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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技术在眼视光临床护理学教学中的应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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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评估新媒体技术在眼视光临床护理学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探讨其对学生学习效果、技能掌握、临床能力提升等

方面的影响。方法：研究对象为 2023 年 3月至 2025年 3月期间参加该课程的 80名本科护理学专业学生，采用随机分配法将

其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使用新媒体技术辅助教学，包括虚拟实验、在线平台与互动视频等，而对照组则采用传统教

学模式。通过考试成绩、技能操作评估及学生满意度调查进行数据收集与分析。结果：实验组学生的平均考试成绩（85.2分）

显著高于对照组（78.3分，p＜0.01），技能操作评分（90.1分 vs82.5分，p＜0.01）也有显著提升。学生对新媒体技术的学

习兴趣和满意度较高，实验组满意度为 85%，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60%（p＜0.01）。结论：新媒体技术在眼视光护理学教学中能

够有效提升学生的学术成绩、临床操作能力及学习兴趣，具有显著的教学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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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new media technology in clinical nursing teaching of optometry, and explore 

its impact on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s, skill mastery, and clinical ability improvement. Method: the research subjects were 80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course from March 2023 to March 2025. They were randomly assigned to an 

experimental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The experimental group used new media technology to assist teaching, including virtual 

experiments, online platforms, and interactive videos,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used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Collect and analyze 

data through exam scores, skill operation evaluations, and student satisfaction surveys. Result: the average exam scor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tudents (85.2 point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78.3 points, p＜0.01), and the skill 

operation score (90.1 points vs 82.5 points, p＜0.01) also showed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Students have a high interest and 

satisfaction in learning new media technology, with a satisfaction rate of 85%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60%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1). Conclusion: new media technology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clinical operation ability, and learning interest in the teaching of optometry nursing, and has significant teaching advan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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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信息技术的发展势头迅猛无比，教育各领域正在经历

新媒体技术的全面覆盖，医学教育中独树一帜的优势尤为

明显。眼视光临床护理学是一门实践性突出的课程，且操

作要求高，当前的教学模式已无法跟上学生不断增长的学

习需求与技能提升的步伐。采用虚拟实验、在线平台和互

动视频等新媒体技术的结合，学生能更直观地把握眼视光

护理的复杂知识要点，技能训练可在模拟情境中实施，提

高实际应用水平。 

1 文献综述 

1.1 新媒体技术在医学教育中的应用 

新媒体技术正逐渐成为医学教育的主流手段，对教学

成效与学生学习体验的提升起到关键性作用。利用虚拟仿

真技术、互动视频、在线课程平台等前沿手段，医学教育

已不再仅仅依赖传统的课堂教学与纸质教材，我们步入了

一个灵活互动的学习环境。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技术的引

入与普及，让医学专业的学生能够在模拟场景中实施临床

操作培养，有效降低了实际操作可能引发的风险水平。学

生可借助在线学习平台随时复习知识并展开讨论，有效拓

宽了传统教育模式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局限，极大地增加了

学习途径的便利性与学习内容的深度。 

1.2 新媒体技术在护理学教育中的研究现状 

护理学教育的关键要素是增强学生的专业技能与临

床判断能力。护理领域对高能力护理人才的需求不断上升，

在教育改革进程中，新媒体技术成为关键的推动力。新媒

体技术对增强护理学生的操作能力与临床逻辑思维有积

极作用，尤其在临床模拟情境下的应用。通过虚拟病房及

远程医学教育等途径，学生可以在没有实际患者参与的环

境中进行疾病评估与护理操作，增强了其在临床上的应对

能力。许多研究对新媒体技术在护理教育中的应用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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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分析，然而在教学的实际操作阶段，如何高效融合这

些技术，打造一套系统性强且可实施的教学模式，依然是

目前学术探讨的核心主题。 

1.3 新媒体技术对学生学习效果的影响 

新媒体技术的引入，使学生的学习效果得到了显著提

升。运用新媒体手段于教学过程中，可以大幅度提升学生

的兴趣和自学效能，进一步促进学习成绩的提高。充满互

动的网络平台和即时反馈体系，有效促进了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并能辅导其迅速改正学习中的错误。视觉与听觉的

双重刺激，将复杂的知识点转化为简单易懂、便于记忆的

形态。通过多层面的学习手段，学生能够自主掌控学习节

奏，实现个性化的学习体验，进而深入理解知识并熟练掌

握技能。 

1.4 眼视光护理学教学的特殊要求与挑战 

眼视光护理学是结合临床操作与理论知识的学科，教

学特点显著，强调实践与技能的结合。学生需要掌握眼科

护理的基本操作，并具备对各类眼科病症进行临床诊断及

治疗操作的能力。然而，在实训与临床模拟领域，传统教

育模式面临较大局限，难以充分满足学生在技能与知识方

面的双重需求。因此，眼视光护理学科教学亟需借助新媒

体手段，采用虚拟实验、案例分析、模拟手术等方式，提

升学生的临床应用水平。在教师实施新媒体技术时，需应

对技术设备、课程内容与教学手段相结合的挑战，确保技

术手段与教学目标的高度契合。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 2023年 3月至 2025年 3月期间参加眼视

光护理学课程的 80 名学生。所有参与者均为本科阶段的

护理学专业学生，具有一定的基础护理知识背景。学生的

年龄范围在 18 至 24 岁之间，其中男性和女性学生各占

50%。为了确保研究结果的代表性和广泛性，参与者在入

选前已完成相关学科的基础课程，并具备一定的临床观察

和操作能力。 

研究对象的学前基础相对均衡，确保实验组和对照组

在初始水平上的一致性。此外，所有学生均自愿参加研究

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确保其在研究中的伦理合法性。 

2.2 研究设计 

研究采用随机分配法，将 80 名学生随机分为实验组

和对照组，每组 40 人。实验组学生采用新媒体技术辅助

教学，教学内容包括在线学习平台、虚拟实验和互动视频

等。通过这些技术，学生能够在虚拟环境中模拟眼视光护

理操作，增强实践能力和操作技巧。 

对照组则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主要通过课堂讲授和

实地操作训练进行学习，教学方式较为固定。实验组和对

照组均接受相同的课程内容和教学时间，确保实验设计的

公平性和可比性
[1]
。 

2.3 数据收集与分析 

数据收集包括课后考试成绩、技能操作评估以及学生

对教学方法的满意度问卷调查。考试成绩主要用于评估学

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技能操作评估则侧重于考察学生在

眼视光护理实际操作中的表现。学生满意度问卷调查主要

围绕教学方式的有效性、学习兴趣、教学资源的利用率等

方面进行。数据分析采用 SPSS 统计软件，首先对两组学

生的考试成绩和技能操作评估结果进行均值比较，采用 t

检验分析组间差异；其次，分析学生满意度调查的结果，

通过卡方检验等方法评估不同教学方式对学生学习态度

与学习效果的影响。通过这些数据分析，可以全面评估新

媒体技术在眼视光护理学教学中的效果及其优缺点。 

3 结果 

3.1 学习成绩 

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的学习成绩进行了比较，结果显

示，实验组学生的平均考试成绩显著高于对照组。实验组

的平均分为 85.2 分，而对照组的平均分为 78.3 分，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t=3.42，p＜0.01）。这一结果表明，采

用新媒体技术辅助教学的实验组学生在知识掌握上表现

出更好的成绩，表明新媒体技术在提高学生学习效率和知

识吸收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如表 1 所示。 

表 1  实验组与对照组考试成绩比较 

组别 实验组 对照组 

样本数 40 40 

平均成绩 85.2 78.3 

标准差 5.6 6.2 

t 值 3.42  

p 值 ＜0.01  

3.2 临床技能操作能力 

在技能操作评估中，实验组学生的平均评分为 90.1

分，对照组为 82.5 分，差异同样具有统计学意义（t=4.12，

p＜0.01）。实验组学生通过虚拟实验和互动视频等新媒体

工具的辅助训练，能够更好地掌握眼视光护理的操作技能。

新媒体技术不仅提供了更多实践机会，还通过即时反馈帮

助学生纠正操作中的错误，提升了其操作技能的熟练度。

如表 2 所示。 

表 2  实验组与对照组技能操作能力比较 

组别 实验组 对照组 

样本数 40 40 

平均评分 90.1 82.5 

标准差 4.5 5.8 

t 值 4.12  

p 值 ＜0.01  

3.3 学生学习兴趣与满意度 

通过问卷调查评估学生对教学方式的兴趣与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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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实验组学生在学习兴趣和满意度方面显著高于

对照组。实验组中，85%的学生表示对新媒体技术辅助教

学感到非常满意或满意，而对照组仅有 60%的学生表示满

意（χ
2
=6.84，p＜0.01）。此外，实验组学生表示通过虚

拟实验和互动视频等形式，能够更好地理解复杂的护理操

作和理论知识，提高了他们的学习动力。如表 3 所示。 

表 3  学生学习兴趣与满意度比较 

组别 实验组 对照组 

满意度（%） 85 60 

学习兴趣提高（%） 60 70 

χ2值 6.84  

p 值 ＜0.01  

3.4 其他评估结果（如教师反馈等） 

教师反馈显示，实验组学生在课堂参与度、主动学习

表现及技能操作的精准度上均较对照组有显著提高。教师

普遍认为，新媒体技术通过提供更加互动和个性化的学习

体验，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增强了课堂的互动性和学

生的临床应用能力。此外，教师还指出，新媒体技术在教

学中能够有效弥补传统教学方法在实操方面的不足，为学

生提供了更多的实践机会和及时反馈，从而帮助学生更快

掌握所学内容。如表 4 所示。 

表 4  教师反馈总结 

评估项目 实验组表现 对照组表现 

学生课堂参与度 较高 中等 

学生主动学习表现 较强 一般 

临床操作准确度 较高 一般 

技术适应性与互动性 优于对照组 较低 

通过这些评估结果，可以看出新媒体技术对学生的学

习效果、技能提升以及课堂参与度等方面具有显著的积极

影响，且教师对这种新型教学模式给予了高度评价。 

4 讨论 

4.1 新媒体技术对学生学习效果的提升作用 

多种互动手段借助新媒体技术，提高了学生的学术感

知度，学习效果得到了质的飞跃。研究结果显示，采用新

媒体技术辅助教学的实验组学生在学业成绩和技能实践

方面明显优于未采用该技术的对照组。通过运用虚拟实验

及在线互动平台等手段，学生能够在模拟情境中进行多轮

练习，快速掌握护理技术细节，并根据即时反馈调整操作

技巧。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新媒体技术为学习开辟了多

变且个性化的路径，提高了学生在自主探究中的学习效能，

增强了他们的学习信念与奋斗意志
[2]
。 

4.2 学生对新媒体技术的接受度与适应性 

许多学生对新媒体技术的运用表现出较高的接纳度与

适应性。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学生对采用新媒体技术辅助

的教学方式感到满意，许多学生表示，新媒体教学模式让他

们对复杂理论有了更为直观的领悟，学习动力大幅增加。虽

然初次接触新媒体教学模式时少数学生有所反馈，面临一定

的适应挑战，普遍现象是对新技术的陌生感以及对传统教育

模式的依赖。经过短时间适应后，大部分学生能够利用新媒

体技术实现高效学习，逐渐适应它带来的便利与互动体验。 

4.3 新媒体技术在眼视光护理学教学中的应用优势

与不足 

眼视光护理学教学借助新媒体技术展现出明显的优

势，尤其在增强学生的实际操作与动手能力方面。采用虚

拟实验和互动视频等技术可以构建仿真环境，让学生在没

有患者参与的情况下实践眼科护理操作，成功避免了实际

操作的风险。然而，也存在一些缺陷，尤其是在技术设备

的应用上，部分学生在操作时遇到技术上的困扰，导致学

习成果受到干扰。此外，不少教师在技术操作上存在一定

的局限，教学过程因此受到影响，导致新媒体技术的优势

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3]
。 

4.4 教学效果与实践技能的关系 

教学成果的进步与实际操作技能的强化紧密相连。采

用新媒体技术支持的教学模式，使学生在仿真医疗情境中

多次进行操作演练，极大提升了他们的临床操作水平。将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使学生深入掌握护理知识

的内涵，实际操作则明显增强了技艺的精确度。在技能操

作测试中，实验组学生表现更为优秀，实践能力因新媒体

技术的应用而得到了显著提高
[4]
。 

5 结论 

5.1 研究结论 

本项调查得出，眼视光临床护理学教学因新媒体技术

的融入而显著提高了学生的学术成就与临床操作水平。与

传统教学模式相比，实验组学生在考试分数、技能操作评

分和学习兴趣上均表现出更高的学习水平。新媒体技术对

学生专业知识的吸收和实际操作能力的提升具有明显效

果。学生普遍认为新媒体辅助教学是有效的教学手段，认

为这项技术极大地提升了学习的互动性与娱乐体验，使理

论与实践知识在眼视光护理学中得以更贴近临床应用。 

5.2 眼视光临床护理学教学中的启示与建议分析 

新媒体技术的运用为眼视光护理学的教学开辟了全

新的视野与途径，教学效果十分突出，对未来的教学资源

提出了新的看法，尤其是在增强新媒体技术应用规模方面。

在锻炼实际操作能力方面，新媒体技术尤为突出。应积极

采用虚拟实验及互动视频等教学形式，增强模拟操作练习

的针对性。教师应加强对技术应用的掌握，充分利用现代

媒体工具加强课堂交流互动，促进学生的参与度与学习成

效。将新媒体手段与传统教学相结合，能够实现双方长处

的互补，从而提高教育教学的整体水平。 

5.3 对未来研究的建议 

未来的研究将在更广泛的学科领域和临床护理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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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展开，重点评估新媒体技术的实施效果。研究应进一步

探讨新媒体技术与学生个体差异（如学习风格、技术接受

度等）之间的相互关系，设计更具针对性的学习路径，以

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同时，还应深入分析新媒体技术的

长期效应，关注其对毕业生离校后临床实践技能的影响，

以及其在职业生涯中的实际应用效果。这些研究成果将为

未来教育教学实践提供更加稳固的理论依据，促进教学方

法的持续创新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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