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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课堂模式在高职儿科护理教学中的应用分析 

李  微 

南充科技职业学院 

【摘  要】目的 探究分析高职儿科护理教学中实行翻转课堂模式的价值。方法 选取我校儿科护理学专业 1 个班级 40 名学生作为对照组，均对其采取传统教

学模式；另外选择同年级儿科护理学专业 1 个班级 40 名学生作为观察组，均对其采取翻转课堂模式。对比观察两组学生考核成绩（理论知识、实践技能）、自主

学习能力和教学满意度。结果 在理论知识、实践技能测试成绩方面，观察组学生相比对照组有更明显的提升，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在自我管理能力、

学习合作能力、信息能力得分方面，观察组学生相比对照组有更明显的提升，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在教学总满意率方面，观察组学生相比对照组有

更明显的提升，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高职儿科护理教学中实行翻转课堂模式，有助于提高学习成效，增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教学满意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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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护理学是当前护理学专业中的核心课程之一，对于降低儿童疾

病发生率和病死率、提高儿童身体素质、保证儿童身心健康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1]。高职院校是培养专业儿科护理人才的重要场所，伴随当前社会

各界对护理人才要求的持续提升，提高高职儿科护理教学质量迫在眉睫

[2]。翻转课堂模式，主要指学生在课前自主观看有关学习资料，教师不再

通过课堂教学时间来讲授知识，将课堂转变为教师与学生相互之间讨论、

互动的场所，共同合作探究、完成学习任务，进一步提升教学成效[3]。为

此，本文主要探究职儿科护理教学中实行翻转课堂模式的价值，报道如

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校儿科护理学专业 1 个班级 40 名学生作为对照组，均对其采

取传统教学模式；另外选择同年级儿科护理学专业 1 个班级 40 名学生作

为观察组，均对其采取翻转课堂模式。对照组学生中男性、女性各有 38

例、2 例；年龄 18~20 岁，平均（18.68±0.31）岁。观察组学生中男性、

女性各有 39 例、1 例；年龄 18~21 岁，平均（18.88±0.35）岁。两组学

生基本资料比较，不存在显著差别（P＞0.05），提示可进行对比研究。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本组学生均采取传统教学模式：课堂教学中，由教师进行基础理论

知识讲解，学生做好笔记记录，并总结要点和布置作业。实践课中，教

师进行实践技能的操作演示，引导学生进行实践操作，由教师进行纠正

评价。 

1.2.2 观察组 

本组学生均采取翻转课堂模式：（1）课前环节：由教师结合儿科护

理教学大纲，精心挑选、反复筛查儿科护理教学中的重难点知识，对其

进行梳理整合，确定儿科护理教学知识主题。根据选定的主题录制微课

视频，主要包括儿科专科护理理论讲解、实践技能和重点操作的演示，

每个微课视频时长控制在 5～10min。教师通过微信、QQ 等平台向学生发

放学习任务表，学生收到学习任务表后，自主观看微课程资源进行相关

预习，结合问题自行查阅文献资料。例如临床护理实习目标为“小儿支

气管肺炎的护理”，学生需提前观看健康宣教、心理疏导等相关微课程，

帮助学生了解小儿支气管肺炎护理要点和主要操作方法。教师可通过平

台及时了解学生学习状态，掌握学生使用微课程的学习效果，及时对学

生存在的问题进行纠正。（2）课中环节：教师根据课程学习目标、微课

程内容以及护理实践操作等要求，选取儿科护理真实案例，引导学生围

绕临床实际病例，对相关资料进行收集，发现其中存在的重难点问题，

明确需要重点讨论的话题，借助查阅文献资料、教材、网络等途径，根

据病例提出相关问题。例如针对“小儿支气管炎患儿”这一典型案例，

学生根据“患儿可能的临床诊断？”“问诊及病历书写要点？”“常见并

发症有什么？”“饮食注意事项？”等问题进行集中讨论，主动查询资料

获得答案，培养学生自学习惯。同时继续引导学生观看相关微课程进行

复习，作为讨论的辅助资源，进一步加深对微课程内容的理解，熟悉各

项护理操作。教学结束后组织学生进行讨论成果展示，时间控制在 30min

内。（3）课后环节：在学生完成课程学习后，由教师组织学生进行课程

回顾，进一步加深对所学理论知识的记忆，巩固护理操作技能。对学生

学习过程进行总结，再次提醒其中的重难点内容，指出操作中存在的问

题，鼓励学生反思实习中的不足和做得好的地方。 

1.3 观察指标 

（1）理论及实践考核：课程教学结束后，两组学生同时接受理论知

识和实践技能考核。其中理论知识考核由教师集中出题，统一进行考核，

考核内容包括儿科基础知识、专科知识、用药知识、治疗知识、护理常

规等，采取百分制，得分越高学习效果越好。实践技能考核形式采集现

场点评，老师根据临床案例提出护理问题，学生开展护理操作、分析总

结案例，老师现场评价护理实践技能情况进行打分，采取百分制，得分

越高学习效果越好。（2）自主学习能力：课程教学结束后，通过护理专

业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评定量表对两组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进行评定，量

表包含自我管理能力、学习合作能力、信息能力三个维度，条目数量共

28 个，总分 140 分，评分越高代表有更好自主学习能力。（3）教学满意

度：课程教学结束后，通过自拟满意度问卷表对两组学生教学满意度进

行调查，包含教学内容是否丰富、是否尊重关心学生、教学方法新颖度、

是否能主动创造学习机会、是否能激发学习兴趣、师生关系等方面，采

取百分制，依据得分划分为特别满意（90～100 分）、一般（70～89 分）、

不满意（70 分以下）三个程度，总满意率等于特别满意率、一般率相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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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1.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 sx  ）表示，

采用 t 对组间数据进行检验，用[n（%）]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x2 对组间数

据进行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学生考核成绩比较 

在理论知识、实践技能测试成绩方面，观察组学生相比对照组有更

明显的提升，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1。 

2.2 两组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比较 

在自我管理能力、学习合作能力、信息能力得分方面，观察组学生

相比对照组有更明显的提升，差异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2。 

表 1  两组学生考核成绩比较（ sx  ，分） 

组别 理论知识成绩 实践技能成绩 

对照组（n=40） 82.08±5.16 84.64±5.28 

观察组（n=40） 91.52±6.86 93.41±5.63 

t 6.955 7.186 

P 0.000 0.000 

表 2  两组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比较（ sx  ，分） 

组别 自我管理能力 学习合作能力 信息能力 总分 

对照组（n=40） 32.32±3.49 23.17±2.97 33.32±3.28 85.33±9.78 

观察组（n=40） 36.31±4.74 25.23±3.45 37.57±3.56 102.53±11.08 

t 4.287 2.862 5.553 7.361 

P 0.000 0.005 0.000 0.000 

2.3 两组学生教学满意度比较 

在教学总满意率方面，观察组学生相比对照组有更明显的提升，差

异具备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3。 

表 3  两组学生教学满意度比较[n（%）] 

组别 特别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总满意率

对照组（n=40） 22（55.00） 11（27.50） 7（17.50） 33（82.50）

观察组（n=40） 29（72.50） 9（22.50） 2（5.00） 38（95.00）

x2    7.825 

P    0.005 

3. 讨论 

高职儿科护理教学是培训儿科护理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能够

为学生掌握各项专业儿科护理知识、实践操作技能以及树立正确职业态

度奠定坚实基础[4]。在以往儿护理教学中，普遍采取传统教学模式，由教

师单向进行知识讲解和技能演示，这种填鸭式灌输知识模式难以激发学

生学习热情，知识和技能掌握度不足，导致许多学生进入工作岗位后难

以快速适应，无法将理论和实践有效结合，教学效果不理想[5]。 

翻转课堂模式相较于传统教学模式而言更具创新性，使教学形式更

加灵活，有助于提升教学效率[6]。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理论知识、

实践技能测试成绩较对照组明显提升；同时观察组自我管理能力、学习

合作能力、信息能力得分较对照组明显提升。这也提示高职儿科护理教

学中实行翻转课堂模式，有助于提高学习成效，增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分析其原因：翻转课堂模式将传统教师课堂传授知识、课后学生复习知

识，转化为课前学生自主探究内容、教师针对问题引导学生进行探索的

模式，教师由授课者转变为引导者，而学生从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学习[7]。

同时翻转课堂模式在问题的驱动下引导学生进行分析、思考，充分调动

学习兴趣，有助于提高学生自我学习导向能力[8]。并且通过学生间相互交

流讨论，激发学生主动思考，在思考过程中学生能够加深对于知识的理

解和认知，更好地记忆和掌握所学知识，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发展，

提高学习效果[9]。本次研究结果发现，观察组教学总满意率显著高于对照

组。由此可见高职儿科护理教学中开展翻转课堂模式有助于提高对教学

工作的满意程度。分析原因是：在翻转课堂模式下，更加尊重学生的主

体地位，营造积极的学习氛围，学生学习兴趣更为浓厚，保证良好学习

效果，实现自身不断发展，因此对教学更为认可满意[10]。 

综上所述，翻转课堂模式应用于高职儿科护理教学中可提高教学质

量，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发展，满意度较高，具备良好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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