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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析多学科协作(ＭＤＴ)结合 Ｓｉｍｍａｎ 模拟人教学模式在急救综合实验中的教学效

果ꎮ 方法　 以本校 ２０１９ 级护理本科生 １２８ 名为研究对象ꎬ将护生随机分为对照组(６２ 名)与实验组(６６
名)两组ꎬ对照组护生采用 ＣＢＬ 及普通模拟人进行实验教学ꎻ实验组护生采用 ＭＤＴ＋Ｓｉｍｍａｎ 模拟人＋ＣＢＬ
进行实验教学ꎮ 比较两组护生的教师评价和教学效果评价ꎮ 结果　 实验组的教师评价总分、课前准备、急
救意识、团队协作方面得分高于对照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ꎻ实验组护生认为 ＭＤＴ 结合 Ｓｉｍｍａｎ
模拟人教学模式具有更强的角色体会感ꎬ激发自主学习兴趣ꎬ提高团队协作能力ꎬ提高运用知识能力ꎬ并对

以后实习有帮助ꎬ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结论　 多学科协作结合 Ｓｉｍｍａｎ 模拟人教学模式

能够提高急救综合实验教学效果ꎬ更好的提升学生综合能力ꎬ值得在其他实验教学中推广应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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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救综合实验是基于典型临床急救案例所开展

的实验教学课程ꎬ涉及面广泛ꎬ覆盖的课程内容繁

杂ꎬ与护理基础课程、内外科护理学、急危重症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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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等多门课程内容交叉、融合ꎬ是理论教学的延伸ꎬ
促进理论转化为实践ꎬ是护理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鉴于我国对急诊医疗体系需求的日益增加ꎬ护理人

员需采取正确、果断和迅速的急救措施ꎬ提高急救质

量[１]ꎮ 因此在校期间对护生理论、操作、应急、沟通、
协作能力的培养尤为重要[２]ꎮ 随着实践教学的迅速
发展ꎬ基于问题学习(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ꎬＰＢＬ)、
基于案例学习( ｃａｓｅ－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ꎬＣＢＬ)等教学方

式广泛应用于实验教学ꎬ教学效果跨越式发展ꎬ以学

生为主体、重视能力及素质全面提升的教学模式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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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替代传统的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３]ꎮ ＣＢＬ 教学

法是以典型病例为引导ꎬ学生为主体ꎬ教师为主导的

教学模式ꎬ能够调动学员的学习主观能动性ꎬ培养临

床评判性思维和实际临床工作 中 解 决 问 题 的

能力[４￣５]ꎮ
本课程以往采用传统模拟人结合 ＣＢＬ 教学法开

展教学ꎬ但 ＣＢＬ 教学中护生缺乏对患者体征等内容

的切身体验ꎮ 随着医疗水平的发展ꎬ护生临床急救

技能的熟练掌握愈发重要ꎬＳｉｍｍａｎ 仿真模拟人作为

在校期间的有效学习手段ꎬ在各类医学实验教学中

得到广泛应用ꎬ通过情景模拟ꎬ营造临床现场ꎬ感受

更接近真实的救治过程ꎬ满足进行重复训练操作的

需求ꎬ提高急救意识、评判思维能力及团队合作能

力[６￣８]ꎮ 急救综合实验涉及知识面广、实操性强ꎬ护
生对病情较难全面把控ꎬ易局限于护理单项操作ꎮ
多学科协作(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ｔｅａｍꎬＭＤＴ)教学ꎬ由
跨专业、多学科人员合作ꎬ为案例制定最佳治疗方

案ꎬ改善患者的各项护理结局[９]ꎬ提高学生急救实践

水平ꎬ近年来ꎬＭＤＴ 教学模式在医学各专业中有较好

运用效果[１０￣１１]ꎮ 本研究在以往“ＣＢＬ”实验教学基础

上ꎬ将 ＭＤＴ 联合 Ｓｉｍｍａｎ 模拟人教学模式运用于实

验教学ꎬ旨在通过此教学实践改革来提高护生的学

习效果ꎬ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ꎮ 现报道如下ꎮ
一、资料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使用便利抽样方法ꎬ选择本校 ２０１９
级护理学本科生(简称护生)１２８ 名为研究对象ꎮ 其

中ꎬ实验组 ６６ 名ꎬ对照组 ６２ 名ꎮ 实验组中男 １８ 名ꎬ
女 ４８ 名ꎬ年龄 ２０ ~ ２３ 岁ꎬ平均(２１.１８±０.９５９)岁ꎻ对
照组中男 １７ 名ꎬ女 ４５ 名ꎬ年龄 ２０ ~ ２３ 岁ꎬ平均

(２１.１９±０.９０２)岁ꎮ 两组护生在性别、年龄、学历分

布、前期理论课成绩差异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ꎬ所
有学生前期均已学习相关理论课程ꎬ所有护生身体

健康ꎬ无精神疾病ꎬ同意参与研究ꎮ
２.教学方法(１)实验组:①建立 ＭＤＴ 教学团队:

邀请重症专科护士 １ 名、急诊科医生 １ 名、教师 １ 名

组成教学团队ꎮ 入选标准:重症专科护士、急诊科医

生及教师均具有 ８ 年以上工作经验ꎬ并自愿承担教

学工作ꎮ 教师根据课程大纲要求ꎬ与医生、重症专科

护士结合临床实际案例ꎬ如急性左心衰、急性心肌梗

死案例进行 ＭＤＴ 讨论ꎬ从本专业角度陈述意见并总

结归纳ꎮ 提前设计编写案例程序ꎬ以病情发展的体

现及各项病情指标收集、抢救方案执行、救治结果等

数据为轴线ꎬ在患者病情发展关键点设置相应病情

变化ꎬ提高案例灵活性ꎬ再结合 Ｓｉｍｍａｎ 模拟人进行

多次调试验证ꎬ确保案例发展的合理性ꎮ ②教学过

程:课前:为保证教学质量ꎬ以及提供本学期部分实

验成绩来源ꎬ需提前 ４ 周将案例资料分发给各小组ꎬ
小组成员通过案例分析、查阅相关教材及文献等资

料ꎬ讨论救治方案及可能出现的病情转归路径ꎬ并复

习抢救中可能用到的各项操作ꎮ 课中:每次课由 ３
个抢救小组组成ꎬ各小组学生 ５~６ 名ꎬ组内成员自行

协调ꎮ 首先由教学团队进行案例梳理ꎬ让护生对疾

病的诊断、鉴别诊断、治疗、护理等有全局整体的认

识ꎬ从而更准确及时的选择处理方案救治患者ꎮ 由

教师启动 Ｓｉｍｍａｎ 模拟人ꎬ组员根据模拟人出现的症

状及监护仪病情参数变化ꎬ共同对患者展开一系列

抢救ꎮ 操作后根据本次实验课小组实际抢救效果ꎬ
各组成员进行本组复盘汇报ꎬ并指出各组优缺点ꎬ教
学团队作为主导人ꎬ引导讨论ꎬ鼓励所有组员参与探

讨ꎮ 最后由教学团队对主要问题进行启发、质疑ꎬ并
进行讲解与总结ꎮ (２)对照组:采用 ＣＢＬ 教学方式ꎬ
由教师按照教学大纲要求ꎬ提前 ４ 周将案例资料分

发给各小组ꎬ小组成员自行分析案例ꎬ讨论救治方

案ꎮ 课中各小组使用普通模拟人进行模拟抢救ꎮ 操

作后组员复盘汇报、讨论、教师讲解总结同实验组ꎮ
３.评价指标:(１)教师评价:由教师根据各小组

表现从 ５ 个方面指标进行评价ꎬ分别为:课前准备、
急救意识、团队协作、流程掌握、人文关怀ꎮ 评价采

用打分形式ꎬ每个部分分值为 ０~２０ 分ꎬ总分 １００ 分ꎬ
分值越高ꎬ表示教师评价越高ꎮ (２)教学效果评价:
每次课程结束后ꎬ学生填写教学效果问卷ꎬ问卷内容

包括:角色体会感、自主学习兴趣、专业操作、团队协

作、理论结合实际、急救意识、人文关怀、对实习的帮

助等方面ꎬ各项评分等级分为非常赞同、一般赞同、
不赞同 ３ 个等级ꎬ选择“非常赞同”为认可ꎬ采用匿名

方式评测ꎮ 本次调查问卷发放 １２８ 份ꎬ有效回收率

为 １００％ꎮ
４.统计学处理:应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统计软件对两组

评价指标进行分析ꎬ其中计量资料以(ｘ±ｓ)表示ꎬ进
行 ｔ 检验ꎬ计数资料以[ｎ(％)]表示ꎬ进行 χ２ 检验ꎬ
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二、结果

１.两组护生的教师评价得分比较:实验组学生在

总分、课前准备、急救意识、团队协作方面得分高于

对照组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２.两组护生教学效果评价得分比较:实验组认为

该种教学方法角色体会感强ꎬ能够激发自主学习兴

趣ꎬ提升团队协作能力ꎬ提高运用知识能力ꎬ并对后

续实习有帮助ꎬ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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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两组教师评价得分比较(ｘ±ｓꎬ分)
组别 总分(１００ 分) 课前准备(２０ 分) 急救意识(２０ 分) 团队协作(２０ 分) 流程掌握(２０ 分) 人文关怀(２０ 分)

实验组(ｎ＝ ６６) ８８.６４±４.５２ １７.６５±２.５２ １８.２６±２.４０ １９.３２±１.７２ １７.０５±２.４７ １６.３６±２.５６
对照组(ｎ＝ ６２) ８４.０３±６.１３ １６.３７±２.２５ １６.７７±２.４１ １７.１８±２.４９ １６.９４±２.４５ １６.７７±３.０１

ｔ 值 ４.８１ ３.０４ ３.４８ ５.６０ ０.２５ ０.８２
Ｐ 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８０１ ０.４１０

表 ２　 两组教学效果评价比较[ｎ(％)]

组别
角色体

会感强

激发自主

学习兴趣

提高专业

操作技能

提高团队

协作能力

提高运用

知识能力

增强急

救意识

提升人

文关怀

对后续实

习有帮助

实验组(ｎ＝ ６６) ６１(９２) ６０(９１) ５９(８９) ６４(９７) ６１(９２) ６２(９４) ５８(８８) ６０(９１)
对照组(ｎ＝ ６２) ４９(７９) ４８(７７) ５３(８５) ５３(８５) ５０(８１) ５８(９４) ４９(７９) ４５(７３)

χ２ 值 ４.７４４ ４.４１３ ０.４４７ ４.００６ ３.９３７ ０.０００ １.８２４ ７.２８６
Ｐ 值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６ ０.５０４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７ １.０００ ０.１７７ ０.００７

　 　 讨论　 护生在校学习阶段是护理人员知识技能
教育的重要过程ꎬ是培养护理人才的关键阶段[１２]ꎮ
急救案例病情危重ꎬ临床治疗护理复杂ꎬ要求护生在

校期间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ꎬ更好的适应实

习及工作对专业素养的需求ꎬ为确保教学效果ꎬ理应

积极探索教学效果更好、更贴合急救人才需求的实
验教学新模式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ＭＤＴ＋Ｓｉｍｍａｎ 模

拟人＋ＣＢＬ 教学模式在急救综合实验中的效果较单

一的 ＣＢＬ 教学有诸多优点ꎮ
从本研究中教师评价得分结果来看ꎬ 接受

ＭＤＴ＋Ｓｉｍｍａｎ模拟人＋ＣＢＬ 教学的护生流程掌握与

人文关怀得分与传统模拟人＋ＣＢＬ 教学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ꎬ可能是护生收到案例后进行了充分的复习

和准备ꎬ能够结合所学知识把握基本流程ꎻ同时ꎬ在
大一、大二的基础课程学习ꎬ尤其是实验课程的教学

过程中ꎬ教师对人文关怀的强调充分、同学们有较强
的同理心ꎬ能够在操作中充分体现人文关怀精神ꎮ
但 ＭＤＴ＋Ｓｉｍｍａｎ 模拟人＋ＣＢＬ 教学实验组护生的教

师评价总分、课前准备、急救意识、团队协作方面得

分高于传统模拟人＋ＣＢＬ 教学对照组护生ꎮ 原因可

能是实验组同学知晓课中需要使用高仿真 Ｓｉｍｍａｎ
模拟人ꎬ增加了同学的关注度和紧迫感ꎬ使得其更加

充分的进行课前知识与技能的准备ꎮ 实验组 ＭＤＴ
教学团队结合案例ꎬ从各专业角度进行了汇总归纳ꎬ
将讨论后的案例结合 Ｓｉｍｍａｎ 模拟人编写程序ꎬ充分
展现病情发展中的各项生命体征ꎬ设置关键点的病

情变化ꎬ灵活合理的体现护生抢救结果ꎬ案例中患者

的病情变化是复杂多样的ꎬ单一的操作无法奏效ꎬ需
要团队协作和及时有效的完成各项任务ꎬ才有可能

改变病情转归ꎬ体现了团队协作能力和急救意识的

培养[７]ꎮ
从护生的教学效果评价得分结果来看ꎬＭＤＴ＋

Ｓｉｍｍａｎ 模拟人＋ＣＢＬ 教学与传统模拟人＋ＣＢＬ 教学

相比ꎬ更能够激发自主学习兴趣ꎬ提高运用知识能
力ꎬ角色体会感强ꎬ提升团队协作能力ꎬ并对后续实

习有帮助ꎮ ＭＤＴ 教学能够更好的结合临床实际ꎬ学
生可以结合教师团队所编制的案例ꎬ在课前全面查

阅案例相关资料、从治疗、用药、护理不同专业层面

获取知识、练习操作技能ꎬ激发自主学习兴趣ꎮ 在课

中 Ｓｉｍｍａｎ 模拟人展现出更贴合临床实际的急救情

境ꎬ患者病情变化、治疗及护理是否及时有效、患者

的“死亡”或者“救治成功”ꎬ使学生意识到医护人员

的救护责任ꎬ驱使自身进一步学习相关知识技
能[１３￣１４]ꎮ 模拟人通过表现案例所设置的症状体征ꎬ
如咳嗽咳痰、肺部湿罗音、呼吸困难、呻吟、心率增

快、血压升高、异常心率、血氧饱和度下降等ꎻ这些功

能营造的真实感ꎬ使护生体验比普通模型更强的角

色体会感ꎬ同时病情变化的危急感ꎬ能够激发护生急

救意识ꎬ体现时间就是生命的急救理念ꎬ提升课堂积

极性和学员的参与度ꎮ ＭＤＴ 模式强调全方位、多角

度的思考病情发展ꎬ有效避免思维局限ꎬ增强护生对
病情变化的综合应对能力ꎬ提高评判性思维和知识

的灵活运用能力[１５]ꎮ 通过重症专科护士、急诊科医

生、教师的联合教学ꎬ课中对案例进行知识梳理ꎬ如
急性左心衰的病因、临床表现、救治及护理ꎬ同时在

小组抢救操作中给予流程引导ꎬ操作后流程复盘和

总结主要问题ꎬ促进知识的融会贯通ꎮ Ｓｉｍｍａｎ 模拟

人的高仿真性ꎬ使得实验过程更加接近临床急救真
实情景ꎬ与 ＣＢＬ 教学结合ꎬ体现理论与实际操作的融

合ꎬ培养急救意识和团队协作能力ꎬ例如在抢救中ꎬ
如何应对突发病情变化ꎬ如何有效识别和处理ꎬ安抚

患者情绪ꎬ应对激动的家属ꎬ体现人文关怀ꎬ都需要

医护人员合作完成ꎬ通过正确有效的核对执行及记

录口头医嘱ꎬ学生会深刻体会到抢救中团队协作的
重要性[１６￣１７]ꎮ 随着对病情变化的判断ꎬ采取及时的

救治措施ꎬ培养了学生多学科诊疗的理念ꎬ提升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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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能力ꎬ促进实验课程的优化ꎬ提高实验课程质
量[１８]ꎮ 通过 ＭＤＴ＋Ｓｉｍｍａｎ 模拟人＋ＣＢＬ 教学ꎬ促进
教学相长ꎬ培养护生的岗位胜任力[１９]ꎬ为进入临床
实习打下基础ꎬ实习阶段的学习方式主要从真实案
例着手ꎬ从问题出发ꎬ探索式学习知识与技能ꎬ逐渐
培养护生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ꎮ ＭＤＴ 教学综合各专
业优点ꎬ利用高仿真 Ｓｉｍｍａｎ 模拟人进行抢救协作ꎬ
将所学知识灵活有效的运用于实践ꎮ 另外ꎬ刚进入
实习的护生在面对患者病情变化时ꎬ容易出现不知
所措的情况ꎬ无法有效参与科室护理工作ꎬ通过
ＭＤＴ＋Ｓｉｍｍａｎ模拟人＋ＣＢＬ 教学能够在实习前体验
临床情景ꎬ为更好的融入科室的护理工作打下基础ꎬ
更有利于护生后续的实习生涯ꎮ

综上所述ꎬ多学科协作结合 Ｓｉｍｍａｎ 模拟人教学
模式也符合教育部鼓励开设跨学科、跨专业的实践
教学的要求ꎬ培养学生跨领域知识融通能力和实践
能力ꎬ以满足社会需求[２０￣２２]ꎮ 本研究表明ꎬ与以往
ＣＢＬ 教学模式比较ꎬ急救综合实验采取多学科协作＋
Ｓｉｍｍａｎ 模拟人＋ＣＢＬ 教学模式得到学生认可ꎬ更好
的提升学生综合能力ꎬ为深化教育改革提供新参考ꎬ
值得在其他实验教学中推广应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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