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多共性,两者都强调以跨学科的方式学习,注重对

多学科知识的综合应用,倡导发挥学生的自主创

新性[4-7]。
护理早临床课程是为解决护理学专业学生接触

临床过晚、基础和临床过渡脱节等问题而探索建立的

护理学课程,旨在多方位让学生接触临床护理工作,
使学生对护理工作有一个明确的认知,以提升学生学

习兴趣、引导学生实现不同学习阶段的平稳过渡为目

标,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培养学生职业荣誉感和

使命感。但是,护理早临床课程的授课对象为大一学

生,学生们还未开始专业课学习,医学专业知识有限。
基于该学情开展早临床教学比较抽象、空洞,部分教

学内容无法让学生完整体验,学生参与度不足,学生

对知识的学习更多地依赖教师的讲解,学习目标的实

现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的领悟力及学习兴趣,教学

效果无法有效转化,不仅不利于学生从基础知识向专

业知识的过渡,还不利于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为

此,作者积极探索STEAM教育与护理教育融合的教

学模式,并在2021级护理早期接触临床教学中实施

STEAM+护理早临床教学模式,取得了较好的教学

效果,现将实施过程汇报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通过整群抽样方法,选取重庆医科

大学2021级护理 本 科 大 一 学 生308人 作 为 研 究

对象。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按照教育科学研究中的整群

抽样法进行研究设计,通过一学年的教学实践,在护

理早临床课程教学中将STEAM 教育理念与实践课

程的优势相结合,基于项目式教学进行教学模块设

置。根据观察指标,分别对两组学生的教学效果、课
程成绩、课 程 满 意 度 等 资 料 进 行 统 计 分 析,分 析

STEAM+护理早临床教学模式的优缺点。

1.2.1 构建STEAM+护理早临床教学模式 本研

究将STEAM教育理念与护理早临床深度融合,利用

重庆医科大学在线教育平台,基于STEAM教学模式

建设护理早临床课程模块,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教学载

体,秉承项目化、立体化、模块化、生动化等设计原则,
融合案例教学、情景模拟教学、虚拟仿真教学等多种

元素的教学方式,以探究式的学习方式培养学生的学

习兴趣,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满意度。从

而,建立一门基于STEAM 教育理念的系统全面、科
学合理、实用性强的护理早临床课程,培养医学创新

人才,真正实现多元育人。
 

1.2.2 STEAM+护 理 早 临 床 教 学 模 式 实 施 
STEAM+护理早临床实施过程包括前期准备、课前

学习、课中学习、课后考核及反思、教学评价7个步

骤。见图1。

图1  STEAM教学模式实施过程

1.2.2.1 课程前期准备 组建专业STEAM+护理

早临床教学团队,遴选有5年以上教学经验的师资负

责STEAM教学活动的设计与实施。将教学内容与

科学、技术、工程、艺术、数学深度融合,进一步优化完

善教学资源。在实施基于STAEM 教育理念的教学

模式前,对授课对象进行预调查,了解学生对STEAM
教育理念、STEAM 实验的知晓程度,为进一步完善

STAEM教学方案提供依据。

1.2.2.2 课前学习 STEAM 教师在线发布合理早

临床课程学习通知、教学资料及学习任务单等;学生

在线学习相关知识点衍生出的教学案例和问题,完成

自主学习内容,梳理学习过程中的问题。

1.2.2.3 课中学习 STEAM 教师带领学生进入医

院,开展线下教学,以案例、情景模拟等形式融入课程

教学,采用小组实践的方式,了解医院及病区环境设

置和护理工作流程,学生按要求完成小组讨论、学习

内容演示等活动,检验学生线上学习成果。

1.2.2.4 课后考核及反思 教师根据课中的教学效

果引导学生完成课后考核,如学生完成重要知识点的

虚拟仿真实验、在专题讨论区中发帖互动等,进一步

巩固学习效果,实现学习成果的多维度检测。

1.2.2.5 教学评价 通过学生完成护理早临床课程

学习时间、随堂测验结果及课后作业完成情况评价教

学效果,通过自行设计的STEAM+护理早临床教学

满意度调查问卷评价学生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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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2.1 课前在线学习时间 在线学习平台后台统计结

果显示,学生访问量14
 

200余人次,平均在线学习时

长46.8
 

min,能够保证完成课前导学内容。但不同学

生的学习时长存在较大差距,反映学生的学习兴趣与

学习态度存在差异。
2.2 随堂测试结果 线下课题教学过程中,授课教

师对教学内容进行随堂测试以了解学生对课程授课

内容的掌握情况,满分35分。测试结果显示,测试平

均分31.9分,最高分34.3分,最低分26.9分,说明

同学们课堂注意力集中,对知识的掌握情况较好。
2.3 课后作业完成情况 课后通过上交学习心得体

会对学生进行评价,满分30分。学生学习心得体会

提交率100%,平均分24.8分,最高分28分,最低分

19分。心得体会中绝大多数同学表示通过早临床课

程学习对护理事业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与理解,同时也

帮助其树立了医学精神。
2.4 课程满意度调查结果 护理早临床课程全部结

束后发放308份 满 意 度 调 查 问 卷,回 收 有 效 问 卷

307份。调查结果显示,学生们对于目前护理早临床

教学模式满意度达到90%以上。其中,学生对护理早

临床教学效果的满意度最高,但学生认为STEAM 教

育理念与早临床课程还需深入融合,见表1。

图2  近2年学生线上访问量

图3  学生线上访问时长

表1  STEAM+护理早临床教学满意度调查表结果(n=307,%)

问题
非常

满意度
满意度 一般度 不满意度

非常

不满意度

总体

满意度

1.你对课前导学的线上资源是否满意? 47.23 43.32 9.12 0 0.33 90.55

2.你对课前导学的知识掌握情况是否满意? 37.46 47.56 13.36 1.30 0.33 85.02

3.你对STEAM+护理早临床教学的融入是否满意? 27.36 40.72 31.27 0.65 0 68.08

4.你对护理早临床课堂中的实践体验环节是否满意? 50.49 40.07 9.45 0 0 90.56

5.你对自己在课堂中的表现是否满意? 26.06 39.41 32.25 2.28 0 65.47

6.你对其他同学在授课过程中的表现是否满意? 32.57 55.05 11.40 0.98 0 87.62

7.你对自己的知识点掌握情况是否满意? 28.01 51.47 19.87 0.65 0 79.48

8.你对期末提交心得体会的考核方式是否满意? 35.18 44.30 17.59 2.28 0.65 79.48

9.与传统的教学方式相比,你对护理早临床的教学效果是否满意? 44.95 46.25 8.14 0.65 0 91.20

10.与传统的教学方式相比,你对STEAM教学方式提高自主学习能力的满意度如何? 32.57 50.16 16.94 0.33 0 82.73

11.你对护理早临床教学模式是否满意? 43.65 47.23 8.79 0.33 0 9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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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护理早临床课程已在我国其他医学院校展开,但
形式各异,无统一模式和内容,尚处于探索之中。大

部分的护理早临床课程是一门实验类课程,教学地点

主要集中在医院内,授课对象为大一学生,而该阶段

的学生还未开始学习专业课程,医学专业知识十分有

限,在此背景下开展早临床教学比较抽象、空洞,部分

教学内容无法让学生完整体验,学生参与度不足,学
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完全取决于个体的领悟力及学

习兴趣,教学效果不够理想,不利于学生从基础知识

向专业知识的过渡。
因此,作者探索建设STEAM+护理早临床教学

模式,旨在通过教学内容与科学、技术、工程、艺术、数
学的深度融合,让学生充分了解护理早临床的教学内

容,为训练学生的临床思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途径和

手段。比如,通过建设线上虚拟仿真实验项目模拟护

理工作场景,设置不同情景故事,真实模拟护患沟通

场景等,鼓励学生进行探索式学习,培养学生的自主

学习能力、创新发展能力,为后期专业课程学习打下

良好的基础,帮助学生更快速、高效地进入到专业课

学习模式[8-12]。
STEAM+护理早临床教学模式打破传统教学模

式,实现以激发学生好奇心为出发点,培养学生的持

续学习兴趣,运用情景式、任务型的教学方法,采取探

究式的学习方式,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得到进一步提

升。同时,该教学模式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利用信息

技术等手段在课程设置上打破传统教学模式,秉承项

目化、立体化、模块化、生动化等设计原则,采用线上

+线下立体化混合式教学,融合案例教学、情景模拟

教学、虚拟仿真教学等多种元素的教学方式,以项目

驱动为主要教学形式,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教学载体。
以探究式的学习方式,引导学生探究及解决问题,有
利于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系统构建,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和创新思维,培养学生形成设计问题、沟通协作和创

造性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总之,STEAM+护理早临床教学模式以学生为

中心,通过探究式、沉浸式的学习方式,可以激发学生

好奇心,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生的学习体验,
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满意度,值得进一步推

广。但本研究仅是对STEAM+护理早临床教学模式

的初次探索,后期需进一步优化教学设计、使STEAM
与早临床课程更加深度融入,带给学生更好的学习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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