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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基础护理学课程中“静脉输液”教学内容为例，介绍了理实一体化翻转课堂的教学过程。理实一

体化翻转课堂包括课前、课中和课后三个阶段，其中，课中阶段以BOPPPS模型为指导，通过各种小组

任务和个人任务实现参与式学习。此教学方法课堂活动丰富，课堂参与度高；加强了学生的深度学习，

课堂学习效果好；充分融入了课程思政，育人效果好。基于BOPPPS的理实一体化的翻转课堂，可以在

基础护理学课程中全面的使用，大力提升课程的育人和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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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teaching practice process of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flipped 

 

 

*通讯作者。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ns
https://doi.org/10.12677/ns.2023.121005
https://doi.org/10.12677/ns.2023.121005
https://www.hanspub.org/


方舟 等 
 

 

DOI: 10.12677/ns.2023.121005 29 护理学 
 

classroom based on BOPPPS model, and takes “intravenous infusion” for example. The teaching 
process includes three stages: before class, during class and after class. Guided by the BOPPPS 
model, participative learning is realized through various group tasks and individual tasks in the 
in-class stage. This teaching method has rich classroom activities, and high participation, and 
strengthened students’ in-depth learning, and better classroom learning effect, and better educa-
tion effect through full integration into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 flipped classroom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based on BOPPPS model can be fully used in the 
Fundamental of Nursing course, and greatly improve th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effect of th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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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翻转课堂指课前学生自主学习，课堂上师生通过协作探究和作业答疑等活动实现知识内化的一种教

学方法[1] [2] [3]，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合作精神和创新意识等的培养[4] [5] [6]。
BOPPPS 是一种有效的课程设计模型[7]，遵循以学生为中心、以目标为驱动的教学理论，注重学生的参

与、反馈、教学互动和反思，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8] [9] [10]。BOPPPS 模式将课堂教学环节分为六个

阶段[11]，分别为：引言 B (Bridge-in)、学习目标 O (Objective)、前测 P (Pre-assessment)、参与式学习 P 
(Participatory Learning)、后测 P (Post-assessment)、总结 S (Summary)，这六个阶段构成一个有效的完整课

堂过程。BOPPPS 模型已运用于 MOOC 教学设计[12]、雨课堂[13] [14] [15]、对分课堂[16] [17]、翻转课

堂[8] [18] [19] [20]和混合式教学法[21] [22] [23]中，也大量运用于护理专业课程[24] [25] [26] [27] [28]的
教学中，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理实一体化是一种融合理论与实验教学，使学生在学和练中理解知识和

掌握技能的教学方法，理实一体化翻转课堂是运用翻转课堂的教学方法开展理实一体化教学，发挥两种

教学方法的优点，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 
《基础护理学》课程涵盖了大量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操作技能，理实一体化教学更符合护理专业课程

的教学规律。本校在《基础护理学》课程的理论教学中开展翻转课堂 4 年，已建设成为首批国家级线上

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然而，实验教学一直采用传统教学方法。为了持续推进国家级一流课程建设，扩

大教学改革范畴，提高教学效果，以“静脉输液”教学内容为例，进行了基于 BOPPPS 模型的理实一体

化翻转课堂教学改革设计与实践，检测该方法的可行性和教学效果，为后续理实一体化翻转课堂的全面

开展提供依据。方法汇报如下。 

2. 教学对象 

2.1. 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择本校 2019 级护本 1 班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47 人，男生 4 人，女生 43 人，

平均年龄 19.33 ± 0.702 岁。在开展理实一体化翻转课堂之前，告知研究对象开展教学改革的目的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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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理解与配合。 

2.2. 教学内容 

《基础护理学》课程，第十四章，第一节“静脉输液”，4 学时。 

3. 教学资源 

3.1. 教材 

《基础护理学》(第 6 版) [29]，李小寒、尚少梅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3.2. 《基础护理学》慕课 

本校自制，是中国医学慕课联盟的首批规划课程，已在人卫慕课(http://www.pmphmooc.com/#/home)
平台上线 7 年，每学期免费向社会开放一次。 

3.3. 教学用具 

① 教学一体机；② 基础盘：碘伏、酒精、无菌持物钳及容器、敷料缸(内装无菌纱块)、棉签、启瓶

器、剪刀、弯盘；③ 输液盘：药液、碘伏、棉签、一次性输液器、弯盘、敷贴、胶布、止血带、治疗巾、

输液卡、瓶贴、网套(酌情准备)；④ 拔针盘：弯盘、棉签；⑤ 其它：手消毒液、医嘱单、护理记录单、

执行单、输液巡视单、输液架(酌情准备)；⑥ 护理车下层：医用垃圾桶、生活垃圾桶、利器盒、弯盘。 

3.4. 教学辅助工具 

超星学习通 APP。 

4. 教学设计与实践过程 

理实一体化翻转课堂包括课前、课中和课后三个阶段，以小班为单位开展，将 2019 级护本 1 班分成

两个小班，再将每小班分成 8 个小组。采用 BOPPPS 教学模型进行翻转课堂教学设计，强调参与式互动

学习，将教学内容设置成各种小组任务和个人任务，小组任务以小组为单位完成，包括小组汇报、小组

讨论、小组演示、小组练习、练习反馈、小组作业；其它任务为个人任务，由学生独立完成。 

4.1. 课前阶段 

4.1.1. 慕课开放 
课前 1 周开放“人卫慕课”第十三章“静脉输液与输血”及相关的拓展学习资源和节测试题。 

4.1.2. 发布资源 
课前 1 周，教师通过学习通向学生发布学习任务清单，包括：学习目标、学习任务(小组汇报主题、

小组演示项目、小组作业题目)、学习评价、学习困惑和建议。同时，教师发布 4 篇与教学内容相关的拓

展学习文献[30] [31] [32] [33] [34]。 

4.1.3. 课前准备 
① 慕课学习：学生自学慕课内容，完成线上的各种习题，参与线上讨论；② 课堂任务准备：小组

汇报主题“抑制过度输液”，汇报小组成员查阅资料，准备课件，课堂汇报，汇报时间 5 分钟；小组演

示项目“密闭式静脉输液”，课前 3 天，教师开放实验室，演示小组根据慕课中的操作视频自行练习，

熟悉操作流程。③ 阅读拓展学习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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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课中阶段 

4.2.1. 引言(B) 
通过“过度输液被叫停”的视频导入教学内容，引导学生正确认识静脉输液。 

4.2.2. 学习目标(O) 
包括知识目标、能力目标、思想道德与职业态度目标。 

4.2.3. 前测(P) 
课件上显示题目，5 个选择题，学生通过学习通提交答案，检测学生课前自学效果。 

4.2.4. 参与式学习(P) 
1) 小组汇报：汇报小组派一位学生代表向其他学生作“抑制过度输液”主题汇报。 
2) 问与答：① 提问“常见的输液反应有哪些？”，检测学生自学效果。② 提问“外伤导致血管破

裂后，是否有气体进入血管？”，引导学生思考生活中的常见现象，引出静脉输液的原理。③ 提问“密

闭式静脉输液时，液体输完后未及时拔针，是否有气体进入血管？”，教师实物展示瓶装输液系统和袋

装输液系统，帮助学生理解静脉输液原理。④ 提问“密闭式静脉输液时，在什么情况下会有气体进入人

体？”，教师实物展示“输液管连接不紧”、“导管内空气未排尽”和“头皮针连接处松脱”，教师演

示“错误的加压输液”。⑤ 提问“气体进入人体后会造成哪些危害呢？”，教师通过流程图和模拟少量、

大量气体进入右心室后的状态，帮助学生理解空气栓塞的发生机制。同时，教师做“与加压输液相关的

专利”和“锁骨下静脉的压力”的知识拓展。 
3) 教师讲解：空气栓塞的临床表现。引用文献做“不同体积的空气进入右心室后的症状”的知识拓展。 
4) 问与答：① 提问“密闭式静脉输液时，如何预防空气栓塞的发生？”，从《静脉治疗护理技术

操作规范》中节选“深静脉导管拔除后穿刺点的护理”做知识拓展。② 提问“患者发生空气栓塞后，如

何进行护理？”，教师模拟缓解症状的体位及原理，促进学生对抢救时患者特殊体位的理解，同时分享

1 个空气栓塞护理案例[34]。 
5) 课间检测：1 个选择题，方法同前测，及时检测课堂学习效果。 
6) 小组讨论：分析临床案例“加压输血空气进入静脉致空气栓塞”[35]发生的原因和提出纠正措施。

小组讨论 5 分钟，汇总答案后选择 2 个小组各派一位代表向其他同学分享答案，教师点评与总结。 
7) 问与答：① 提问“某患者在输液 30 分钟后出现发冷、寒战，该患者可能发生了什么？”，引出

发热反应，同时，教师讲解发热反应的临床表现、发生原因、预防措施和护理措施。② 提问“高热患者

多久测一次体温？”，将前面学过的知识与新知识联结起来，促进知识的运用。③ 提问“某患者 40 分

钟输完了约 500 ml 液体后，突然呼吸困难、端坐呼吸、面色苍白、出冷汗、咯粉红色泡沫样痰，两肺可

闻及湿啰音，该患者可能发生了什么？”，引出急性肺水肿，同时，教师讲解急性肺水肿的临床表现、

发生原因、预防措施和护理措施。 
8) 小组讨论：临床案例“两路静脉同时输血输液致急性肺水肿”[35]分析发生的原因和提出纠正措

施。方法同上一个小组讨论。 
9) 小组演示：演示小组根据教学案例和模拟医嘱，自行准备操作用物，完成操作演示。 
10) 指点迷津：其他同学指出演示小组在演示操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促进学生观察与思考，再由

教师指正。 
11) 小组练习：各小组到对应的床单位练习操作，每人至少练习 2 遍。练习时，学生可以参照演示

情况、慕课视频、实验指导，成员间相互帮助，教师巡回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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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练习反馈：分发小纸片，让小组边练习边总结：“帮帮我”(自己不懂、不会、容易犯错的地方)、
“考考你”(觉得别人可能存在困惑的地方，挑战别人)、“亮闪闪”(感受最深、受益最大的内容)。练习

结束后交给教师，解答学生的困惑，鼓励学生的进步，分享学生的收获。 
13) 文献学习：学习文献“输液性静脉炎预防研究进展”[30]，提问“输液性静脉炎给患者带来的影

响有哪些？”“文章中哪些预防静脉炎的措施？”。 
14) 小组作业：小组课前合作完成“输液后未签名致氨茶碱重复给药”案例发生原因的分析并提出

纠正措施，上课前收作业，教师课间批改作业，然后做作业反馈。 

4.2.5. 后测(P) 
5 个选择题，方法同前测，检测学生课堂教学效果。 

4.2.6. 总结(S) 
思维导图总结重要知识点，帮助学生巩固和构建知识。 

4.3. 课后阶段 

4.3.1. 复习 
学生根据自身的学习情况，有针对性地复习和完成线上习题。 

4.3.2. 线上教学反馈 
通过学习通向学生发送四个问题：“请你谈谈参与小组任务的感受和体会”“这种教学方法锻炼了

你的哪些能力？”“你是否喜欢这种教学方法？喜欢或不喜欢的原因是什么？”“你对此教学方法有哪

些意见或建议？”，学生自愿通过学习通向教师做教学反馈，了解学生参与课堂的感受、体会、效果、

意见或建议，便于改进教学。 

5. 讨论 

5.1. 课堂活动丰富，课堂参与度高 

BOPPPS 模型包括六个阶段，其中参与式学习是核心。教师根据学习目标，将教学内容分解成各种

小组任务和个人任务，课堂活动丰富多样，学生通过完成这些学习任务实现参与式学习。在课堂上，学

生参与小组任务后即可获得小组评分，参与个人任务后获得个人评分，所有的评分都会纳入课程的结业

成绩中，通过过程性评价激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同时，学生在完成任务后，教师点评时给予学生肯定、

鼓励和赞扬，进一步的激发学生积极参加课堂活动，提高了学生的课堂参与度。 

5.2. 深度学习加强，课堂学习效果好 

学生通过完成参与式学习中具有挑战度的小组任务，使学习由浅层学习走向深层学习。① 小组汇报：

教师提前一周通过学习通发布小组汇报主题，汇报小组成员收集、整理资料并做好课件，在课堂上作主

题汇报，培养学生查阅和整理资料、制作课件的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② 小组讨论和小组作业：小组成

员讨论和分析临床综合案例中不良事件发生的原因并提出纠正措施，讨论结束后，小组成员派代表发言，

分享讨论结果，从而引导学生综合运用知识，帮助学生建立临床思维。③ 小组演示：演示小组在课前反

复观看慕课中的操作视频，熟悉操作流程，然后预约实验室自行进行操作练习，最后在课堂上结合模拟

教学案例进行小组演示。演示结束后，演示小组的学生会获得成就感，以及其他学生赞许的眼光和教师

的鼓励与表扬，促进学生掌握正确学习操作的方法。④ 小组练习：1 组学生 1 个床单位和一套用具，学

生根据演示小组演示的情况进行练习，教师巡回指导，及时纠正错误。同时，在练习过程中，学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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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和反复观看慕课视频中的操作视频，也经常有学生向演示小组的学生请教，即促进了学生间的友谊，

也提高了小组练习效果。在理实一体化翻转课堂中，知识的学习更连贯，通过各种任务帮助学习理解、

运用和吸收知识。例如：前测，帮助教师了解学生课前自学的情况，在课堂上教师可以适当调整学习任

务；后测，及时回顾和总结知识，帮助学生内化和构建知识。这些都能提升课堂的学习效果。 

5.3. 课程思政充分融入，育人效果好 

在理实一体化翻转课堂的各项学习任务中，都融入了课程思政。例如：① 通过“过度输液被叫停”

的视频导入课堂，倡导学生科学用药，培养学生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的南丁格尔精神，帮助学生树立“大

健康”理念、“健康中国”思想。② 在小组讨论环节，针对案例中不良事件发生的原因，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充分利用资源，如何与医生合作，协调各种临床关系，解决临床中遇到的问

题，保证患者安全，引导学生提高风险意识和树立以患者安全为中心的意识，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

评判性思维能力、发现和解决临床护理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科学严谨、精益求精、慎独的职业精神。

③ 小组演示、小组练习和练习反馈环节，引导学生重视和遵守操作规范，培养学生的爱伤观念、安全意

识和严谨的工作作风，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思考和总结能力，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表达交流能

力。④ 通过分享和学习文献，带领学生学习科研文献，进行科研启盟，培养学生求真务实、科学严谨、

探索创新的科研精神。 

6. 结论 

基于 BOPPPS 的理实一体化翻转课堂在“静脉输液”这一教学内容中运用效果好，可以提高学生的

课堂参与度，增强课堂学习效果，提升课程的育人效果，可以在基础护理学课程中全面的使用，大力提

升课程的育人和教学效果。 

基金项目 

湖北医药学院 2021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X202110929048)。 

参考文献 
[1] 张所娟, 廖湘琳, 余晓晗, 等. BOPPPS 模型框架下的翻转课堂教学设计[J]. 计算机教育, 2017(1): 18-22.  
[2] Hu, R.J., Gao, H.M., Ye, Y.S., et al. (2018) Effectiveness of Flipped Classrooms in Chinese Baccalaureate Nursing 

Education: A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Studies, 79, 94-103.  
https://doi.org/10.1016/j.ijnurstu.2017.11.012 

[3] 张辉, 马俊. MOOC 背景下翻转课堂的构建与实践——以“现代教育技术”公共课为例[J]. 现代教育技术, 2015, 
25(2): 53-60.  

[4] 何克抗. 从“翻转课堂”的本质, 看“翻转课堂”在我国的未来发展[J]. 电化教育研究, 2014, 35(7): 5-16.  

[5] 李艳, 肖娟, 徐兰兰, 罗贻雪, 陶玲瑄. 团队合作学习在基础护理学翻转课堂中的应用效果[J]. 护理研究, 2019, 
33(22): 3959-3963.  

[6] 张俊怡, 胡雪琴, 陈洁, 李艳. 翻转课堂在基础护理学理论教学中的应用研究[J]. 国际护理学杂志, 2019, 38(14): 
2152-2155.  

[7] 殷旭辉. BOPPPS 在思政课教学中的应用与反思: 以“原理”课的一个知识点为例[J]. 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

估), 2015(9): 7-8.  

[8] 张所娟, 廖湘琳, 余晓晗, 解文彬. BOPPPS 模型框架下的翻转课堂教学设计[J]. 计算机教育, 2017(1): 18-22.  

[9] 张建勋, 朱琳. 基于 BOPPPS 模型的有效课堂教学设计[J]. 职业技术教育, 2016, 37(11): 25-28.  

[10] 穆华, 李春. BOPPPS 模型及其在研究型教学中的应用探究[J]. 陕西教育(高教), 2015(10): 27-30.  

[11] 曹丹平, 印兴耀. 加拿大 BOPPPS 教学模式及其对高等教育改革的启示[J]. 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2016, 35(2): 

https://doi.org/10.12677/ns.2023.121005
https://doi.org/10.1016/j.ijnurstu.2017.11.012


方舟 等 
 

 

DOI: 10.12677/ns.2023.121005 34 护理学 
 

196-200+249.  
[12] 吴昌东, 江桦, 陈永强. BOPPPS 教学法在 MOOC 教学设计中的研究与应用[J]. 实验技术与管理, 2019, 36(2): 

218-222.  
[13] 赵刚, 郭凡, 吴会丽, 李清. 基于“雨课堂”平台的 BOPPPS 模式在“实验诊断学”的应用[J]. 临床血液学杂志, 

2019, 32(12): 976-978.  
[14] 张丽娟, 刘静茹, 刘晨冰. 基于“雨课堂”与 BOPPPS 模型的《基础护理学》教学改革与实践[J]. 教育现代化, 2019, 

6(61): 91-93.  
[15] 董桂伟, 赵国群, 管延锦, 王娟. 基于雨课堂和 BOPPPS 模型的有效教学模式探索——以“材料物理化学”课程为

例 [J/OL].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 2020: 1-7.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2.1026.G4.20200918.1113.020.html, 
2020-09-28. 

[16] 王超, 卓少元. BOPPPS 结合对分课堂在中医专业生物化学实验中的探索[J]. 基础医学教育, 2019, 21(11): 
869-871.  

[17] 冯瑞玲, 董俊, 张鸿儒, 等. 基于 BOPPPS 和“对分”的混合式课堂实践及成效[J]. 教育教学论坛, 2020(3): 3-6.  

[18] 汤向明, 杨昔阳. 基于 BOPPPS 和翻转教学的数学建模课堂教学策略[J]. 教育评论, 2019(7): 139-142.  

[19] 魏唯, 白洪涛, 刘威, 姜楠. BOPPPS 模型与翻转课堂相结合的 C 语言课程教学模式探究[J]. 教育教学论坛, 
2018(10): 132-133.  

[20] 闫晓霞. 基于 BOPPPS 模型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研究——以大学英语课程为例[J]. 运城学院学报, 2019, 37(5): 
83-86.  

[21] 李利正. 基于 SPOC 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构建与研究——以《网页制作技术》课程为例[J]. 中国教育信息化, 
2019(10): 71-74.  

[22] 张伟华 , 王海英 . 基于 BOPPPS 模型的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研究 [J]. 电脑知识与技术 , 2020, 16(5): 
157-158+160.  

[23] 龚玉梅, 周瑞丽. 基于 BOPPPS 教学模型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设计研究[J]. 工业和信息化教育, 2019(12): 
49-52.  

[24] 吕云玲, 李艳. BOPPPS 教学法在急危重症护理技能实训教学中的应用与研究[J]. 卫生职业教育, 2018, 36(10): 
82-84.  

[25] 张路, 刘丹. BOPPPS 教学模式在基础护理学理论教学中的应用[J]. 卫生职业教育, 2018, 36(4): 48-49.  

[26] 陈玉红, 王丽亚, 马雅琳, 等. BOPPPS 教学模式在内科护理学实训中的应用[J]. 菏泽医学专科学校学报, 2019, 
31(4): 87-89.  

[27] 吴川杰, 李艳, 吕云玲. 基于网络平台的 BOPPPS 教学模式在基础护理实训教学中的应用效果[J]. 卫生职业教

育, 2019, 37(6): 99-100.  

[28] 王珍珍. BOPPPS 教学法在社区护理课堂教学中的应用[J]. 实用临床护理学电子杂志, 2017, 2(25): 179-180.  

[29] 李小寒, 尚少梅. 基础护理学[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7.  

[30] 陈凤姣, 毛凌. 输液性静脉炎预防研究进展[J]. 护理学杂志, 2016, 31(19): 111-113.  

[31] 胡明明, 洪震, 顾平. 国内外输液治疗专科护士培训及国内使用现状[J]. 护理研究, 2018, 32(8): 1196-1198.  

[32] 张帆, 周文琴. 《ESMO 临床实践指南: 系统性抗癌治疗输液反应的管理(2017 版)》解读[J]. 护理学杂志, 2018, 
33(17): 15-19.  

[33] 葛运利, 刘春, 宋晓琳. 静脉输液可视化技术在神经内科患者穿刺中的应用价值[J]. 当代护士, 2020, 27(13): 
321-323.  

[34] 龙昭平. 成功抢救 1 例空气栓塞的护理体会[J]. 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电子杂志, 2018, 6(5): 173.  

[35] 吴惠平, 宋晨. 临床护理异常事件案例分析与预防[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4. 

https://doi.org/10.12677/ns.2023.121005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2.1026.G4.20200918.1113.020.html

	基于BOPPPS模型的理实一体化翻转课堂教学实践
	摘  要
	关键词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Flipped Classroom Based on BOPPPS Model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教学对象
	2.1. 对象
	2.2. 教学内容

	3. 教学资源
	3.1. 教材
	3.2. 《基础护理学》慕课
	3.3. 教学用具
	3.4. 教学辅助工具

	4. 教学设计与实践过程
	4.1. 课前阶段
	4.1.1. 慕课开放
	4.1.2. 发布资源
	4.1.3. 课前准备

	4.2. 课中阶段
	4.2.1. 引言(B)
	4.2.2. 学习目标(O)
	4.2.3. 前测(P)
	4.2.4. 参与式学习(P)
	4.2.5. 后测(P)
	4.2.6. 总结(S)

	4.3. 课后阶段
	4.3.1. 复习
	4.3.2. 线上教学反馈


	5. 讨论
	5.1. 课堂活动丰富，课堂参与度高
	5.2. 深度学习加强，课堂学习效果好
	5.3. 课程思政充分融入，育人效果好

	6. 结论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