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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一代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出现，开创了科技革命的新时代，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医疗实践，对护理教

育和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临床护理实践领域，护理专业对实践应用突出重视。虚拟现实(VR)实验

教学的整合虽然仍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家庭护理教育领域的一种新的教学方法。本研究通过对国内外文

献的广泛回顾，全面分析了虚拟现实技术在护理教育中的实施现状。此外，还指出了虚拟现实技术在护

理教学中应用面临的挑战。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了在护理教育中建立虚拟模拟实验教学的模型和策

略。本研究的目的是为护理教育学院相关领域的个人提供有价值的建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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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a new generation of Internet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created a new era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greatly changed traditional medical practice, and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nursing education and practice. In the field of clinical nursing practice, the nursing profession 
places great emphasis on practical applic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virtual reality (VR) experimen-
tal teaching, although still in its infancy, is a new teaching method in the field of family nursing 
education. This study present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tate of VR technology im-
plementation in nursing education. Furthermore, it identifies the challenges faced in the applica-
tion of VR technology in nursing teaching. Building upon this analysis, the study proposes a model 
and strategy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virtual simulation experiment teaching in nursing education. 
The aim of this research is to provide valuable recommendations and references for individuals 
involved in the field of Faculty of Nursing Education. 

 
Keywords 
New Medicine, VR Technology, Nursing Education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教育部的“新医科”建设战略旨在通过利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基因组学等技术

的进步，来提高护理人员的能力。这些技术使患者能够更广泛地了解患者的健康状况，便于远程动态监

测他们的生活方式、疾病进展和治疗依从性。因此，可以随时、任何地点为个人提供个性化和精确的健

康管理。护理机器人具有有效解决劳动力人口下降和老年人口不断增加所带来的矛盾情况的潜力，从而

促进老年人获得及时和高效的医疗保健。此外，温度护理也包含在这个领域内。因此，护理学科需要一

个积极主动的方法来预测、响应和积极地寻求改变。虚拟模拟技术，以计算机为中心支持，能够复制包

括视觉、听觉和触觉体验的逼真场景。在给定的环境中，用户和设备之间的交互允许一个沉浸式的体验，

从而解决了护士教育中面临的挑战。因此，利用虚拟现实作为技能和知识获取的媒介出现了激增[1]。具

体来说，虚拟现实应用程序已被证明可以有效地培训护士，以应对他们在职业生涯中可能遇到的各种职

业挑战。此外，虚拟现实技术的不断进步有助于学生有效地参与模拟的现实生活场景，使他们能够体验

到越来越具体的情况。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护理教育领域尤为明显。对三维空间的利用可以增强跨不同

领域的护理活动的可视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潜在的护理错误的可能性。此外，将虚拟现实技术

融入到护理专业的学生和从业者的教育和专业发展中，也引入了一种享受的元素。根据《教育部关于全

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和《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于 2013
年提出建立全国虚拟模拟实验教学中心的建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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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虚拟仿真技术在护理领域中的应用现状 

2.1. VR 技术在护理教育管理中的应用 

虚拟现实技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美国，在 1956 年，传感器模型摩托车模拟器被开发出来。这标志着

虚拟现实技术的一个新时代的开始。随后，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VR 这个术语被正式引入，进一步巩固

了它的存在。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临近，VR 技术从研究阶段向实际应用过渡，进入了军事、医疗、

设计、艺术和房地产等各个领域。因此，VR 技术进入全面发展阶段，包括广泛的领域[3]。美国国家医

学图书馆已经启动了一项对人体解剖图像的数字研究，利用虚拟模拟技术来构建一个人体的虚拟表示。

这一发展正被用于解剖学、放射学和相关领域的虚拟指导。虚拟现实(VR)技术的实现不仅促进了视觉、

听觉和触觉的无缝集成，而且通过沉浸式体验提高了学生对抽象概念的理解。通过结合与各种护理学习

目标相结合的现实场景，护理教育理论的推广使护理学生能够有效地参与实际的护理问题，利用他们现

有的知识和经验来分析、应对和处理不同的医疗情况。这种方法不仅培养了学生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

而且增强了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1.1. VR 技术对护理抽象知识的促进理解 
在护理教育的过程中，学生遇到了大量的抽象知识。虚拟现实(VR)技术具有视觉表现这些抽象学习

概念的潜力，从而提高学生对护理教学的理解。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研究人员已经设计并实现了一个围

绕“眼睛的结构和功能”为主题的虚拟现实学习系统。通过这个系统，学生可以积极地观察虹膜和瞳孔

的变化，从而促进对眼睛的结构和功能的更深层次的理解，进而增强他们学习的动机[4]。长春中医药大

学已经成功开发了一种全面的数字虚拟视觉三维人体解剖模型。这个先进的模型有效地展示了复杂的解

剖结构，从而提高了学生对人体解剖学领域的理解和熟练程度[5]。 

2.1.2. VR 技术对护理基本技能的加强训练 
护理作为医学教育中的一门重要学科，由于传统图形教科书的局限性，无法提供足够的教育参与和

三维元素。因此，这种不足阻碍了护理生的有效指导。然而，虚拟现实(VR)技术的集成可以提高护理教

育中技能培训的真实性，同时也可以促进改进的临床反馈和降低治疗风险。根据文献研究，香港理工大

学利用虚拟现实(VR)技术训练鼻胃管留置[6]。同样，吉林大学护理学院[7]等学术机构也将虚拟静脉注射

系统纳入护理教学技能培训，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在 Butt 等人[8]进行的一项研究中，采用了一个包

含触觉反馈的虚拟训练系统来训练导尿管。该方法不仅激发了护理专业学生的学习热情，也提高了他们

的临床技能评估得分。 

2.1.3. VR 技术对护理综合能力的强化培养 
需要对当前的护理教育模式进行改革，结合虚拟现实(VR)技术，为护理专业学生提供模拟场景，比

传统的临床护理环境提供更高程度的现实性。该方法旨在提高护理专业学生的综合能力的发展，包括观

察和分析、评估和判断、决策和反应以及团队合作，特别是在复杂的临床环境中。文献综述显示，各种

虚拟现实技术已被用来提高护理专业人员的综合技能。具体来说，虚拟临床之旅在美国开发[9]，[10]医
疗模拟训练系统，虚拟在线健康服务系统[11]，和战争伤口救援模拟训练系统由王雷等人[12]都利用虚拟

现实技术来实现这一目标。Dubovsky 等人[13]采用虚拟现实(VR)技术模拟紧急灾害场景，旨在提高护士

在应对、观察、沟通、患者分诊、处理和跨学科合作方面的熟练程度。此外，其他研究人员利用 vSim 软

件对护理学生进行各种复杂的内科和外科护理培训，导致他们的知识、技能和临床能力显著提高[14]。 

2.2. VR 技术在病人输液管理中的应用 

在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沉浸式医疗公司对 CathSim 静脉穿刺系统进行了研究和开发。该系统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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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触觉反馈装置和一个计算机来创建一个模拟手臂，使用户能够复制和训练各种临床程序，包括周

围静脉穿刺。值得注意的是，显示屏生动地显示了不同血管的针插入角度和深度，并模拟了患者在穿刺

过程中对疼痛的听觉反应。因此，这项技术有助于让学生体验性地理解临床操作的真实本质。视频是在

外科手术过程中实时拍摄的。随后，教育工作者和学习者有机会集体审查录制的片段。这使教师能够及

时识别在操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并确定学生可能缺乏的领域，从而促进持续的改进、实践和

相互学习目标的实现。此外，该系统具有可负担性、高保真度模拟、无风险等特点，为学生提供了显著

的优势。与传统的橡胶臂相比，训练效果显著提高。传统的橡胶臂提供了重复训练课程的好处，从而减

少了所需的时间。在从事系统培训的个人中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该程序提供的真实性是实践最有价值

的反馈形式[15]。2018 年，Padiha 等人将虚拟模拟技术纳入基础临床护理教学。结果显示，实验组在教

学效果、操作简单性和使用的倾向等方面都得到了积极的反馈[16]。尽管虚拟现实(VR)在我国医学领域

实施较晚，但它逐渐在各个医疗领域获得了关注。临床教育显示，大量的护理学生在理解与静脉输注相

关的复杂血管解剖方面遇到困难。在他们的研究中，曹嘉明等人[17]发现，三维虚拟模拟的实施有助于对

他们构建的颈部深静脉穿刺模型中的血管解剖学的全面理解。此外，该方法为护理专业的学生获得静脉

穿刺技能提供了一个更直观的参考点。Johnonnesson 等人[18]在研究中发现，护理学生利用虚拟现实(VR)
技术可以显著提高他们对周围静脉穿刺相关解剖结构的理解。同样，李红梅等[19]在基础护理中，特别是

采用了虚拟模拟技术，在静脉输注教学中，认为它有潜力提高护理学生对专业知识的掌握，促进理论知

识的获取。在他们的研究中，王平等人[20]利用虚拟现实(VR)技术加强了静脉输注的教学，认为其有可

能提高护理学生对静脉选择、输注反应、输注失败等理论概念的理解。这一发现为虚拟现实技术对传统

教育方法的有益影响提供了证据。同样，Tsai 等人[21]在他们的教学实践中采用了静脉注射模拟系统，这

表明通过该系统接受培训的新手护士比使用传统方法教授的护士表现出明显更高的理论知识水平。然而，

一些研究人员对静脉输液指导的疗效取得了不确定的结果。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不同的因素，包括实验

的持续时间、使用的样本量，以及研究中使用的特定虚拟现实(VR)系统。因此，显然需要进行进一步的

调查，以确定虚拟现实技术在提高护理生的理论理解方面的潜力。 

2.3. VR 技术在病人疼痛护理管理中的应用 

近年来，虚拟现实(VR)技术在疼痛管理中的突出地位显著上升，导致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将其用于

管理患者的急慢性疼痛，从而取得了良好的结果[22]。同时，现代技术的快速发展，促进了虚拟现实技术

的迭代升级和垂直发展。因此，各个领域已经开始整合 VR，其与医学领域的强大整合值得注意。该领域

一直处于开创性的 VR 数字治疗的前沿，包括实施 VR 技术，作为缓解患者疼痛和焦虑的一种手段。在

临床上，VR 疼痛管理已被证明在各种医疗场景中都是有效的，如外科手术、麻醉给药和其他患者必须忍

受不适的情况下。鉴于每个患者病情的独特性质，VR 疼痛管理可以定制，以满足特定的治疗需求。通过

促进达到高度准确和一致的呼吸节律，以及诱导一种最大的放松状态，VR 疼痛管理有效地转移注意力和

减轻患者所经历的身体痛苦。虚拟现实(VR)技术通过使用各种设备，如头戴式显示器、耳机或操纵杆，

可以使患者沉浸在模拟环境中。这使患者能够积极地参与到虚拟环境中来，这可以通过多种感官刺激来

跟踪，包括视觉、听觉、触觉和嗅觉线索。头部运动的操纵进一步增强了完全沉浸的感知。增强患者的

活动范围，转移患者的注意力，整合行为干预，从厌恶的感觉过渡到沉浸式的虚拟环境，可以大大减少

患者的主观疼痛，促进疼痛减轻。虚拟现实(VR)疼痛管理有可能在外科手术、麻醉管理和其他需要疼痛

耐力的环境中实施，从而根据不同的情况为患者提供更广泛的选择。在一项研究人员进行的一项研究中，

利用虚拟现实(VR)技术对 244 名 2 岁至 16 岁的儿童进行了样本研究，这些儿童接种了流感疫苗。干预组

的儿童佩戴虚拟现实护目镜，在疫苗接种过程中呈现出海洋场景。随后，我们对父母和医生的看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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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检查。这些父母报告说，在接种疫苗期间，他们的孩子的疼痛经历减少了，从 48%到 52%不等。此外，

医生观察到接种疫苗的个体的疼痛体验减少了 75% [23]。VR 技术在急性疼痛护理干预中的潜力已被证明，

然而，其在慢性或长期疼痛管理中的应用仍处于研究的早期阶段。 

2.4. VR 技术在护理与心理治疗中的应用 

虚拟现实(VR)技术不仅应用于常规临床护理，而且广泛应用于临床心理咨询。它有助于为心理障碍

患者创造不同的场景，使他们能够逐渐适应自己的环境，并获得治疗效益。菊培清等人[24]的文献综述显

示，社会障碍、厌食症和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沉浸在模拟场景中进行互动和指导时，表现出积极的治疗效

果。Rothbaum 等人[25]采用虚拟现实(VR)技术模拟越南战争场景，从而引发越南战争相关患者的创伤回

忆，有效减轻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症状。为了减轻胃镜检查患者的焦虑和恐惧，胡宝英等[26]指导护

士在手术前帮助患者戴 3D 眼镜，参与相关 VR 视频内容，逐步转移患者的注意力。虚拟现实可以与心理

健康教育有机结合，应用前景将越来越广阔[27]。这种干预已广泛应用于临床护理领域，在实际环境中产

生显著的积极心理结果。 

2.5. VR 技术在护理相关学科领域中的应用 

虚拟现实(VR)系统的进步和增强，包括硬件、软件、应用程序和内容，已经引起了国内外护理专家

的广泛关注。除了上述维度之外，虚拟现实技术所具有的沉浸性、交互性和想象性优势，在自闭症谱系

障碍者的职业沟通技能训练中具有良好的适用性[28]。在视力矫正治疗方面，可以与眼科专业人士合作，

将目前斜视、弱视、两眼视力不平衡等问题的治疗方案，通过虚拟现实技术来实现、来优化[29]。对不同

病程脑卒中患者疗效的研究证实，虚拟现实技术不仅能够改善脑梗死偏瘫患者的上肢和下肢运动功能，

而且能够提高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30]。VR 技术还具有促进沟通、提高健康教育的效果、促进视觉治疗

和改善医学图像的可视化方面的潜力。近年来，虚拟现实(VR)技术逐步整合到护理理论教育、护理技能

培训、临床护理等各个领域。最初，VR 技术在解剖学等学科中得到了应用，后来扩展到包括护理学科。

值得注意的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虚拟模拟技术被引入到我国的护理教学领域。目前，各国的许

多大学已经实施了虚拟教学教室，而虚拟模拟技术在教育环境和医院入职培训中获得了显著的吸引力[31]。
根据 Dutile 等人[32]的说法，护理专业的学生参与危重患者护理情况的机会有限，因此突出了虚拟模拟技

术提供培训场景的潜力。同样，山西医科大学和河北联合大学也提倡采用虚拟模拟技术，主张其有能力

提高基础护理教育的质量和效能[33] [34]。2003 年，我国教育部启动建立了国家虚拟模拟技术实验教学

中心[35]。截至 2018 年 6 月，共有 105 个面向虚拟模拟技术的实验教学项目获得批准。此外，远程医疗

技术和虚拟现实(VR)技术的集成，使患者即使在出院后仍能在家庭环境中获得护理人员的在线指导和护

理，从而促进了护理连续性的发展。此外，虚拟现实技术在偏远地区的应用明显促进了便捷医疗服务的

进步[36]。这些实例说明了虚拟现实技术在急性和批判性护理教学、基础护理教学和实验室教学中的广泛

潜力。 

3. VR 教学的评价内容 

3.1. 师资力量 

虚拟仿真实验作为新兴教学方法，除教师知识水平、教学能力和责任心等方面直接影响教学效果外

[37]，教师使用 VR 技术教学的意愿、经验、能力以及认知水平等也是影响其发展和推进的重要因素。

VR 技术的教学经验、信息技术等综合能力均较低，执行 VR 技术教学任务的任课教师必须具备较强的信

息化技术应用能力，学习能力以及创新能力。护理教育者应当将针对性师资培训计划、与其他院校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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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交流情况、教学经验，投入程度等指标纳入评价体系中，促进 VR 教学质量的提升。 

3.2. 学生方面 

国内外学者对学生方面的评价涉及知识水平、能力、态度、认知和动机等方面[38] [39] [40]。除专业

知识和技能水平外，主要对学生的信息数字化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学习态度等进行评价。针对学生方

面的效果评估需要今后进行大量的数据收集和分析，结果可能存在误差。VR 技术虽然可以提供更逼真的

临床情景和交互性工具，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热情，但学生在虚拟环境中进行操作时的表

现与实际操作中的表现可能存在一定差异，如何对学习效果进行客观的评估和验证仍需要进一步探索与

实践。 

4. VR 技术在使用过程中面临的挑战 

4.1. 完善 VR 技术应用的设备资金问题 

护理专业学生在实训过程中离不开实验室设备和仪器的支持。沉浸式VR技术需要高性能的计算机、

头显等硬件设备以及软件开发技术，其成本相对较高，需要大量的投入[41]。VR 技术应用的设备和应用

系统在很多情况下没有及时更新，没能与时俱进，无法满足学生对知识更新的需求，因此需要做好 VR
技术应用设备的完善工作。VR 技术在护理教育中的应用，不仅需要购置相关的设备，还需要做好后续的

维护工作，包括设备的维修和更新系统等。VR 技术场景程序的编辑和伴随着护理专业知识的变更和完善，

需要应用程序实时进行开发、更新，这些都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很多医学院校普遍存在着资金短缺或

是不愿投入资金的状况，因此资金问题是 VR 技术引入护理专业教学的重要因素。 

4.2. 教学技能的瓶颈难以突破 

在这个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教师不仅要面对教学模式的变更、对新的教学方式方法也要有敏

锐的觉察力，积极去思考对策与方法，才能更好地实施。教师是护理专业教学的主要参与者，在 VR 技

术的应用过程中也是如此，教师既要负责虚拟环境的创建、虚拟环境角色的分配与安排，积极地规划教

学进度，又要承担 VR 技术专家的角色，无论是 VR 技术所涉及到的设备调试、还是具体的操作流程都

需要教师先去学习并掌握，才能够更好的了解学生的学习特征，有目标性的展开教学。VR 技术的应用，

实现了完整、详细、动态的操作过程的演示，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教师的视野，加深了教师对操作过程关

键点的认知度。教师使用该技术，能够形象生动地给学生演示专业内容，可同时激发教师与学生参与、

互动意识，教学相长，能够改善教学效果，适应教学改革需求。 

4.3. VR 教学效果的评估难度大 

有研究者[42]认为，虚拟训练与真实的临床操作仍有差距，长期单一使用虚拟实验教学容易忽视学生

和病人的沟通交流、团队合作以及人文关怀能力。如何设计长期的教学效果评价体系、在 VR 教学实训

中融入思政教育仍有待深入探索研究。护理专业学生无法和患者产生实时共鸣，虚拟患者虽然能够参与

虚拟临床情景的模拟，患者具有不被伤害，学生可以反复训练的特点，但很大一个缺陷是学生无法感知

到病患正在经历的痛苦，无法及时和病患进行沟通交流，不能够及时有效地发现个人操作不当可能会给

病患造成不适，长此以往会形成操作习惯，从而延伸至临床实际操作中，会给患者带来一定程度上的不

适和不良后果。护患沟通能力的培养、团队协作以及人文关怀等是护生从事临床工作的必备素养，但这

些能力的培养和有效的评价指标恰恰是目前 VR 教学的薄弱点，后续需对促进 VR 教学发展的途径和策

略进行探索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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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整体来看，虚拟仿真技术在我国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特别是在护理领域，值得推广应用[43]。在护

理课程中嵌入 VR 教学，可以帮助学生获得解决问题的技能，并促进学生之间的公平，特别是针对接触

某些临床经验有限的情况下。VR 可以作为巩固学习的教学补充资源。教育工作者应该考虑在不同的护理

课程中使用 VR 教学体现出来的价值，同时能够解决现实存在的潜在威胁。致力于采用 VR 技术作为辅

助教学工具的教育工作者必须解决技术成本以及开展 VR 教学人员培训等诸多问题。虛拟仿真(VR)实验

教学中心是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对高等教育的质量产生积极促进的影响。我国的 VR 实验教学起步晚，

基础弱，每个医学院校应根据自身的优势，把握机遇，以建立适合自身发展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建立 VR 实验教学中心的发展规划和策略需根据形势不断进行及时调整。 
教学评价是促进 VR 技术教学发展、提升教学质量的突破点，目前国内护理 VR 实验教学相关研究

多聚集教学效果的评价，在教学评价调控和导向作用上存在短板，后续需以理论为基础，以实践为指导，

对护理 VR 实验教学全过程所涉及的主观及客观因素进行深人研究和评价。未来发展的方向应促进国内

各护理院校 VR 实验教学中心数据共享，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 VR 实验教学过程和效果进行预测和实

时反馈，实现教师教学及学生学习过程的双向动态评价，以及对出现的问题进行早期干预。随着 VR 技

术在全球医学领域的强势兴起，世界各国都在逐步接受并认可 VR 新兴技术。虽然 VR 技术目前尚未成

为全球医疗领域主流的治疗方法，临床治疗实际技术应用方面仍须面临诸多挑战与配套升级完善措施。

但是VR技术在未来的临床应用只会更多，VR技术的不断发展只会为人们的健康带来更多的创新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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