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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探讨护理本科基础护理学课程“专创融合”教学实践的效果.方法　便利抽样法选取某高校护理本科二年级

学生(以下简称护生)为研究对象.采用历史对照研究设计,将２０２１级护生设为对照组(n＝１１７),２０２２级护生设为干预组

(n＝１００).对照组采用常规教学法,干预组采用“专创融合”教学法,比较两组护生在课程学习效果和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方

面的差异.结果　教学后,干预组在基础护理学课程考核成绩和«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自评量表»得分上均高于对照组(P＜
００５).结论　“专创融合”教学实践可提升护生的基础护理学课程学习效果和创新创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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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４年政府工作报告[１]明确提出,要加速推进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其核心特征在于创新.研究[２]

表明,护理专业学生在创新意识方面存在不足,且知

识学习与行业企业的脱节导致其创新创业(简称“双
创”)能力普遍薄弱.鉴于此,如何在课程教学中有

效培养学生在面向大健康需求时解决复杂健康问题

的实践创新能力,成为专业教师亟待解决的重要课

题.而“专创融合”教学改革则是培养创新型专业人

才的关键途径[３].“专创融合”即专业教育与双创教

育的深度整合,重点在于依托专业教育,全面提升学

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双创能力[４].本文以基

础护理学课程为例,详细阐述双创教育融入课程教

学内容、实施及评价的环节,旨在为护理学专业课程

教学探索一条可供借鉴的“专创融合”教学创新实施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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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２２年９月至２０２４年６月,采用

便利整群抽样法,选取某高校全日制护理学本科二

年级学生(以下简称护生)为研究对象.将２０２１级

护生设为对照组(n＝１１７),２０２２级护生设为干预组

(n＝１００).对照组中女性８９人(７６％),男性２８人

(２４％);干 预 组 中 女 性 ８０ 人 (８０％),男 性 ２０ 人

(２０％).两组护生的年龄、性别、成绩绩点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本研

究已获我校伦理委员会批准(２０２４HLＧ３９０).

１．２　研究方法　基础护理学共计１４４学时,护生在

二年级两个学期中各学习７２学时,理论课和实训课

各占一半.理论课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而实训课均在线下实训室进行.每个大组约２５人,
分６个实训小组,配备１间实训室和１名授课教师.

１．２．１　对照组　依据培养方案、教学大纲和教学周

历,理论课依托慕课资源,以理论性知识学习为主,
线下采用问题驱动教学法的案例教学、翻转课堂形

式授课;实训课采用“教师示教→学生训练(教师针

对性指导)→学生反馈→教师总结”的流程进行.思

政素材、视频及随堂测试均发布在课程平台资料区,
案例则在话题区发布,教师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并及

时反馈答疑.

１．２．２　干预组

１．２．２．１　组建多元师资队伍　依托特色行业学院、
省级创新实践建设平台及产教融合示范学院,精心

遴选基础护理学教师共计１２名,其中包括院校教师

６名、行业导师２名(分别来自医院和社区)、企业导

师２名(来自两家产学合作公司),以及２名本校创

新创业基础课教师.借助基础护理学“专创融合”虚

拟教研平台,开展集体备课,并推进设计性教学活

动.教师遴选标准为在其专业领域工作满５年,具
备丰富的授课经验及双创指导经验.

１．２．２．２　“专创融合”教学设计　基于国家要求、人
民健康 需 求 和 学 生 毕 业 要 求,经 过 前 期 文 献 研

究[５Ｇ６]、专家咨询和集体备课,构建了“一体Ｇ两翼Ｇ三

线”的基础护理学“专创融合”教学创新模式,详见

图１.该模式以学生的成长与发展为“主体”,设定课

程总目标为培养服务大健康、担当国家行业使命的

实践创新一流人才;以教法创新和学法创新为“两
翼”,强调引导Ｇ探究式的“教”和融入双创方法、培养

双创能力的“学”,旨在解决学生对双创方法了解和

应用不足,以及拍脑袋“想点子”的现状.三条主线

包括“专业技能线”“双创能力线”和“思政目标线”,
它们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构成“专创融合”课程内

容.“专业技能线”旨在培养学生适应岗位需求的专

业技能,满足专业发展需要;“双创能力线”旨在培养

学生适应社会和竞争需求的双创能力,满足就业需

要;“思政目标线”旨在培养学生实现成长与发展必

备的价值观和方法,满足未来发展需要.团队将教

学内容重构为患者出入院护理、安全护理、生活护

理、药疗护理、生命支持和护理文书六大模块,深入

挖掘每个模块的思政元素和创新元素,以育人性、科
学性、前沿性、实践性、学术性为原则,深度整合学科

前沿、交叉学科、行业企业新进展、痛点问题和社会

需求,使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能够沉浸于行业企

业的真实问题中.目前,已开发融入思政、双创元素

和行业企业康养需求的“专创融合”案例４１个[７],并
有机融入课程教学.教学评价从护生学习效果和双

创能力两个方面进行设计.

图１　基础护理学“专创融合”教学创新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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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３　课程实施举例　下面以“５E”引导Ｇ探究式

学习法在生命支持模块“心肺复苏术”(cardiopulＧ
monaryresuscitation,CPR)章节的应用为例进行介

绍.“５E”包括吸引(engagement)、探究(exploraＧ
tion)、解释(explanation)、迁移(elaboration)和评价

(evaluation)五个环节[８].(１)线上自学.发布自学

任务单,包括四大任务:完成中国大学 MOOC平台

上理论性知识视频的学习和测试;学习视频操作或

虚拟仿真实验,完成自主训练并提交视频作业,支撑

课上探究环节;从患者及创新角度出发,提出问题并

拟定解决方案,要求学生结合寒暑假临床见习完成,
助力迁移环节;参与课程平台情景案例的话题讨论.
学生完成自主学习任务后,进入４学时的线下实训.
(２)课中(线下实训).①吸引环节:导入本校职工

CPR救人的事迹,结合教师个人行业专访.作为本

校附属医院的新入职职工,该职工与学生年龄相仿,
以此身边典型案例引发学生兴趣,引出“会不会救?
愿不愿意救?”的话题,明确学习目标.②探究环节:
首先,教师反馈学生提交视频的得分情况,学生进行

操作演示,CPR智能反馈平板从按压深度、频率、回
弹及中断情况评分,激发学生主动构建知识,分小组

讨论操作中的易错点.③解释环节:小组展示讨论

结果,教师针对易错点进行精讲,解决第一个问题

“会不会救?”.精讲部分强调学理性和学科交叉,如

CPR为何需保持特定按压深度和频率,引出胸泵机

制,鼓励学生进行医Ｇ工交叉开发 CPR 教具.④迁

移环节:首先,针对课前第三个预习任务,学生基于

行业企业实践提交的图片(问题驱动),围绕“胸廓畸

形患者抢救时如何按压?”“机械按压与人工按压的

优劣?”“婴幼儿、孕妇抢救时按压方法?”等问题进行

小组快问快答.接着,教师导入冲突情景,在一次踩

踏事件中,一名医学生实施 CPR救活患者后,却因

患者肋骨骨折被起诉,询问学生肋骨骨折时是否继

续按压? 通过课堂平台投票后,由正反方辩手展开

辩论.教师进行正向引导和反向思政输出,增强学

生对法治社会的信心,突出制度自信,解决课前第

２个问题“愿不愿救?”.随后,通过推导文献数据引

出学科前沿,指出非医务人员可实施仅按压胸部的

CPR,类比国内外溺水患者抢救视频,分析我国公众

CPR普及现状,强调医学生的使命担当.⑤评价环

节:教师先展示课前学生提交视频作业的易错点思

维导图.布置课后作业:学生绘制个人易错点思维

导图巩固知识;与思政实践,利用教师搭建的“专创

融合”平台,线上预约、线下服务,进行急救科普,教
会身边一人CPR并录制微视频提交;开展校园或社

区居民 CPR认知现状调查,制订针对性培训方案.

最后,播放救人职工的采访片段,进行小结和升华,
突出“敢为”精神.在授课过程中,依据教学内容和

目标,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例如在引导Ｇ探究学

习的基础上,融入团队抢救示范演示法、小组讨论法

等.在吸引环节,通过引入“专创融合”的经典案例,
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其大胆质疑、探索求真的科学精

神.在探究和解释环节,借助学生演示操作、小组讨

论以及教师针对性的讲解,突出教学重点.在迁移

环节,引入行业企业的真实案例或高阶性的“专创融

合”案例,引导学生应用所学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

问题,培养其解决复杂健康问题的临床思维和创新

思维能力[８],从而突破教学难点.在评价环节,全面

评估学习效果,布置课后作业及延展任务.(３)课后

(线下).学生完成作业,预习新课并开展行业、企
业、社会实践.同时,与第二课堂联动,参加“三下

乡”、青年志愿活动和“挑战杯”等双创类竞赛活动.

１．３　效果评价

１．３．１　护生学习效果　采用６０％的形成性评价和

４０％的终结性评价进行学习效果评价.其中,形成

性成绩包括线上测试(２０％)、实训考核(３０％)、小组

作业(２０％)、学习笔记(５％)、课堂参与(１０％)、实验

报告(１０％)和线上论坛(５％),评价学生知识、能力、
素养目标的达成情况,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终结性评价采用闭卷考试,包括选择题、简答题和病

例分析题,与执业考试题型和内容接轨,侧重知识和

能力目标的考核,由课程组教师进行线上流水阅卷.

１．３．２　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自评量表　由李莹[９]编

制,用于评测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该量表分为

创业人格、基本创业能力、核心创业能力、社会应对

能力４个维度,共４３个条目,包含勇气胆识、责任担

当、踏实执着、自信乐观、实践能力、学习能力、分析

能力、创新能力、机遇把握能力、资源整合能力、领导

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团队合作能力、抗压能力等

１４个能力要素.采用Likert５级评分法,从“非常不

符合”到“非常符合”分别计１~５分,均分得分范围

为１~５分,得分越高表明被试者双创能力越高.本

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０．８８１.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２６．０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x±s描述,组间

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例数描

述,组间比较采用χ２ 检验.以P＜０．０５表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护生学习效果比较　课程实施后,干预组

护生的基础护理学课程考核总成绩为(８４．６５±４．８４)分,
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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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两组护生双创能力比较　课程实施后,干预组

护生双创业能力均分为(４．１７±０．６３)分,高于对照组

(３６３±０．５３)分(P＜０．００１),且两组学生在创业人格、基
本创业能力、核心创业能力和社会应对能力４个维度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０．０５).详见表２.

表１　两组护生基础护理学课程考核成绩比较(分,x±s)

项　目
对照组

(n＝１１７)

干预组

(n＝１００)
t P

形成性考核成绩 ９０．８０±６．７１ ９３．３２±３．９７ ２．８５８ ０．００５
终结性考核成绩 ６６．７４±８．６１ ７５．４６±５．２５ －７．８３８ ＜０．００１
综合成绩　　　 ８０．４２±１１．１２ ８４．６５±４．８４ －３．１８４ ０．００２

表２　两组护生双创能力自评量表得分比较(分,x±s)

维　度
对照组

(n＝１１７)

干预组

(n＝１００)
t P

创业人格　　 ３．６１±０．４５ ４．１０±０．６０ －３．９６４ ＜０．００１
基本创业能力 ３．４０±０．４９ ４．１３±０．５６ －５．８５０ ＜０．００１
核心创业能力 ３．３０±０．５１ ４．０３±０．５２ －５．９４６ ＜０．００１
社会应对能力 ３．６４±０．５３ ４．１７±０．６３ －３．８５７ ＜０．００１
总均分　　　 ３．６３±０．５３ ４．１７±０．６３ －３．９２９ ＜０．００１

３　讨论

３．１　基础护理学“专创融合”教学实践有效提升护

生课程学习效果　研究结果显示,干预组课程考核

总成绩高于对照组(P＜０．０５),表明本教学实践能够

有效提升护生的课程学习效果.本研究构建了“一
体Ｇ两翼Ｇ三线”的基础护理学“专创融合”教学创新模

式,组建多元化师资团队,重塑教学目标,模块化重

构课程内容,创新“教法”与“学法”,并与省内具有广

泛影响力的行业、企业、医院、社区形成协同育人的

“教育链”,创设了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联动的教学

环境,全面发力于教与学的全过程.赵国靖等[６]的

研究亦证实,双创教育绩效与师资队伍、课程内容、
组织领导、机制保障密切相关.提示“专创融合”教
育应以专业课程内容为载体,以师资队伍建设为抓

手,遵循学生成长发展规律和教育规律,将双创教育

分层分类融入学生专业课学习.此外,５E教学法为

护生构建了进阶思考的学习过程[１０],使护生深入行

业、企业、社会的真实问题,在发现问题、创新解决问

题、参与挑战杯等双创类竞赛活动的过程中,不断深

化专业知识的学习[１１],提升服务社会的责任担当意

识,优化学习体验,显著提高育人成效.

３．２　基础护理学“专创融合”教学实践有效提升护

生双创能力　研究结果显示,教学创新后干预组学

生的双创能力得分高于对照组(P＜０．００１),这表明

基础护理学“专创融合”教学实践能够有效提升学生

的双创能力.大学生双创能力的形成与发展受到个

人因素和环境因素的共同影响[６].基础护理学“专
创融合”教学实践通过个人内在知识的进阶建构,并
与行业、企业、社会需求等外部环境协同作用,有效

促进了学生双创能力的提升.通过引入双创教育的

“教法”和“学法”创新,大胆地让学生“先上手”,进行

探究试错,然后针对易错点进行讲解,结合行业、企
业、社会实践,引导学生进行深度思考,必要时连线

校外导师,明晰行业痛点问题、需求和新进展.在课

后实践环节,要求学生走出教室,深入行业,营造浓

厚的“专创融合”氛围,并鼓励学生参与大学生众创

空间团队竞赛,在双创导师的指导下,全面提升团队

合作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

４　小结

以学生为“主体”,以教法创新和学法创新为“两
翼”,将“专业技能线”、“双创能力线”和“思政目标

线”有机融合的“一体Ｇ两翼Ｇ三线”基础护理学“专创

融合”的教学创新实践,能够有效解决护生创新意识

匮乏以及知识学习与行业企业需求脱节导致的双创

能力薄弱问题,显著提升护生的课程学习效果和双

创能力.然而,针对行业企业导师教学水平参差不

齐的现状,开展针对性的培训,以实现行业企业导师

教学能力的同质化提升,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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