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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沉浸式教学结合闭环式考核在呼吸内科实习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

取 2021 年 8 月至 2023 年 8 月到呼吸内科实习的 140 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按进科先后顺序分为对照

组和观察组，每组 70 人。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观察组采用沉浸式教学结合闭环式考核。实习结束

后对两组学生的理论、临床诊疗和操作技能、共情能力、教学效果进行比较评价。结果　观察组学生

理论、临床诊疗和操作技能考核成绩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观察组学生

共情量表得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73.83±6.71）分 vs. （61.08±6.32）分；t=15.60，P<

0.001]。观察组学生在学习兴趣、自主学习能力、对疾病的综合分析能力、临床思维能力、独立发现

分析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团队协作能力 6 个方面的认可率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　沉浸式教学结合闭环式考核有利于提高呼吸内科学生的理论和实践水平，提升学

生的共情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有助于改善临床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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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immersive teaching combined with 

closed-loop assessment in respiratory medicine internship teaching. Methods　A total of 140 students who 

interned in the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Medicine from August 2021 to August 2023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subjects. They were assigned 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 based on the time of 

admission, with 70 stud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traditional teaching,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immersive teaching combined with closed-loop assessment. After the internship, 

the theories,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peration skills, empathy ability, and teaching effectiveness of 

the two groups of students were compared and evaluated. Results　The scores of theories,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nd operation skill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01). The observation group scored significantly higher on the empathy scale than the control group 

[(73.83±6.71) vs. (61.08±6.32); t=15.60, P<0.001]. The recognition rat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studen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learning interest, self-learning ability,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bility of diseases, 

clinical thinking ability, independent discovery, analysis, and problem-solving ability, and team col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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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ility, a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s　 Immersive teaching combined with 

closed-loop assessment is beneficial for improving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levels of respiratory medicine 

students, enhancing their empathy and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bilities, and improving clinical teaching 

effectiveness. 

【Key words】 Immersive teaching; Closed-loop assessment of implementation process; Respiratory 

medicine; Teaching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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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内科是内科学中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呼

吸系统及其相关疾病的临床学科，疾病谱多，且较

多患者具有较强的个体性特征，临床实践性强，临

床教学具有一定难度[1]。随着医学教学模式的逐步

转变、发展和优化，探索合适的教学模式应用于临

床教学具有重要意义。沉浸式教学是沉浸理论在

教育领域的具体应用，即让学生沉浸到临床的真实

环境中，从而亲身体验、感受临床的方方面面[2]。闭

环式考核不仅要在原有的实习环节中注重教学过

程和教学考核，还需增设各环节的反馈和考核，使

其形成一个闭环，从而提升学生的教学效果和质

量[3]。因此，在呼吸内科临床教学中做到把沉浸式

教学与过程性考核有机结合，是临床教学的有益

尝试。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 2021 年 8 月至 2023 年 8 月分配到呼吸内科

实习的 140 名本科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按进科先后

顺序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70 人。对照组女生

38 人、男生 32 人，年龄（22.07±2.62）岁，采用传统教

学。观察组女生 34 人、男生 36 人，年龄（22.40±

2.12）岁，采用沉浸式教学结合闭环式考核。两组学

生在性别、年龄和学历对比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具有可比性。

1.2　带教方法

1.2.1　对照组

以带教教师示教的方法进行临床教学，即首先

进行理论授课，随后进行呼吸内科常见病种的临床

诊疗、操作技能示教，最后对重点的理论、操作技能

进行考核评估。学生还需跟随带教教师进行临床

跟班学习。

1.2.2　观察组

构建呼吸内科教学模块：由呼吸内科教学小组

构建常用教学模块，包括呼吸系统疾病总论、肺部

感染性病变、肺部肿瘤性病变、肺血栓性疾病、急性

呼吸窘迫综合征与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胸膜疾

病及呼吸衰竭等。同时在每个教学模块中均以每

个疾病作为教学单元，设置相应的情景模拟演练，

让学生在情景模拟演练中参与临床活动，以达到沉

浸式体验的目的，同时讨论、提问及问题反馈均贯

穿于学习的全过程。

理论授课：每周一、周三进行一次理论授课，每

次时长约 1 h，主要包括呼吸内科每个教学模块的具

体内容，在理论授课的同时对学生进行随堂提问，

每次授课结束后，提出一个与该堂课内容相关的典

型临床案例，让学生进行讨论，并作为随堂考核的

结果。如：不同年龄段患者肺炎的临床表现是否相

同？肺炎的实验室及影像诊断依据有哪些？如何

鉴别不同的细菌性肺炎、真菌性肺炎及其他特殊类

型肺炎？……通过案例的讨论引导学生站在患者

的角度考虑问题。同时，学生在每堂授课结束后均

对该堂课进行反馈，带教教师则对反馈内容进行

整改。

沉浸式教学：采用情景模拟演练（以肺炎为

例），让学生通过切身感受和体验患者的真实情景，

从而与患者共情。学生自行组队并分配角色（患

者、家属、医师、护士）进行情景模拟，并在情景模拟

演练中完成相应的操作，如查体、开具医嘱、回答家

属问题等。每次情景模拟演练结束后带教教师对

学生进行提问以完善课堂考核，评估学习掌握情

况。如重症肺炎的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是什么？

常见病原菌肺炎（支原体、葡萄球菌等）的临床特点

是什么？如何进行抗生素的合理应用？……学生

沉浸式角色后需要反馈感受，从而促使带教教师调

整、优化流程，提升沉浸式教学的质量。

临床实践：学生跟随带教教师进行临床实践活

动，带教教师根据管理病人的特点及病情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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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相应的诊疗问题，鼓励学生在临床实践中运用

共情的方法，让学生带着任务进行临床实践体验，

提高实践效果。如肺炎患者突然出现呼吸困难，可

能有哪些病因并需如何进一步确诊及治疗？细菌

性肺炎与病毒性肺炎的影像鉴别有哪些？……在

每天的临床实践活动结束后，带教教师需对学生进

行提问，以了解和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同时学生

也对临床实践过程的体验进行反馈，分析该过程中

出现的不足并进行归纳分析，以帮助带教教师做出

具体的改进措施用以完善后续教学方案的实施，从

而促进教学内容及方法的改良。带教教师在理论

授课、沉浸式教学及临床实践的各环节均随时进行

提问，考核评估学生的学习情况，能及时发现和解

决学生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并及时完成

教学过程中的相关考核。整个教学环节均采用“教

学-考核-反馈-教学”的闭环式过程，避免以结果性

考核为主的单一性，促使整个教学活动更加科学

合理。

1.3　教学评价

①理论、临床诊疗和操作技能考核：理论、临床

诊疗和操作技能考核各占 50 分，两项得分总和即为

最终成绩，满分 100。②共情能力：采用共情量表评

价两组学生教学后的共情能力[4]。该量表共 20 个条

目，主要包括观点采择（10 个条目）、情感护理（8 个

条目）、换位思考（2个条目）3个维度。采用Likert 5 级

评分，按照“完全不同意”“不太同意”“基本同意”

“比较同意”““完全同意”分别依次计 0~4 分，满分

80，得分越高说明共情能力越强。该量表Cronbach’s α
系 数 为 0.842，重 测 信 度 为 0.693。 ③ 教学效果评

价：采用呼吸内科自制问卷调查表进行评价，主要

评价指标包括学习兴趣、自主学习能力、对疾病的

综合分析能力、临床思维能力、独立发现分析及解

决问题的能力、团队协作能力 6 个方面，回答“是”即

表示对该方面的提高得到认可，回答“不是”即表示

对该方面的提高没有得到认可。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2.0 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

资料以频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检

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理论、临床诊疗和操作技能考核成绩比较

观察组学生理论、临床诊疗和操作技能考核

成绩及总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表 1）。

2.2　共情量表得分比较

学生共情量表各项得分及总分均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 2）。

2.3　教学效果评价对比

观察组学生在学习兴趣、自主学习能力、对疾

病的综合分析能力、临床思维能力、独立发现分析

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团队协作能力 6 个方面的认可

率高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 3）。

表1 两组学生理论、临床诊疗和操作技能考核成绩比较

[n=70，（x±s），分]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t 值

P 值

理论考核成绩

41.63±4.71

46.10±4.90

8.40

<0.001

临床诊疗和操作
技能考核成绩

40.16±5.53

46.05±5.41

10.40

<0.001

总分

82.67±7.32

93.08±8.71

13.06

<0.001

表2 两组学生共情量表得分比较[n=70，（x±s），分]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t 值

P 值

观点采择

31.52±3.18

36.10±3.09

9.20

<0.001

情感护理

24.67±4.53

30.05±4.41

10.31

<0.001

换位思考

4.14±1.06

6.72±0.77

5.32

0.012

总分

61.08±6.32

73.83±6.71

15.60

<0.001

表3 两组学生教学效果评价对比[n=70，例（%）]
条目

学习兴趣

自主学习能力

对疾病的综合分析能力

临床思维能力

独立发现分析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团队协作能力

观察组

认可人数

66

63

59

57

60

62

认可率（%）

94.29

90.00

84.29

81.43

85.71

88.57

对照组

认可人数

51

47

34

42

45

53

认可率（%）

72.86

67.14

48.57

60.00

64.29

75.71

χ2值

9.69

8.13

17.06

13.21

12.07

7.01

P 值

0.003

0.006

<0.001

<0.001

<0.001

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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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沉浸式教学是一种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引导

的教学方式[5]。本研究应用于呼吸内科的沉浸式教

学就是让学生沉浸到与患者沟通的模拟环境及真

实的临床环境中去，从而深刻地体会呼吸内科医师

在临床工作中的各项内容。相较于传统的单纯观

摩，能让学生更有效地切身感受，具有极佳的行为

感受和反馈思索。此外，本研究在应用沉浸式教学

的同时，还实施了闭环式考核，即带教教师在理论

授课、沉浸式教学及临床实践的各环节均随时进行

考核，评估学生的学习情况，以便能及时发现和解

决学生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整个教学环

节均采用“教学-考核-反馈-教学”的闭环式过程。

结果显示，沉浸式教学结合闭环式考核有利于提高

呼吸内科实习学生的理论和实践水平，提升学生的

共情能力，有助于改善临床实践教学效果。

美国教育学家斯塔弗尔比姆曾经说过：“评价

最重要的意图不是为了证明，而是为了改进。”教学

效果是教学评价的核心。本研究中，每堂教学均采

用过程性评价，以评估学生的学习掌握情况；随后

要求学生进行教学反馈，带教教师根据反馈结果改

进教学方法。该过程不仅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

了评价，同时还对教师的教学过程进行了评价和反

馈，从而能更好地促进教学。其次，本研究做到了

效果与过程的结合。整个教学过程不仅关注了学

生的学习效果，更注重学生的学习过程。最终的考

核成绩并不能作为全面衡量学习效果的指标，对医

学尤其如此，需要学生具备临床实践能力、应急应

变能力、协调沟通能力等，这些均需要在学习的过

程中进行考核并能体现在今后的临床实践工作中。

最后，沉浸式教学能让学生产生共情，而共情能力

的产生是医护人员能够站在患者的角度考虑问题

的关键，能感受患者的情感变化并给予相应的理解

和帮助[6]。本研究显示，观察组学生共情量表得分

高于对照组，表明沉浸式教学可以提高学生的共情

能力。而通过情景模拟演练等方式，不仅可以提高

学生运用知识、综合理解沟通的能力，同时还可以

提前让学生从学习者/参与者到主导者进行角色转

变，必然能够更深层次地提高学生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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