雨课堂运用于护

理理论教学中，由于雨课堂工具的应用难以完全模拟临床环

境，可能导致学生对实践技能的掌握不足，同时过度依赖雨

课堂的互动功能可能会影响师生之间的直接互动，致使教学

个性化和及时反馈的效果降低。在往后的研究中应关注如何

更加有效地结合线上学习和临床实践，确保学生能够获得必

要的实践经验，要明确雨课堂应用的边界，探索最佳的使用

范围和限度，避免过度依赖导致的负面效果，同时可以进行

长期跟踪的研究，评估雨课堂等教学技术的长期教学效果和

对学生职业发展的影响。

3.2 发文作者和机构间合作交流有待进一步加强

根据普赖斯定律
[14]

，核心作者最低发文量 N=0.749×

，nmax 为最高产作者的发文量，本研究中 nmax=8

篇，计算出 N≈2，即发表不少于 2 篇的作者可定义为核心

作者，目前已确定有 124 位核心作者，其期刊发文量占总文

献的 42.6%（144/338），未达到总文献量的一半，表明该领

域尚未形成完整的核心作者团队。研究机构主要为医学类院

校护理院系及各院校的附属医院，虽然部分院校与附属医院

的合作，但各机构间的合作较局限且分散，各发文机构及地

区之间的合作网络较为稀疏，雨课堂在护理教育中应用的研

究处于各自探索阶段，提示护理教育者应重视团队合作，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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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动跨地区间的互动交流，积极分享雨课堂在护理教学

实践中的有效应用策略以及潜在的问题与局限性，共同探寻

并不断完善更为优质的护理教学模式。

3.3 完善雨课堂在护理教育中应用的教学评价体系

教学评价对教学具有导向、激励、诊断和改进的作用，

是评价课程教学效果的重要组成部分
[15]
。聚类#2 教学模式、

#4 教学改革和#5 护理教学主要是针对教学理念，而对课堂

教学评价进行改革是提升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
[16]
。根据构建

主义理论，张春莉
[17]
指出学生在教学过程中进行学习，而非

在教学结束后，因此需要建立形成性评价机制。尽管目前尚

未形成完善的课程教学评价体系，但许桂娜
[18]
在基础护理学

教学中提出，在基于雨课堂的形成性评价基础上，应探索结

合综合评价的复合评价体系，以促进教学相长，全面提升学

生综合能力，增强因材施教的教学效果。

3.4 雨课堂在护理教育中应用研究对象的推广

雨课堂早期应用于在校护理课程中，因此在校护生是最

常见的研究对象
[19]
。随着雨课堂的发展，雨课堂在护理教育

中应用的对象推广为在院实习护生
[20]
及在职护士

[21]
。社会各

界对临床护理实习带教的质量格外关注，带教过程中的教学

模式需要不断创新，因此，雨课堂软件辅助的混合式教学模

式得以应用，不仅满足当前的教学需求，还能弥补传统教学

方式的不足
[22]
。然而，现阶段大部分高职院校的护理教育机

制不完善、教学目标不明确以及教学模式缺乏创新
[23]
。本研

究结果发现雨课堂在护理教育的应用对象包括高职院校及

中职院校护理学生，但有研究表明
[24]
在中职院校的《护理学

基础》课程中，雨课堂的应用效果并不显著，可能与中职学

生使用电子设备容易产生惰性心理和视觉疲劳有关
[25]

。另

外，由关键词突现词图谱可见，雨课堂的应用从护理专业课

程发展为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相结合
[26]
，该转变体现了教育

信息化手段对于高等教育全面发展的有力支持，尤其在落实

我国高等教育“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上起到了积极作用

[27]
。

4 结语

本研究基于 CiteSpace 文献计量软件，以直观的知识图

谱客观地呈现雨课堂在护理教育中应用的研究热点与趋势，

有助于相关学者全面迅速地了解该领域。雨课堂现被广泛应

用于传授护理理论知识，应用对象包括在校学生、实习护生

和护士等，在线平台为学生提供与老师交流的直接途径，但

实践操作技能的培养仍难以通过在线平台传授，其教学评价

的方式仍存在不足之处。因此，建议学者和机构之间加强合

作与交流，在教学中推进多元化教学模式的应用，强化教资

队伍建设，探索更为高效的教学策略，针对不同学习对象制

定更具针对性的教学方式，完善雨课堂在护理教育中应用的

教学评价体系，以提高护理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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