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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模拟链教学法在《护理研究》课程中的应用 
翟淑娜  王若维  朱  平  张  佩  王  月  张方朴 

(山东协和学院护理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7) 

摘要：目的  探讨“1+6”模拟链教学法在《护理研究》课程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分别选择 2022 级、2021 级护理专业

专升本学生共 244 人为研究对象，其中 2022 级学生 125 人为试验组，2021 级 119 名学生为对照组。比较两组研究对象的课程满意度及综合

能力评价情况。结果  试验组研究对象课中、课后及期末考试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试验组科研学习兴趣、

思考问题能力、发现问题能力、严谨科学态度、选题能力、文献检索能力、研究设计能力、研究工具研制能力、资料收集能力、论文写作

能力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结论  “1+6”模拟链教学法在《护理研究》课程中的应用效果较好，但仍需要在

学生思考问题能力、发现问题能力及严谨科学态度方面进行进一步课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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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中提出“支持学生参与科学研究，强化实践教学环节”[1]。2019 年

2 月，《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提出健全“三全育人”

的育人新模式，并重点提出了“科研育人”的观点[2]。这也就要求

本科院校对于大学生的培养已逐渐从知识型向素质型及应用型转

化转变，重点培养学生的学习、实践和综合解决问题、创新等综合

能力，而对大学生进行科研训练可以使其综合能力提升，能够全面

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因此，大学生参与科研对高校培养创新型人

才、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及完善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等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本研究在对护理本科生的科研认知现状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对

《护理研究》课程进行了教学改革，提出“1+6 模拟链”教学模式

链，以提高民办高校护理本科生的应用与实践能力、科研及创新能

力，解决学生在遇到实际问题时理论与实践脱节、缺乏科研思维，

课堂授课时师生互动较少的问题。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方法分别选择 2022 级、2021 级

护理专业专升本学生共 244 人为研究对象，其中 2022 级学生 125

人为试验组，2021 级 119 名学生为对照组。 

1.2  方法  《护理研究》课程共 32 学时，两组研究对象课程

设置及授课教师均相同。 

1.2.1  教学方法 

1.2.1.1  对照组  按照教学计划分为 24 学时理论课和 8 学时实

践课，理论课主要采用课堂授课及翻转课堂，实践课在计算机房进

行实践操作，包括文献检索、问卷制作、SPSS 数据分析。学生按照

自己意愿组队，每组 5-6 人，在实践课中主要以小组为单位完成实

践报告。 

1.2.1.2  试验组  首先将 32 学时分为理论课 16 学时，实践课

16 学时；再根据教学大纲全书十章内容分为 4 个模块，采用“1+6”

模拟链教学法对 4 个模块进行授课，即在“1”条主线，即理论授

课，主要方式为：课前学生先根据教师录制的重点内容视频进行预

习，课上采用翻转课堂方式进行理论学习，然后在各章节内容的基

础上讨论各小组在实践操作中遇到的问题，教师给予指导及答疑；

“6”个部分的模拟训练为选题及文献检索、研究设计、研究工具

研制、资料收集、资料整理及分析、论文撰写的实践演练。 

表 1  “1+6”模拟链教学法一览表 
模块 内容 具体实施情况 

模块一：研究选题 选题及文献检索 

学生自行组队，每组 5-6 人，设置小组长。理论授课时将选题及文献
检索章节内容合并，各小组成员均进行选题，然后由各组组长组织组
员讨论，确定各小组选题。选题实践课由教师主导，各组同学阐述选
题的理由，根据教师的建议，学生再次查阅文献，确定最终选题，并
根据论文题目要求及研究可行性，确定各小组最终论文题目。 

模块二：研究设计 研究设计 

在模块一的基础上，理论授课采用翻转课堂的方式，由各小组根据其
论文题目进行研究设计内容的授课。在实践课中根据查阅文献及教师
意见最终确定研究设计类型、研究对象、样本量、研究变量及研究工
具。 

模块二：研究设计 研究工具研制 

在模块二的基础上，各小组根据各自的论文题目选择合适的量表或自
制问卷后，在问卷星上进行制作。理论授课采用翻转课堂的方式，由
各小组根据讲解研究工具的制作过程及注意事项，并由教师补充网络
问卷法的缺点及提高应答率及有效率的方法。在实践课中根据各组讨
论情况及教师意见最终完成研究工具的研制。 

模块三：研究实施 资料收集 
在模块二的基础上确定研究对象后，由各组组长负责联系研究对象，
进行统一培训，所有研究对象均填写知情同意书后，再通过问卷星发
放问卷，获得数据后直接下载。 

模块三：研究实施 资料整理及分析 

资料整理阶段，根据网络问卷特点，由教师首先讲解针对网络问卷获
取的数据如何进行核查，然后再由各小组成员对自己的数据核查结果
进行讨论，并最终确定有效数据；资料分析阶段，由教师先根据资料
类型讲解统计描述指标及统计分析方法，然后在每个班级选择观察指
标为不同资料类型的小组进行数据分析演示，最后由教师提出意见。
实践课中主要由各小组根据各自的数据进行数据分析，教师进行指导。

模块四：研究成果呈现 论文撰写 

采用翻转课堂的形式由各小组负责讲解论文结构，教师进行补充；课
下时间各小组撰写论文，论文中的每部分结构在课堂上均进行讨论及
点评，直至最终完成论文。采用日常反馈结合终末反馈方式的反馈机
制，使论文达到本科生科研能力的培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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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评价方法  见表 2。 

表 2  不同教学模式课程评价方法 

组别 方式 具体内容 

对照组 

平时成绩（40%）

+期末闭卷考试

（60%） 

平时成绩包括出勤、课堂表现、期中考

试、作业、实践报告；闭卷考试内容主

要根据翻转课堂内容及实践内容确定。

试验组 

过程性评价

（50%）+终末性

评价（50%） 

过程性评价包括：出勤、课堂表现、作业、

期中考试、论文参与度、在线讨论情况。

终末性评价主要根据制定的考核标准从

论文撰写情况进行评价。 

1.3  研究工具  采用问卷进行调查。问卷经课题组教师讨论后确

定，包括 3 部分内容：（1）基本情况：年龄、性别、年级；（2）满意

度情况：主要从课前（3 道题）、课中（6 道题）、课后（3 道题）、期

末考试方面（3 道题）评价满意度，满意度选项为：非常满意、满意、

一般、不满意、非常不满意，分别计分 1-5 分；（3）综合能力评价：

包括科研兴趣、思考问题能力、发现问题能力、严谨科学态度、选题

能力、文献检索能力、研究设计能力、研究工具研制能力、资料收集

能力、论文写作能力等，选项为非常有利、有利、一般、不利、非常

不利，分别计分 1-5 分。所有问卷均在课程结束后进行调查。 

1.4  统计分析方法  采用 SPSS26.0 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服从正态分布，采用均数±标准差进行描述，比较采用 t 检验；总

体方差不齐，则采用 t’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对照组 119 人，男 9 人（7.56%），女 110 人

（92.44%），年龄（21.69±0.87）岁；试验组 125 人，男 12 人（9.60%），

女 113 人（90.40%），年龄（21.54±0.64）岁。 

2.2  满意度情况  试验组研究对象课中、课后及期末考试满意

度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见表 3。 

表 3  两组研究对象课程满意度情况比较 

组别 n 课前 课中 课后 期末考试 

对照组 119 6.52±1.21 10.85±3.60 5.93±2.58 5.12±1.97 

试验组 125 6.66±1.33 21.07±6.56 9.49±1.97 8.15±1.85 

t 值  -0.875 -15.182 -12.071 -12.390 

P 值  0.382 <0.001 <0.001 <0.001 

2.3  综合能力评价  试验组科研学习兴趣、思考问题能力、发

现问题能力、严谨科学态度、选题能力、文献检索能力、研究设计

能力、研究工具研制能力、资料收集能力、论文写作能力得分均高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见表 4。 

表 4  两组研究对象综合能力评价情况比较 

组别 科研兴趣 
思考问题能

力 

发现问题能

力 

严谨科学态

度 
选题能力 

文献检索能

力 

研究设计能

力 

研究工具研

制能力 

资料收集能

力 

论文写作能

力 

对照组 2.00±0.75 1.87±0.72 1.89±0.75 1.82±0.73 1.93±0.76 1.85±0.85 1.85±0.78 1.80±0.72 1.58±0.64 1.34±0.67 

试验组 3.02±0.78 2.85±1.07 2.87±0.88 2.82±1.14 3.45±1.27 3.14±0.97 2.92±1.02 3.81±0.97 4.02±1.53 3.98±1.28 

t 值 -10.403 -8.430 -9.377 -8.199 -11.407 -11.026 -9.231 -18.438 -16.388 -20.320 

P 值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3  讨论 

3.1 “1+6”模拟链教学法可提高学生的课程满意度  许志华等
[3]认为学生的课程满意度与学习兴趣呈正相关。本研究结果显示，

两组研究对象课前课程满意度差别不大，但试验组课中、课后及期

末考试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考

虑原因可能是因为，两组研究对象课前预习所采用的方法基本一

致，而在其余阶段，试验组主要以学生为中心，增加实践训练，始

终贯穿“1+6”模拟链，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点去进行选题及实

践，增强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和协作性，激发学生科研兴

趣。因此目前还需要根据学生学习情况对课前预习阶段进行进一步

改革，使课程内容更加贴合学生的需求，进一步提高学生的预习兴

趣，从而使课堂质量进一步提升。 

3.2 “1+6”模拟链教学法可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在目前课程

改革的浪潮中形成的共识为改革课程的理念就是在教学中师生及

生生互动时间充分，学生能积极主动地融入到教学中，故混合型教

学能够始终保持以学生为中心，也较好体现了此教学方法的科学性
[4]。“1+6”模拟链教学法采用翻转课堂+课堂实践讨论的混合型教学

方法，充分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且本课程主要是以小组为单位

进行探究式讨论，大大增加了师生及生生的讨论实践，因此有效调

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及课堂参与度，且“1+6”模拟链教学法主

要以实践训练为主，因此又加深了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的理解，而通

过实践操作，使学生各项与科研相关的能力均得到较大提高，促进

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本研究显示，试验组科研学习兴趣、思

考问题能力、发现问题能力、严谨科学态度、选题能力、文献检索

能力、研究设计能力、研究工具研制能力、资料收集能力、论文写

作能力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 

总之，在教学质量方面，采用“1+6 模拟链”的教学模式进行

《护理研究》课程改革并结合翻转课堂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丰富，

使学生增加了主动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也使学科结构进一

步完善，最大程度利用教学资源，提高了课堂效率，教学质量得到

进一步提高。从学生角度来说，此教学模式可以提高护理专业学生

的数据分析能力、科研创新能力，初步具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和评判性思维的能力，增强了学生的数据分析能力和科研

论文撰写能力；能够让护理本科学生树立救死扶伤的服务理念及增

强学生的职业认同感，提高护理专业学生的人文关怀品质，并具有

终身学习观念，主动获取新知识的态度；能够让护理专业学生具有

学术诚信、严谨求实、追求创新的科学精神，并具备良好的团队精

神[5]。此外还可以增加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使学生能够在潜移默化

中受到教师的影响，获取正能量，并产生勇攀科学高峰的勇气，进

一步促进科研创新能力的提高[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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