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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后疫情时代的影响,高等

教育发生了重要变化,护理教育形态也发生了显著

改变,线上远程教学比例显著增加[１].但由于护理

学专业理论知识较为抽象,且实践教学极为重要,对
操作能力和临床综合能力等的教学要求较高[２],目
前的线上教学方式并不能完全满足护理教育的需

求,存在实践性不足、学习者专注度不高、线上教学

资源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３].元宇宙(metaverse)
的出现为解决这些护理教育问题带来了新的契机.
教育部«教育信息化２．０行动计划»[４]中提出,要利

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AI)、大数据、物
联网等高新技术,推动教育模式变革和生态重构.
同时,生活在互联网时代“Z世代”[５]的护理学习者

对高新技术具有很好的接受度[６].随着教育信息化

的发展,AI、虚拟现实(virtualreality,VR)、严肃数

字游戏等技术越来越多地应用在护理教育中.在人

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VR等技术的加持下,护理

教育元宇宙(nursingeducationmetaverse,NEMS)
将会构建成以资源生态、社会交往、探究学习和评价

系统等为核心的智慧学习空间,形成虚实融生的学

习模式,推动护理教育新形态的发展.本文从元宇

宙视角梳理护理教育在未来的应用场景创新与教学

模式创新,并对其发展提出构想,旨在为护理教育工

作者提供参考.

１　元宇宙的起源、核心技术与主要特征

元宇宙由英文中的“metaverse”一词翻译而来,
“meta意为超越,verse是universe的缩写,意为宇

宙”,即元宇宙可被理解为超越现实世界的新宇宙.
元宇宙构想源于１９８１年的科幻小说«真名实姓»[７],
而“metaverse”一词最早出现在１９９２年的科幻小说

«雪崩»中[８].后续关于元宇宙内涵的解释呈现多样

化发展.整体来看,元宇宙包含了相互融合的现实

世界与虚拟世界,两个世界的部分信息、资源等可以

无缝连接和持续流动,其被视为继个人电脑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之后的第三次互联网革命,是通过去中

心化架构对真实场景进行镜像的虚拟社会和社交网

络[９].元宇宙的核心技术包括区块链、人机交互技

术、电子游戏技术、AI技术、网络及运算技术和物联

网技术等底层技术,其中区块链技术是元宇宙的运

行规则,保障了元宇宙的数据流通与交换[１０].以

VR、增强现实(augmenedreality,AR)、混合现实

(mixedreality,MR)、扩 展 现 实 (extenedreality,

XR)等技术为代表的交互技术是用户进入元宇宙的

媒介[１１].网络与运算技术是元宇宙中数据高速传

输与处理的保障.AI技术是元宇宙背后的数据“操
盘手”,能对数据流进行分析[１０].物联网技术是用

户数据的收集器.同时数字孪生等综合性技术对于

元宇宙的构建也十分重要[１１].基于上述技术,元宇

宙具有沉浸感、低延迟、多元交互、人机共创、虚实共

生、去中心化等主要特征[１２].

２　元宇宙视角下的教育改革

２．１　教学方法改革　元宇宙视角下教学方法的改革

目前以混合式教学的范式转变为主,正在向线下教学

与沉浸式三维数字平台的深度结合转变.宏观层面,

Jovanovic等[１３]开发了 VoRtex元宇宙游戏化学习平

台,有助于新式混合教学;美国莫尔豪斯学院建立了

三维化数字孪生校园,在其中进行教学等活动[１４].微

观层面,孙亚文[１５]将语音交互技术、AI与 VR技术结

合开发了智能英语对话元宇宙系统;蒂尔堡大学采用

触觉反馈元宇宙系统,模拟海狸的感受以培养同理

心[１６].元宇宙视角下的教学融合了一系列技术,使虚

拟化身更加真实,也让反馈呈现多感官刺激,同时减

少了设备负担,增强了交互自然度,降低了不适感.

２．２　效果评价与激励机制改革　元宇宙视角下,教
育效果评价与激励机制的变革也在悄然发生.效果

评价中数据的收集增加了各类客观指标,如采用无

创电极收集学生生理数据来测量学生的认知投入

度[１７],并通过机器学习等方法深度分析数据背后的

规律[１８].激励机制中有研究[１９]结合区块链技术,利
用平台自动设计生成个性化的电子徽章以激励达成

相应学习成就的学生.元宇宙教学中的评价与激励

变得更加客观化、智能化.

３　元宇宙视角下护理教育的创新

３．１　应用场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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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１　基础知识教学　一些基础理论知识常因其抽

象性而导致学习者理解难度大、学习效率不高[２０].
在 NEMS中,学习者可以通过 VR设备进入到护理

理论知识学习空间,抽象知识将以具象化、动态化的

形式呈现,学习者能够借助体感设备或操作手柄对虚

拟患者进行观察、互动及护理[２１].学习者也可通过

MR设备将上述虚拟内容与实体模型叠加,达到节约

仿真模型成本和增强模拟教学真实感的目的[２２],为促

进知识理解、提升综合能力打下坚实基础.

３．１．２　实践技能训练　由于环境限制、操作安全性

等诸多原因,学习者临床操作能力难以得到有效练

习[２３].通过交互设备,学习者可以进入护理操作虚

拟空间进行反复练习,交互设备能够依托 AI技术根

据现实状况对学习者操作进行恰当的反馈以增强其

真实性[２４].此外,已有不少学者对 VR和 AR护理

技能训练形式进行了初步探索[２５],但对于 AI的综

合应用尚有欠缺[２４].NEMS在保证操作可重复性

和安全性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留存了真实感,能够让

学习者更好过渡到临床相关工作中.

３．１．３　护理人文教育　护理人文教育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其内容包括同理心塑造、沟通能力锻炼、护理

职业道德培养等[２６].NEMS可为人文教育提供不

一样的实践方式,学习者可以护理工作者的身份进

入虚拟环境,与人工智能控制的患者化身进行沟通

能力练习,人工智能化身可以模拟患者的面部表情、
肢体动作等外在表征,且能对学习者虚拟化身的语

气、表情进行识别,做出真实世界中患者的反应[２７].
通过 NEMS对时间单向性的打破[１０],学习者可进入

１９世纪的克里米亚战场,感受提灯女神的人道主义

精神;亦可回到新冠疫情初期,体会医护工作者的舍

己为人.随着 NEMS的发展成熟,人文能力的培养

将实现更好的突破和提升.

３．１．４　综合能力培养　在照护过程中,护理工作者

需要与医师、康复师、营养师等人员紧密配合.因

此,对护理学习者开展跨专业教育至关重要[２８].在

NEMS中,各类医学专业学习者以符合自身工作性

质的化身形象进入虚拟医疗情境,围绕一个特定的

医疗事件开展学习活动,其中的患者、家属等可以是

真人化身,也可以是人工智能化身,系统会给定一个

患者的健康目标,而完成这个目标需要跨专业协同

完成,最终让每个学习者都对自己专业能力有更加

深刻的认知,同时增强跨专业协作能力,实现真正意

义上的跨学科教育[２９].

３．１．５　护理知识库创建　自２００６年起,有部分组织

与学校在SecondLife平台中陆续建立了虚拟图书

馆[３０].２０２０年,马来西亚建立了第一个元宇宙医学

图书馆[３１].NEMS中也应设有护理教育数字资源

库,其中包括基础知识、课程资源、文献资源等,学习

者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各类交互设备进入护理教育数

字资源库访问教学资源,以全景视频、三维动画为主

要内容的教学资源能够赋予学习者全感官体验[１７],
实现传统方式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区块链技术能够

赋予护理教育资源唯一性,保护资源创作者版权,保
障了良好的护理教育资源创作生态[１１].此外,基于

人工智能可建立学习行为模型,智能推荐资源.

３．１．６　虚拟教育社区构建　虚拟教育社区是以网络

作为基础平台,为实现共同的教学目标所组成的社

会群体,具有教育性、开放性、自主性等特征,能够增

强学习者学习互动性、求知欲.但目前的虚拟教育

社区主要以社交平台等传统互联网媒介为载体[３２],
存在沉浸感和互动性不足等问题.未来 NEMS中

的护理虚拟教育社区将会以全真形态呈现,学习者

与教学者以三维化身为个体形态,在高沉浸、多互动

的多人虚拟环境中进行护理知识的学习、讲授、交
流、互动等活动[３３],护理教育者在虚拟社区中面对

面制定教学方案,学习者面对面讨论学习问题或向

老师咨询,实现跨时空的护理教育.

３．１．７　考核与认证　目前护理教育中的考核与认

证,大多以传统方式进行.NEMS中的区块链技术

具有不可篡改性、去中心性等特征,可以高度保障电

子证书的可靠性.一方面,各类证书可以电子徽章

的形式颁发,其中包含学习者的全程学习评价,能够

让认证资质在学校之间、学校与医疗机构之间及不

同地区之间高效流动[３４].另一方面,通过 NEMS中

的专业学习记录,学习者的学习行为将经由自主和

物联网方式全程记录,有利于护理学习者的反思学

习、主动学习与自我反馈[３５].学习者的学校考核与

工作资质考核也可在虚拟空间中进行,考生的各类

行为将被物联网设备实时监测并上传分析,最大程

度保证了考核的公平性.

３．２　教育模式创新

３．２．１　从资源型到沉浸型创新　在传统教育模式

下,护理教学资源供给主体为教育者,护理教育行为

常通过教师向学习者单向讲授知识和能力为主.

NEMS可使学习者通过沉浸式媒介进行护理学习,学
习者可自行创造学习内容,其他学习者可借助这些资

源补充自身,教学者也可了解这些内容来调整护理教

学策略[３６].NEMS中每个主体都兼具教师与学习者

的职责,教与学的边界将会日渐模糊,成为一种双向

交互行为[９].传统护理教学模式中的翻转课堂、基于

问题的学习等方式也将融入NEMS中,护理教育将向

高沉浸感的体验式教学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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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２　从自在型到智慧型创新　NEMS中每个个体

均有一个自己的数字孪生画像,AI借助这些画像对个

体的状态、喜好等进行分析预测,针对性投放护理教学

资源[３７];同时,护理教育者也可借助画像调整教学策

略,甚至可以利用大规模语言模型技术如 ChatGPT
等[３８],将一些常规化的学习问题交由 AI解答,释放教

育者的部分精力,节省教育资源,让整个护理教育系统

具有智慧,实现因材施教和智慧型护理教育.

３．２．３　从离身型到具身型创新　在护理实际工作

中,身体与情境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交互,这些交互需

要身体的深度感知,但现阶段的护理教育大多为“离
身”状态,所学知识与实际工作内容具有一定差距.
具身认知理论认为,认知、环境、身体构成了认知过

程的统一体,只有充分将认知行为建立在环境与身

体充分 交 互 的 前 提 下,才 能 获 得 最 佳 的 认 知 效

果[３９].NEMS中各类虚实相交的具身交互对护理

知识的建构具有重要作用,为护理学习提供了新的

维度,突破了传统的离身模式.

３．２．４　从有限型到泛在型创新　传统护理教育中,
能够接受教育的时间较为有限,在课堂之外的其余时

间,护理教育难以实现教育行为在各类场景中的“泛
在”.而在NEMS中,在课堂内外,学习者均可以通过

手机、电脑或VR等交互设备随时随地进入虚拟学习

空间,与其他学习者共同学习或向老师请教[４０].在传

统模式下,一些实践类学习几乎无法在实验室或临床

环境之外进行,而通过 NEMS,这些实践练习能够打

破时空的限制,实现灵活地学习.理论学习也将能充

分利用课余碎片时间,实现课堂空间与课外空间的无

缝衔接,同时也能让工作繁忙的临床学习者有更多学

习机会,实现无处不在的护理学习[４１].

４　元宇宙视角下护理教育所面临的挑战

４．１　技术发展尚不够成熟　目前,元宇宙的相关技

术仍不成熟,且技术整合尚有不足,存在真实感弱、
交互不够充分等缺陷[４２].较高沉浸度的硬件设备

价格较高,难以大规模应用.对于护理教育者而言,
需在科技发展过程中密切关注最新进展,将高质量、
相对低成本的元宇宙相关新技术及时运用在护理教

育实践与研究中.

４．２　相关研究不足　目前,关于 NEMS的研究缺

乏,护理教育对 NEMS的关注尚有不足[４３].未来,
需加大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力度,通过多维视角,
关注 NEMS的应用需求和实际效果,推进 NEMS
的发展,积极研究适合 NEMS的护理教育模式.

４．３　跨专业、跨机构合作不足　NEMS本身具有产

业化和跨专业合作的性质,但目前跨机构合作不

足[４４].为充分发挥 NEMS的作用和优势,医学院校

需积极与理工科技术院校及企业展开多学科合作,协同

开发NEMS新平台,以研究促进NEMS产业化,使产业

反哺NEMS建设.此外,NEMS还面临隐私、政策、伦
理等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政府统筹,加强NEMS顶层设

计,并经由跨学科团队和机构的通力合作来解决.

４．４　护理教育主体信息素养不足　有文献[４５]显示,
国内外各层次护理学习者信息素养相对不足,且信息

技术素养有关的教学尚未普及.NEMS由于其高技

术性,对护理学习者及护理教育工作者的信息素养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数字化教育快速发展的新时代,
尤其是高等护理教育中,需充分考虑信息素养内容的

体现,建设交叉学科研究平台,培养包括护理信息学或

护理工程学在内的跨学科交叉人才.护理教育者也可

通过继续教育等方式提高教师队伍的信息素养,以便更

好地建设和利用NEMS.

５　小结

NEMS作为一种全新的护理教育形态,具有可

观的发展潜力.面对护理教育发展的新机遇,护理

教育者应保持开放的心态,怀有对科技时代的敏感

性,积极探索元宇宙的应用场景、教育策略,构建新

型教育模式,推进护理教育的创新发展.同时,也应

理性看待 NEMS,未来的护理教育生态切不可“脱实

向虚”,而是虚实融生、协同发展,促进护理教育质量

的提升,培养优秀护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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