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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同感评估技术的创客教育
在«社区护理学»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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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探索基于同感评估技术(consensusassessmenttechnique,CAT)的创客教育应用于«社区护理学»课程教学中

的效果.方法　采用整群抽样法抽取某校本科护理专业２０１９级４个班级学生,并随机分为对照组(n＝５１)和试验组(n＝
５５).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方法,试验组开展基于CAT的创客教学,教学后对两组学生的理论和实践考核成绩、创造力进行

评价分析.结果　试验组理论和实践成绩得分高于对照组(P＜０．０５);创造力倾向总分、各维度得分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均P＜０．０１);试验组学生设计作品/方案CAT评分为(４．０３±０．１７)分,优于对照组的(３．０２±０．２５)分,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０．０１).结论　基于CAT 技术的创客教育应用于«社区护理学»课程教学中,有助于提升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创新能力.
【关键词】　创客教育;同感评估技术;社区护理学

doi:１０．３９６９/j．issn．２０９７Ｇ１８２６．２０２３．０７．０２４
【中图分类号 】　R４７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２０９７Ｇ１８２６(２０２３)０７Ｇ０１０３Ｇ０４

ApplicationEffectsofMakerEducationBasedonConsensusAssessmentTechniqueintheCourse
ofCommunityNursing
ZHANGQing,GUO Wenhui,TIANYumei(SchoolofNursing,HunanUniversityofMedicine,４１８０００)
【Abstract】　Objective　ToexploretheeffectsofapplyingmakereducationbasedontheconsensusassessＧ
menttechnique(CAT)inthecourseofCommunityNursing．Methods　Clustersamplingwasusedtoselect
nursingundergraduatestudentsfromfourclassesofGrade２０１９inauniversity．ThesestudentswereranＧ
domizedintothecontrolgroup(n＝５１)andtheexperimentalgroup(n＝５５)．Thecontrolgroupreceived
conventionalteaching,whiletheexperimentalgroupreceivedCATＧbasedmakereducation．Thescoresof
theoreticalandpracticaltests,aswellasthecreativityofthestudentsinthetwogroupswereevaluatedand
analyzedaftertheteaching．Results　Thescoresoftheoreticalandpracticaltestsintheexperimentalgroup
werehigherthanthoseinthecontrolgroup(P＜０．０５)．Thetotalscoreofcreativityandthescoresofeach
dimensionintheexperimentalgroupwerehigherthanthoseinthecontrolgroup,withthedifferencesstaＧ
tisticallysignificant(allP＜０．０１)．TheCATscoreofstudents’works/programsintheexperimentalgroup
was(４．０３±０．１７),higherthanthatinthecontrolgroup,whichwas(３．０２±０．２５),andthedifferencewasstaＧ
tisticallysignificant(P＜０．０１)．Conclusions　TheapplicationofCATＧbasedmakereducationinthe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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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有关新医科建设对培养创新型人才提出了

更高要求,对于护理学专业而言,更面临着巨大机遇

和挑战.虽然当前护理教学中具有创新型护理人才

培养的意识,但仍存在教师注重知识讲授、护生习惯

被动学习的现象[１].护生大部分的实践是进行验证

性实验、单纯重复练习或反复模拟,缺少创新创造.
这导致护生缺少探索意识甚至思维桎梏,不利于创

新型护理人才的培养.创客教育是以信息技术为基

础,秉承“开放创新、探究体验”的教育理念,以“创造

中学”为主要学习方式和以培养各类创新型人才为

目的的新型教育模式[２].近年来国内有学者在护理

教育中应用了创客教育,但存在评价主体和评价形

式单一等问题.同感评估技术(consensusassessＧ
menttechnique,CAT)是以内隐理论为基础提出的

评价创造力的一种方法,主要用于评价与问题解决

等有关的作品或反应的创造性[３],它是创造力测量

领域最主要评分技术,支持评价学生的创造力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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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４Ｇ６].因此,本研究以社区护理学课程为载体,尝
试将基于CAT技术的创客教育应用于教学中,以期

为护理专业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创客教育方案的构建

１．１．１　构建方法　组建课题小组,采用文献研究法,
分析创客教育的特点、梳理流程以及其在护理教育

中的优势,初步构建教育方案;邀请２名护理专家对

方案进行修订,经小组讨论,并最终确定课程学时安

排及拟定教学方案.

１．１．２　基于 CAT 技术的社区护理学创客教育方案

　以创客教育的教学理念为指导,融合线上线下混

合式教学,按“课前、课中、课后”与“创意、设计、制
作、分享、评价”的主线环节[７]进行教学(图１).在

课前阶段教师根据教学内容设置任务清单,学生接

收任务并完成测试、参与问题讨论;在课中阶段采用

基于创客教育的教学,围绕主要知识内容引导学生

进行学习、探究和实践;在课后阶段引导学生进行知

识巩固和作品改善,促进学习目标的达成.

图１　基于CAT技术的社区护理学创客教育教学流程图

１．２　创客教育方案的实践

１．２．１　教学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我校护

理学专业２０１９级本科学生(４个班级)为研究对象,
通过抽签分成对照组(２个班)和试验组(２个班),均
知情同意参与本研究.两组学生均为全国统考入

学,两组任课教师相同,均已完成医学基础课程和护

理专业课程中的护理学基础的学习,对照组男生

１２人(２３．５％)、女生３９人(７６．５％);试验组男生１２
人(２１．８％)、女生４３人(７８．２％).研究前两组学生

年龄、性别、是否担任班干部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２　课程及分组教学信息　采用人民卫生出版社

第４版«社区护理学»作为教材,课程总课时２８学

时.两组均为相同教师授课,授课教师要求具有中

级及以上职称,５年及以上工作经验的“双师型”教
师,且均为创客团队成员.试验组采用基于CAT的

创客教育,融合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结合社区护理

工作实际,选取社区健康教育、家庭保健与护理、社
区慢性病管理３个内容设计教学方案,共１２个学

时.对照组采用传统的教学内容及方法,课前教师

通过超星网络平台发布学习任务,并向学生推送教

学案例、视频及参考资料.课中以教师为主导,根据

教学大纲进行理论知识点的讲解,并针对上述３个教

学内容引入典型案例或视频等材料;学生每组５~６人

进行小组讨论、角色扮演及情景模拟体验,教师进行

点评与知识点回顾总结,课后学生完成相应的作业.

１．２．３　教学流程

１．２．３．１　课前准备　(１)教师和学生:教师围绕创客

教育理念,切实分析学情,结合岗位目标,开发设计

案例.预先布置课前预习任务,并在线上平台提供

相关的护理新进展、科技作品资料及视频等,供学生

提前查阅.学生自行完成课前预习、查阅相关文献

资料及小组讨论等任务.(２)实训室:配备３D打印

机、计算机(制作模型、PPT等)、开源软件、针线、织
布等各类工具,确保小组作品的顺利完成.

１．２．３．２　课中学习　以家庭保健与护理为例,具体

实施如下.(１)创意激发:由社区家庭访视案例引入

项目,创设贴近临床的真实情境,同时分享“一种多功

能便携式社区护理出诊包”“具自动提醒功能的多功

能智能药盒”等实用新型专利,展示改良餐具、助行器

等,让学生切实感受护理创新的临床应用及意义,激
发护生的学习及创造兴趣;同时也从人文关怀的角度

来讲解专利的设计意图,提醒学生创新设计需体现人

文关怀的理念,启发学生思考并尝试改进护理环节.
(２)初步设计:以居家患者的护理案例为创新项目,引
导护生进行实践探索,根据护生创新意愿、方向成立

合作小组(５~６人/组),鼓励将创意转化为具体的设

计,并讨论创意的可操作性、实用性、科学性;教师对

不能完成创新任务及设计中遇见的难题及关键点提

供帮助.(３)制作:小组内进行创新任务分工,进一

步完成创新设计及作品.(４)分享:以小组为单位,
每组派代表对创新思路设计方案、创新作品等进行

分享及汇报.(５)评价:组织学生进行组内自评、组
间互评,鼓励学生提出建议及想法;教师最后进行点

评,总结学生表现、设计方案或作品的不足之处,引
导学生思考并进一步完善创新设计.

１．２．３．３　课后改进　待学生完善后,采用CAT进行

第二轮评价.按照 CAT要求[８],邀请工作年限≥５
年并具有家庭访视经验的社区护士２名、社区医生

１名及护理学专业的教授１名成立评价小组,由评价

专家对作品或方案做出独立评价;并设置“最佳创意”
“最佳人文关怀”奖项,以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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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学生在线上平台分享创意、展示作品,让他们体

会创新的快乐和价值感,并听取他人的评论和意见,
激发同学们下一步的创新.优秀作品申报大学生创

新创业项目及申请专利并进行推广.

１．３　效果评价　(１)课程考核成绩:课程结束后,两
组采用相同的课程考核方法,由主讲教师统一命题,
对课程进行理论考试和实践考核,均采用百分制评

分.(２)护生的创造力倾向:采用林幸台等[９]修订的

中文版威廉斯创造力倾向问卷(creativityassessＧ
mentpacket,CAP)测评,该问卷包括冒险性、好奇

心、想象力、挑战性等４个维度,共５０个条目.采用

Likert３级评分法,１~３分依次代表完全不符合、部
分符合、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说明创造力倾向越明

显[１１].该问卷在国际上应用广泛,Cronbach’sα系

数为 ０．９６２,各维度与总分的 KMO 值为 ０．８９~
０９７,信效度较好,可作为创客教育的评价指标[１０].
(３)学生设计输出:采用CAT评价方法[８],由评价专

家对设计输出(作品/方案)采用Likert５级计分法,

１~５分依次代表非常差、较差、一般、较好、非常好,
评分围绕创新性、可操作性、实用性、科学性及人文

关怀性等５个维度进行.本研究中４位评价专家评

分一致性的 Cronbach’sα系数为０．９３３,较高的一

致性系数保证同感评估技术的有效性[１１].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２５．０软件处理数据,
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两

独立样本t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则以

中位数(四分位数)[M(Q１,Q３)]表示,组间比较采

用 MannＧWhitneyU 检验;计数资料以频数(百分

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２ 检验.以P＜０．０５或

P＜０．０１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学生社区护理学考核成绩比较　结果表

明,试验组的理论成绩和实践成绩均优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社区护理学考核成绩(分,x±s)

项目
对照组

(n＝５１)

试验组

(n＝５５)
t P

理论成绩 ７５．１３±８．９９ ７９．０４±８．３０ －２．３２７ ０．０２２
实践成绩 ８１．１６±７．６２ ８４．７６±８．９８ －２．２２１ ０．０２９

２．２　两组学生创造力倾向得分比较　结果表明,试
验组创造力倾向各维度得分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均P＜０．０１),见表２.

２．３　两组学生作品/方案 CAT 评分比较　试验组

学生作品/方案 CAT 评分为(４．０３±０．１７)分,对照

组为(３．０２±０．２５)分,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t＝
１８４００,P＜０．０１).

表２　两组学生创造力倾向得分比较[M(Q１,Q３)]

项目
对照组

(n＝５１)

试验组

(n＝５５)
Z/t P

冒险性 ２２(２１,２３) ２４(２２,２７) －４．５０６ ＜０．００１
好奇性(x±s) ２７．６７±３．４９ ３２．３８±４．３４ －６．１８０ ＜０．００１
想象力 ２４(２１,２６) ２７(２６,３１) －４．７０５ ＜０．００１
挑战性 ２４(２３,２７) ２９(２５,３１) －４．８３９ ＜０．００１
总分 １００(９４,１０５)１１２(１０１,１２５) －５．６５９ ＜０．００１

３　讨论

３．１　创客教育与专业课程融合有利于提升教学效

果　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护生社区护理学理论和

实践考核成绩比较,试验组高于对照组(均 P ＜
００５),这与之前的研究结果[１２Ｇ１３]一致.课前教师将

学习资料上传到线上平台,学生完成预习并结合测

试题线上参与讨论.课中应用创客教育５个主线环

节,层层递进,强化学生实践能力的同时也培养了逻

辑思维能力,加深了对知识的理解,更有利于掌握和

吸收社区护理专业知识[１４].课中课后学生分享了

自己的学习成果,有了展示自己的机会,让学生充分

感受到学习的乐趣,提高了学生的参与度[１５].将创

客教育融入社区护理学课程教学中,帮助学生实现

了理论与实践的融会贯通,完成了对于知识的立体

式掌握.

３．２　基于 CAT技术的创客教育有助于提高学生的

创造力　本研究结果显示,开展创客教育的试验组

学生的创造力倾向各维度得分及总分显著高于对照

组学生(P＜０．０１),且试验组学生作品/方案 CAT
评分优于对照组(P＜０．０１),表明实施创客教育有助

于提高学生的创造力,与之前的研究[１２,１６]结果一致.
创客教育使学生的学习过程发生变化,使其不再局

限于被动学习已被验证的知识和经验,而是亲自参

与创造,积极主动地思考、探索、实践、交流与分

享[１７].在创客教育的教学过程中,给学生带来护理

专业以外的知识技术[１２],如３D打印、开源软件等,
能激发学生探索未知的好奇心.同时,学生在进行

创作的过程中产生创造兴趣,创造兴趣高的学生,想
象力更丰富,更容易被冒险性、挑战性高的活动吸

引,更容易完成创造性的活动,产生创造性的产

品[１８].因此,创客教育的教学过程有助于提升学生

创造力.

４　小结

基于CAT技术的创客教育有利于培养护生的

创造力,并且能够帮助护生增加学习兴趣,改进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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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但教学过程中,试验组课前准备及课后改进

需要教师及学生投入较多时间,对于教师的综合素

质要求也更高.下一步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发挥社区护理学课程优势,促进学生的综合能力的

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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