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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情景教学法在医学生心肺复苏培训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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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研究实践-情景教学法在医学生心肺复苏培训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 2014 年 12 月 ～2016 年 12 月皖南医

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本科实习生 64 名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32 名。结果: 观察组理论、技能和综合成绩

( 88．11±4．68、90．25±2．54 和 90．05±3．05) 均高于对照组( 75．87±5．23、79．59±3．18 和 78．58±2．51)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观察组非常满意度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实践-情景教学法在医学生心肺复苏培训中的应用效果

较好，在提高教学水平的同时提高了教学质量及学生非常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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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situational teaching methods for training of medical students in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HE Changping，CHEN Bin，YE Sheng，WANG Wenbing，LLIU Chaoyang，CHEN Aihua
Department of Cardiovascular Medicine，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annan Medical College，Wuhu 241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ssess the effect of practice-situational teaching method for training of medical student in learning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Methods: Sixty-four clinical midicine undergraduates were enrolled in December of 2014 to 2016，and equally randomized into observational group and con-

trol group．Ｒesults: Students in the observational group had better command of theory and skills as well as comprehensive achievement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88．11±4．68，90．25±2．54 and 90．05±3．05 vs．75．87±5．23，79．59±3．18 and 78．58±2．51) ( P＜0．05) ，and had very satisfaction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P＜0．05) ．Conclusion: Practice-situational teaching method is effective in training of medical students in command of cardiopulmonary resus-

citation，and can contribute to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outcomes and quality as well as satisfaction from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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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肺复苏术是人类面对死亡采取的挽救措施，

力求将病人从死亡或濒死状态拯救过来。在人类初

级文明阶段，受自然条件和科技水平制约，复苏措施

主要集中在利用各种物理手段对死亡进行尝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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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复苏方法多是感性和经验性的，复苏效果缺

乏统一的衡量标准［1］。心肺复苏术是医学生必须

掌握的基本技能，特别强调时间的重要性［2］，目前

对医学生的心肺复苏教学方法大多数是老师讲解，

视频播放，徒手操作等，没有真正置身于真实情景之

中，教学很难真正起到效果，以至于医学生在遇到患

者心脏骤停需要急救时手足失措。实践-情景教学

法是通过模拟事件，学生通过角色扮演直接进行体

验，体验后进行总结分析，无论结果如何，都可以带

来深刻的印象，允许犯错，反复体验，最终达到最佳

的效果。本文探索实践-情景教学法在医学生心肺

复苏培训中的应用，现将教学方法及效果总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4 年 12 月 ～2016 年 12 月

皖南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在我院的实习生 64 名作

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均为本科

学生，观察组年龄 20 ～ 22 岁，平均年龄 ( 21．2±0．8)

岁，男 20 人，女 12 人; 对照组年龄 20 ～ 22 岁，平均

年龄( 21．3±0．7) 岁，男 19 人，女 13 人。两组在年龄

和性别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1．2 教学方法 心肺复苏培训包括理论教学和技

能培训。两组学生采取相同教材，相同课时，由同一

组老师培训。对照组采用传统方法教学，讲授，操作

示范，学生训练，考核等。观察组学生分 3 组采用实

践-情景教学法，教学步骤: ①采用临床案例作为教

学案例基础，由带教老师根据临床实例编辑完成。
②分配角色，分别由医学生扮演医生、护理人员、患
者及患者家属等不同角色，实际操作应用安妮模拟

人完成。③具体练习。每组按照提前设计的临床案

例进行，实习生首先判断现场发生的情况，快速判断

患者需要进行心肺复苏，然后按照心肺复苏流程，判

断心跳呼吸，给予急救，包括心脏按压，辅助通气，电

除颤，用药，复苏后综合处理等。④角色轮换。小组

成员对所有角色进行轮换完成，体验不同的感受，对

心肺复苏各个环节都有亲身体验。⑤老师总结。对

于实践-情景教学法中学生们的基础知识掌握，实际

操作流程，医患沟通，人文关怀等多方面给予点评，

指导，答疑等。鼓励学生们把学到的急救技能应用

到实际工作中。
1．3 教学效果评价 两组学生采用相同理论试卷

进行考核，试卷为学校统一试卷; 技能操作采用安妮

模拟人，采用 ipad 记录技能操作成绩，同时考核老

师利用统一评分表给予现场操作各环节评分，两者

相加为技能考核最终得分。培训结束后完成两组学

生对传统教学方式、实践-情景教学法的满意度调

查，采用无记名方式，满分为 100 分，＞90 分为非常

满意，＞80 分为满意，60 ～ 80 分为基本满意，＜60 分

为不满意［3］。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8．0 软件对数据进行

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组

间比较采用 t 检验; 分类资料采用 χ2 检验或秩和检

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实习生理论、技能考核成绩比较 结果显

示，观察组理论、技能考核及综合成绩较对照组分数

均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 1。

表 1 两组学生理论、技能考核成绩比较

组别 n 理论成绩 技能成绩 综合成绩

对照组 32 75．87±5．23 79．59±3．18 78．58±2．51

观察组 32 88．11±4．68 90．25±2．54 90．05±3．05

t 9．866 14．817 16．426

P 0．000 0．000 0．000

2．2 两组学生满意度调查比较 结果显示，观察组

非常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 ＜
0．05) 。见表 2。

表 2 两组学生满意度调查比较

组别 n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对照组 32 12 20 0

观察组 32 25 7 0

z 3．265

P 0．001

3 讨论

心肺复苏术是临床医师必须掌握的最基本也是

最重要的急救技能。如何能够使医学生更好地掌握

这项技能，加强培训就是最好的方法，培训能够让医

学生熟练掌握心肺复苏术，能使他们在以后的临床

工作中，用更专业的技能来抢救心跳、呼吸骤停的患

者，提高生存率。
实践-情景教学法是一种新的培训模式，采用模

拟现场急救环境、创建模拟急救小组、采用多种抢救

案例、利用高级模拟人对医学生进行培训，同时利用

计算机模拟考试综合评判系统给医学生评分，比较

不同培训方式的效果，采用的是小班教学模式。教

学的目的在于提高医学生的现场急救能力、分析及

·89· 皖南医学院学报( J of Wannan Medical College) 2019; 38( 1)



解决问题的能力、团队合作的意识等，激发医学生的

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推进实践-情景教学法的实施，

提高实践技能操作水平，从而进一步规范各种医疗

行为。有研究表明［4］，小班授课可以加强课堂互

动，学生主动参与，拓展知识，提高认同度，学生满意

度提升，促进教学共同体形成，融洽师生关系，也促

进教师之间的交流。我们的实践-情景教学法分组

培训也达到了同样的教学效果。
心肺复苏术从 1960 年开始，至今已有近 60 年

历史，每 5 年进行一次更新，2015 年美国心脏协会

( AHA) 公布了《2015 心肺复苏和心血管急救指南更

新》［5］。指南颁布以来，全国医学院校通过各种模

式的培训，培训模式也相继发生变化，使医护人员的

CPＲ 技能得到了充分的提升［6－7］。但是在心肺复苏

培训中，真实案例再现、团队合作、协调能力、沟通技

巧等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在医学生教育中，情

景教学法应用较多，研究显示［8－9］，情景教学法可以

提高教学效果，提升学生成绩，提升学生满意度，增

强学生对相关知识的运用能力。
传统教学法以老师主动教学为主，是大多数老

师习惯的教学方式，只要熟悉教学内容，就可以完

成，实施起来比较容易; 对于学生来说是被动学习，

是填鸭式，参与度不够，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较观察

组有差异。根据以往的经验，许多实习生由于各种

原因在临床实习期没有能够接受更好的专业训练，

导致实践操作能力不够，医师资格考试通过率偏低，

不能真正适应临床工作。实践-情景教学法以学生

参与真实案例为主，倡导主动学习，提高学生临床思

维能力，实践动手能力，提高学习积极性; 对于老师

需要提高思想认识，打破传统教学模式，准备案例，

按照案例准备教案内容，完成教学任务，需要老师付

出更多的心血和汗水，没有教学热情和踏实的教学

作风，是无法完成的。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采用实践-情景教学法进

行教学，学生的参与度高，思维能力及实践动手能力

明显提升，与老师互动机会明显增多，非常满意度也

明显提升。在临床学院实行本科生导师制，对医学

生“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提供了良好的平

台，运用实践-情景教学法在日常带教工作中，可以

鼓励学生参与教学全过程，激发主动学习能力。模

拟真实场景使学生学习兴趣浓厚，师生关系更加融

洽，教学效果明显，值得在临床医学院校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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