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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ed factors of micro class in Xinjiang clinical nursing practice teach-
ing, so as to provide basis for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micro class in clinical nursing 
practice teaching. Methods: A total of 217 clinical teachers participated in Xinjiang provincial 
training were investigated, and the result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questionnaire, more than 80.0% of clinical nursing teachers believe that the appropriate micro 
class network resources are scarce, and the network resources are chaotic, which makes it diffi-
cult for users to find the appropriate resources. More than 90.0% of clinical nursing teachers be-
lieve that teaching base should be lack of micro class application atmosphere and corresponding 
micro class application training and incentive measures. More than 90.0% of clinical nursing 
teachers think that the micro teaching model which is available for reference is not enough. More 
than 60.0% of clinical nursing teachers do not have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micro class teaching, 
the level of designing and making micro courses and the appropriate application of micro teaching 
ability in teaching practice need to be improved. Conclusion: The sound cyber source and micro 
lesson platform, optimizing teaching environment, innovation ability to use micro base class ap-
plication mode, enhance clinical nursing teachers’ flexible application of micro class, which is th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to solve the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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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影响微课在新疆临床护理实践教学中应用的相关因素，为微课在临床护理实践教学中推广应

用提供依据。方法：对参加新疆省级年度培训的217名临床带教教师进行调查，对结果进行现状分析。

结果：通过问卷的结果分析，80.0%以上的临床护理教师认为合适的网络微课资源缺乏，且网络资源杂

乱无章导致用户难以找到合适的资源。90.0%以上的临床护理教师认为教学基地缺乏微课应用氛围和对

应的微课应用培训及其激励措施。90.0%以上的临床护理教师认为可供参考的微课教学应用模式缺乏。

60.0%以上的临床护理教师对微课教学认识不足，设计制作微课的水平和在教学实践中恰当应用微课的

教学能力有待提高。结论：健全网络资源和微课平台、优化教学基地使用微课的环境、创新微课应用模
式、提升临床护理教师灵活应用微课的能力才是针对问题的相应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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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临床护理教学工作存在着一定特殊性，对于临床带教老师，不仅要应对工作节奏紧张，工作量大，

具备涵盖面广的专业知识，严格执行无菌要求，人员复杂，器械设备繁多等临床工作的多重特性，还要

积极筹备并执行好各项临床教学任务。而在大力提倡信息化教学的今天，在临床护理教学中开展有效的

信息化培训模式并培养出高素质的护理接班人已势在必行。 
微课(Micro-lecture)，又称“微课程”，是指“以单一知识点或需要突破的某个教学问题”为讲授内

容，通过简短的微课视频及所配套资源、音视频等多媒体形式表现并结合一定学习任务的一种教学资源。

教师可以在课堂上使用微课作为授课素材，学生可以通过微课进行预习和复习等[1]。微课不仅可用于在

线教学、混合式教学、远程教学等，也为学生提供了自主学习的资源，让学生随时随地进行知识巩固学

习[2]。微课的不足之处在于它并不能完全代替传统教学和普遍化吸引学习者的兴趣，只有在教师积极合

理的借助现代媒体联络工具结合传统教学正确应用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它在教学中的强大优势。医学课程

是知识和实践的融合，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实践，许多知识点用文字的形式表达不能形象具体化，

微课的出现很好的解决这一难题[3]。本文在研究微课在临床护理实践教学中的应用现状的基础上分析影

响微课应用的原因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对参加新疆某三甲医院举行的省级 2017 继续教育培训的 217 名临床护理教师为研究对象。教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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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3 年，其中男 14 名，女 203 名。纳入标准：具有临床执业和带教资格的护士，知情同意并自愿参加本

研究者。 

2.2. 方法 

2.2.1. 研究工具 
自行设计临床护理教学微课应用调查问卷，将设计好的微课应用调查问卷进行预试验后，对问卷进

行了信效度分析信度分析，结果显示：问卷 27 个条目的 Cronbach’s 系数为 0.927，分半信度分析中两半

的条目 Cronbach’s 系数都是 0.80 以上，二者的相关系数为 0.765，相关性很好。效度分析其特征根 > 1，
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 66.507%。因此说明本研究问卷的内部一致性较高。再经过修订其中存在的问题，

然后开始进行正式调查。对正式调查后的数据进行相关统计分析，了解影响临床护理教师应用微课的原

因，并提出相应对策。本问卷具体内容包括性别、学历、教龄、所任教学课、接触微课的时间、获取微

课的途径等基本情况部分和微课的应用现状部分。其中影响微课应用的因素则主要从网络资源、学校或

临床教学基地、已有微课应用模式和临床教师自身四个层次上寻求，共 10 个题项。该维度题项主要测评

影响临床护理教师使用微课及其阻碍微课发展推广的原因，从而为本研究提出相应对策提供相应的参考

依据。同时选用李克特量表的五点评价法来设计所有题项，对选项使用“非常符合”、“符合”、“基

本符合”、“不符合”、“非常不符合”五种回答各记为 5 分、4 分、3 分、2 分、1 分，由被调查教师

从中选择出其对问题的态度并且填自己的选项，分值越高说明其态度的倾向也越明显。 

2.2.2. 调查方法 
经调查对象知情同意后，研究者予问卷发放，调查对象匿名填写并当场收回，对回收的问卷审核并

统一编号。调查后，双人录入数据。 

2.2.3. 统计学方法 
录入结束后，用统计软件进行输入一致性的检查，形成 Epidata 3.0 分析数据库。采用 SPSS 23.0 软

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3. 结果 

3.1. 临床护理教师一般资料信息 

在本次的调查对象中，被调查者来自于新疆各地州的参加集中培训临床护理带教老师，样本范围来

源比较广。共发放问卷 217 份，回收有效问卷 217 份，有效率为 100%。临床护理教师一般资料涉及性别、

学历、教龄、科目、接触时间、获取途径、是否用过微课，七个基本信息(见表 1)。 
上表数据内容显示，调查人数中性别人数相差很大，基本符合当前临床护理队伍性别比例；目前临

床护理教师的学历以本科学历为主，研究生较少，这与当前我国医院护理队伍的实际情况较为符合。平

均教龄为 9 年，这部分人群属于科室护士中工作较为稳定的中坚力量，承担大部分临床教学任务，选送

参与各种培训学习机会较多，对参与临床教学创新改革类的新事物比较感兴趣。因此，本研究的调查对

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调查的样本量为 217 例，包括未曾应用和已应用微课的临床护理教师。 

3.2. 影响微课应用的原因分析 

3.2.1. 网络资源情况对于微课使用的影响 
由表 2 数据可知，80%以上的临床护理教师认为合适的微课网络资源缺乏，且网络资源杂乱无章导

致用户难以找到合适的资源。两个题项的得分接近到 4 分，得分主要集中在“符合”“基本符合”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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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A simple statistical description of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respondents 
表 1. 调查对象基本信息的简单统计描述 

变量 频数(均值) 占比(标准差) 

性别 
男 14 6.45 

女 203 93.55 

学历 

大专及以下 86 39.60 

本科 127 58.50 

研究生及以上 4 1.80 

教龄 8.93 5.85 

接触时间 

从未 64 29.50 

6个月以内 50 23.00 

6个月~1年 72 33.20 

１年以上 28 12.90 

获取途径 

网络下载后直接使用 140 64.52 

市场购买 9 4.12 

需改他人作品后使用 14 6.45 

自行开发 13 5.99 

其他 41 18.89 

是否用过 
是 27 12.40 

否 190 87.60 

 
Table 2. The application of micro-course is affected by network resources 
表 2. 微课应用受网络资源影响的情况表 

题目 非常符合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非常不符合 均值 

合适的网络资源缺乏 0 25.3% 58.1% 16.6% 0 3.85 

网络微课资源杂乱无章，导致用户难以找到合适的资源 0.50% 24.4% 59.0% 13.8% 2.30% 3.70 

 
选项上。 

由此得知，合适的网络微课资源比较缺乏，并不能满足临床带教老师的实践教学需求。而有些网络

微课平台即使提供微课资源，但是注册登录程序相当繁琐，也不利于教师进行检索和下载。因此，应完

善相关网络资源微课资源库及其平台的便利使用和下载功能，提供更丰富更优质的微课共享资源，提供

更为方便的查找和下载方式。此外，临床护理教师也需要不断提高自身对微课的设计与制作水平，根据

具体教学需求制作相应的微课。 

3.2.2. 教学基地对微课运用影响因素分析 
由表 3 数据可得知，三个题项的整体得分趋势都接近，3.5 分，得分主要集中在“符合”与“基本符

合”两个选项上。认为教学基地应用微课氛围不好而影响微课使用的临床护理教师占 92.6%，认为教学

基地缺乏相应的微课学习培训的临床护理教师占 94.0%，认为教学基地缺乏相应的微课应用的激励措施

的临床护理教师占 93.5%。 
由此得知，教学基地是否重视并鼓励应用微课是相当大的一个影响因素，在有些情况下，需要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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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The influence of teaching base on micro-course application 
表 3. 教学基地对微课应用的影响情况表 

题目 非常符合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非常不符合 均值 

教学基地应用微课的氛围不好 0 37.8% 54.8% 6.0% 1.4% 3.3 

教学基地缺乏相应的学习培训 6.0% 26.3% 67.3% 0.5% 0 3.37 

教学基地缺乏相应的激励措施 6.5% 30.0% 62.2% 1.4% 0 3.44 

 
基地“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推广才能够促使临床护理教师在繁忙的临床工作中重视并应用微课。微课

在临床教学基地的应用氛围对临床教师的影响也很大，不仅提倡微课教学，还应组织有关微课应用的学

习和培训才能促使临床教师更加深入了解并应用微课。对于临床教师应用微课，教学基地还需予以一定

的措施激励，从而激发临床护理教师的微课应用积极性。 

3.2.3. 可供参考的微课教学应用模式的缺乏对于微课在临床教学应用的影响情况 
由表 4 数据可知，该题项的整体得分趋势接近于 4 分，得分主要集中在“符合”与“基本符合”两

个选项上。由此得知，合适的、可供参考应用的微课临床护理教学应用模式相当的缺乏，这对临床教师

在护理实践教学中应用微课具有比较大的影响。 

3.2.4. 临床护理教师自身因素对与微课运用于临床教学的影响情况 
由表 5 数据可得知，四个题项的整体趋势得分接近到 3.5 分，得分主要集中在“符合”“基本符合”

两个选项上。71.5%的临床护理教师认为自身对微课应用的兴趣不够从而会影响在临床教学中应用微课，

60.4%的临床护理教师认为自身对微课认知不足从而会影响在临床教学中应用微课，84.8%的临床护理教

师认为自身的微课设计与制作水平不高会影响在临床护理教学中应用微课，90.5%的临床护理教师认为自

身没有合理安排应用微课教学的能力从而会影响在临床教学中应用微课。由此得知，临床护理教师对于

微课应用的兴趣、认知、设计和制作水平及其合理安排微课在临床护理教学中的能力等自身因素对微课

在临床护理教学中的运用产生较大影响。 

4. 结论和对策 

4.1. 网络微课资源匮乏影响临床护理教师使用微课 

网络微课资源质量不高、不能够便捷的下载和使用、不能获取适应临床教学需求的合适资源等因素

也降低了临床护理教师在教学中积极应用微课的积极性。因此，社会和相关部门应注重对相关微课资源

平台的建设，完善并合理有序更新微课资源平台，提供更多专科化高质量的微课资源，也提供更便捷的

检索下载方法。 

4.2. 教学基地对于临床护理教师使用微课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教学基地的微课应用氛围、组织相关学习培训、推出相对应的激励措施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临床护

理教师使用微课教学的积极性。因此，只有教学基地提倡“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推广并采取一定的激

励鼓励措施，并打造符合自己教学基地的临床微课教学资源中心，才能够促使临床护理教师在繁忙的临

床工作中重视并应用微课。 

4.3. 缺乏可供临床护理教师参考的关于微课的教学模式 

调查研究显示，目前典型的临床微课教学模式仍处于匮乏状态，微课教学模式的发展处于起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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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The statistical table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application model of micro-course on the application of micro-course is 
not available 
表 4. 可供参考的微课教学应用模式的缺乏对微课应用的影响情况统计表 

题目 非常符合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非常不符合 均值 

可供教师参考的微课的教学模式缺乏 8.3% 30.9% 55.8% 5.1% 0 3.59 

 
Table 5. The influence of clinical nursing teacher’s own factors on the application of microlecture in clinical teaching 
表 5. 临床护理教师自身因素对微课运用于临床教学的影响情况表 

题目 非常符合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非常不符合 均值 

对微课应用的兴趣不够浓厚 0 18.4% 53.0% 24.4% 4.1% 3.19 

对微课应用的认知不足 0 12.9% 47.5% 35.5% 4.1% 3.44 

微课的设计与制作水平不高 6.9% 30.0% 47.5% 15.2% 0 3.48 

没有合理安排应用微课教学的能力 10.0% 31.7% 48.3% 10.0% 0 3.42 

 
临床护理教师对微课教学的认识还不够，应用微课进行临床教学的能力也相对不足，可供临床护理教师

参考的关于微课的教学模式的缺乏对临床教师有一定的影响。因此，促进微课在临床护理教学中的有效

应用，给临床护理教师提供切实可行的微课应用教学模式也显得尤为重要。 

4.4. 临床护理教师的自身因素影响在临床教学中应用微课 

临床护理教师自身的一些因素影响并限制了微课在教学中的应用。大多临床护理教师对于微课应用

没兴趣，不愿投入时间和精力去实践和研究，不能探索并制作出适合临床护理教学需要的微课，缺乏恰

当安排微课到临床护理教学中的能力等这些个人主观因素会对微课的应用造成较大影响。因此，临床护

理教师应自身改变对微课的态度并提高兴趣和自身对微课的设计制作能力，并积极尝试应用，提高自己

在临床护理教学中应用微课的能力。 
综上所述，从完善健全网络资源、优化教学环境、创新微课应用模式、提升临床护理教师应用微课

的综合能力等方面来提出相应对策和建议。同时“微课”教学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也存在着不足。

护理实践教学是一门系统性教学模式，而“微课”教学强调突出重点、难点，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不

利于系统掌握知识[4]。这就需要我们将“碎片化微课”教学与“工作任务”教学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并进

一步进行探讨和研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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