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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教学模型在骨科护理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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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分析3D打印教学模型在骨科护理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择2021年1月至2022
年10月该校就读的护理专业二年级学生100名,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学生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50名。观

察组在传统教学模式基础上采用3D打印教学模型进行教学,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模式进行教学,比较2组考

试成绩、教学效果及满意度。结果 观察组学生考核成绩为(92.10±4.84)分,明显优于对照组的(77.88±
8.77)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观察组学生在复位方法理解程度、立体感、临床思维分析能力、解剖

熟悉度、护理要点掌握程度方面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观察组学生满意度

[94.0%(47/50)]明显优于对照组[12.0%(6/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结论 将3D打印模型应

用到骨科护理教学中,可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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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髋关节脱位包括前脱位、后脱位、中心脱位,常合

并骨折、神经损伤等,其解剖结构和损伤机制复杂,治
疗时对三维空间识别能力要求较高,这对于从事骨科

的护理人员提出了较高要求[1]。运用传统的教学方

法如理论讲授和挂图方式,无法理想地演示髋关节脱

位类型,缺乏逼真感,很难全面理解髋关节脱位的损

伤机制、治疗方法[2]。随着3D打印技术和数字化三

维影像技术的发展[3],研究者开始将3D打印教学模

型应用于骨科护理教学中,这样会使教学更立体直

观[4],其不仅可弥补X射线和CT图像的缺陷,并可

辅助患者的心理护理、健康指导[5],提升教学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21年1月至2022年10月本

校就读的护理专业二年级学生100名,年龄17~
19岁,平均(17.75±0.82)岁。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学

生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50名,其中男5名,女

45名。纳入标准:(1)护理专业,能按照要求完成教学

内容;(2)已学过解剖学、护理学基础等课程。排除标

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按照要求完成教学内容。

1.2 方法

1.2.1 教学方法 2组学生均由同一职称教师讲授

髋关节脱位的教学内容。观察组在传统教学模式基

础上采用3D打印教学模型进行教学:选取具有代表

性的教学病例,将髋关节脱位的CT扫描数据输入

Mimics软件建立模型,经3D重建、3D模型导出打

印,制作髋关节脱位的3D模型(图1)。通过3D模型

讲解髋关节解剖知识、脱位的损伤机制、临床表现、治
疗原则、护理要点,并让学生进行分组讨论髋关节脱

位的护理措施和健康指导方法。对照组采用传统教

学模式进行教学:采用PPT讲解髋关节脱位,教具直

观演示,并观看髋关节脱位视频。

图1  髋关节脱位的3D模型

1.2.2 教学效果评价 由授课教师进行分析、总结,
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进行教学效果评价和满意

度调查。教学效果评价包括复位方法理解程度、立体

感、临床思维分析能力、解剖熟悉度、护理要点掌握程

度5个维度,每个维度10分,其中7~10分为能,4~
6分为一般,<4分为不能。满意度采用自制的教学

满意度调查问卷进行调查,包括教学内容是否充实饱

满、凸显职业教育特色、信息技术教学、学生课堂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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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学生学习结果5个维度,每个维度评分20分,
总分100分,其中>75分为满意,30~75分为基本满

意,<30分为不满意。满意度=(满意+基本满意)例
数/总例数×100%。同时,对2组学生考核成绩进行

比较。

1.3 统计学处理 使用SPSS25.0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等

级资料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P<0.05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2组学生考核成绩比较 观察组学生考核成绩

为(92.10±4.84)分,明显优于对照组的(77.88±
8.77)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

表2  2组教学效果评价比较[n(%),n=50]

项目
观察组

能 一般 不能

对照组

能 一般 不能
Z P

复位方法理解程度 44(88.0) 6(12.0) 0 6(12.0) 41(82.0) 3(6.0) -6.377 <0.001

立体感 50(100.0) 0 0 0 49(98.0) 1(2.0) -8.250 <0.001

临床思维分析能力 49(98.0) 1(2.0) 0 13(26.0) 30(60.0) 7(14.0) -6.020 <0.001

解剖熟悉度 47(94.0) 3(6.0) 0 9(18.0) 37(74.0) 4(8.0) -6.394 <0.001

护理要点掌握程度 49(98.0) 1(2.0) 0 8(16.0) 39(78.0) 3(6.0) -6.662 <0.001

2.2 2组学生教学效果及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学生

在复位方法理解程度、立体感、临床思维分析能力、解
剖熟悉度、护理要点掌握程度方面明显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观察组学生满意度

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见

表2、3。
表3  2组满意度比较[n(%),n=50]

组别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观察组 47(94.0) 3(6.0) 0

对照组 6(12.0) 44(88.0) 0

3 讨  论

骨科疾病种类繁多,发病机制复杂。髋关节结构

稳固,只有在强大暴力下才能脱位,股骨头与脱臼位

置关系和撞击力的方向决定所产生的损伤类型。根

据脱位后股骨头的位置,髋关节脱位可分为3种类

型:前脱位、后脱位和中心脱位,中心性髋脱位实际多

合并髋臼横形骨折等,因此对髋关节脱位的理解应该

是三维的和立体的[6]。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在教学效果、满意度方

面均优于对照组,说明运用3D打印技术能够提高学

生对髋关节脱位复位的理解,让教学更立体直观,也
让学生更容易理解髋关节的解剖和护理要点。分析

原因可能为:(1)髋关节脱位后,形态发生改变,形成

的3D立体结构复杂,生物力学知识缺乏,常合并骨

折,难以理解。护理专业学生的解剖基础相对薄弱,
通过理论讲解和PPT展示,学生很难全面理解和掌

握髋关节脱位的损伤机制、临床表现、复位方法、护理

措施等[7]。(2)护理专业学生初学专业课,缺乏将二

维影像资料转化为3D空间构型的能力,缺乏有效的

教具帮助护理专业学生构建3D空间构型。教学模型

是实践教学的重要教具,3D打印制作的教学模型形

象、直观生动,可有效解决现有模型精准度不高的现

状,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根据临床真实情景,可打

印出与患者实际病情相同的模型,同时有助于对患者

进行健康教育。此外,3D打印技术在护理临床实践

中应用也很有必要。3D打印技术可以根据临床教学

的需要,制作各种个性化、形象化的模型,使临床教学

过程更加有趣,让学生参与积极性提高。实践教学是

护理专业学生夯实理论知识的重要方式,是提高学生

技能的基本手段。(3)选择典型案例进行讲解,通过

3D打印教学模型演示,可让学生更容易理解髋关节

脱位的3种类型。借助3D打印教学模型进行复位模

拟,可帮助学生理解复位的方向和治疗方法,提高学

生的学习兴趣。分组讨论如何去进行牵引护理、压疮

护理、如何去预防深静脉血栓和进行健康指导,这样

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可以增强学生的临

床思维能力。在教学实践中发现,3D打印教学模型

可让学生更真实地感受髋关节脱位的变化,对复位方

法、并发症护理有深入理解,从而提升教学效果。
如何将髋关节脱位进行更有针对性[8]的教学,也

是骨科护理教学所面临的挑战。随着3D打印技术[9]

的发展,将CT扫描数据输入计算机中,运用 mimics
软件设计制作教学模型,将3D打印教学模型和传统

教学相结合[10],可以将损伤部位更直观地展现在学生

面前[11]。但是3D打印技术在医学教学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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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处于起步探索阶段,而且对教师的计算机技术水平

要求也较高,还需要3D打印机和打印材料,且模型设

计制作[12]需要的时间也较长,费用也较高。随着3D
打印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13],相信将来,随着计算

机技术的不断发展,3D打印模型在教学领域会应用

得更加广泛,前景会更好。
综上所述,将3D打印教学模型技术应用于骨科

护理教学中,可使髋关节脱位的教学直观化、形象化,
这样不仅可提高教学吸引力,还可让护理专业学生更

好地理解解剖学知识和生物力学知识,加深其对髋关

节脱位治疗方法和护理要点的理解,从而提高教学效

率和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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