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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化教学在护理教育中应用的范围综述

谢金雨，王贵猛，王梓懿，刘胜杰，张爱琳，崔香淑

摘要：目的 了解游戏化教学在护理教育中的应用现状及效果，为开展游戏化教学相关研究提供参考。方法 根据范围综述的研究

方法，计算机检索ＰｕｂＭｅｄ、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ｍｂａｓｅ、ＣＩＮＡＨＬ、中国知网、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万方数据、
维普网中有关游戏化教学在护理教育中应用的文献，检索时限为建库至２０２４年２月２７日，并对文献进行筛选、汇总及分 析。结

果 共纳入１５篇文献，游戏化教学的主要类型包括传统游戏、虚拟仿真实践、情景模拟、角色扮演、数字化在线教育平台；游戏化教

学在提升理论实践能力、综合素质及情感态度方面都呈现积极效果。但目前教学评价工具还未统一标准。结论 游戏化教学在国

内外护理教育的应用较广泛，其教学有效性得到了初步证实，但在游戏化教学资源的开发、评价系统及教学设计等方面还需要进

一步的完善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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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国 务 院 印 发 的《关 于 加 快 医 学 教 育 创 新

发展的指导意见》［１］中提出，加强护理专业人才培养，
构建理论、实践教学与临床护理实际有效衔接的课程

体系，加快建设高水平“双师型”护 理 教 师 队 伍，提 升

学生的评判性思维和 临 床 实 践 能 力。为 此 亟 须 加 快

推进护理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以应对我国卫生事业

的快速发展和人民健康服务需求［２］。目前，护理教育

以传统教 育 模 式 为 主，约 占 教 学 时 数 的７０％［３］。传

统的课堂教学方式为 填 鸭 式 教 育，教 师 为 主 角，以 知

识传递为主，一定程度 阻 碍 了 学 生 学 习 的 主 动 性，自

由思维的发挥及问题发现和分析能力的培养，迫切需

要通过教学创新改善 学 生 学 习 体 验。游 戏 化 是 指 将

游戏设计元 素 应 用 到 非 游 戏 情 境 当 中［４］。游 戏 化 教

学在护理教育中的应用是将游 戏 元 素 与 护 理 教 学 过

程融合，以强化学习动 机、激 发 学 习 兴 趣 并 培 养 学 习

者的综合能力。研究显示，游戏化教学在学习者能力

提升、知识掌握及评判性思维能力提升等方面均取得

积极作用［５－６］。然 而，国 内 外 学 者 对 游 戏 化 教 学 效 果

的评价工具及游戏化教学对知 识 保 留 长 期 影 响 等 研

究结果仍存在争议［７－８］，在护理教育领域游戏化教 学

研究的系统性分析不足。本研究以Ａｒｋｓｅｙ等［９］的范

围综述方法为框架，总 结 游 戏 化 教 学 类 型、在 护 理 教

学领域的应用现状及评价工具，分析其应用效果和局

限性，为促进护理教育发展提供参考。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文献纳入与排除标准　根据ＰＣＣ原则确定纳入

标准。纳入标准：①研 究 对 象（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为 各 层

次护理专业人员，包括 在 校 护 理 专 业 学 生、护 理 实 习

生、规培生及在职护理人员。②概念（Ｃｏｎｃｅｐｔ），指游

戏化教学，包括传统游 戏（棋 牌 游 戏、纸 牌 游 戏、拼 图

游戏、猜谜游戏、药物配对游戏）、虚拟仿真实践、情景

模 拟、角 色 扮 演、数 字 化 在 线 教 育 平 台 等。③情 境

（Ｃｏｎｔｅｘｔ），指 用 于 护 理 教 学、培 训 和 考 核。排 除 标

准：①语言非中文或英文；②无法获取全文和摘要；③
数据不足或重复发表；④会议、指南或报告。
１．２　文献检 索　根 据 所 确 定 的 研 究 问 题，采 用 主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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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结合自由 词 的 形 式，计 算 机 检 索ＰｕｂＭｅｄ、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ＣＩＮＡＨＬ、Ｅｍｂａｓｅ、中 国

知网、万方数据、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维普网中

的相关研究。英文检索词：ｇａｍｅ－ｂａｓｅ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ｇａｍｉ－
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ｇａｍ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ｇａｍｅ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ａｍｅ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ａｍｅ，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
ｎａｌ　ｇａｍｅｓ，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ｇａｍ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ｎｕｒｓ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ｕｒｓｉｎｇ，ｎｕｒｓ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ｎｕｒｓ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中文检索词：游 戏 化 教 学，游 戏 教 学，游 戏 式 教 学，游

戏教学法，教育 游 戏，游 戏 课 堂；护 理 教 育，护 理 学 教

育，护理教学，护理学教学，护理带教，护理宣教。检

索时限为建库至２０２４年２月２７日。
１．３　文献筛选与数据提取　由经过培训的２名研究

小组成员，严格按照纳入及排除标准进行文献筛选与

数据提取。通过阅读题目和摘要独立进行初筛，再通

过阅读全文进行二次 筛 选。完 成 信 息 提 取 并 交 叉 核

对，如遇到分歧，由第３名研究者讨论共同决定，最终

确定符 合 标 准 的 文 献 纳 入 研 究。采 用 ＮｏｔｅＥｘｐｒｅｓｓ
软件对纳入的文献进行数据提取，提取的数据包括作

者、研 究 类 型、研 究 对 象、样 本 量、教 学 方 式、应 用 情

景、评价工具及研究结 论 等，数 据 提 取 呈 现 为 表 格 形

式，对纳入的文献进行 反 复 阅 读 分 析，对 提 取 的 数 据

和结果进行整合分析，并形成最终结果。

２　结果
２．１　纳入文献的基本信息　共获得１　４７７篇文献，初
筛排除重复文献４５４篇，阅读文题及摘要后排除文献

８２６篇，阅 读 全 文 排 除 不 符 合 文 献１８２篇（其 中 研 究

主题不符１１６篇，研究对象不符１２篇，文献类型不符

１８篇，无法获取全文１０篇，研究信息不全２５篇，会议

摘要１篇），最终纳入１５篇文献［１０－２４］，其中中文文献４
篇，英文文献１１篇。纳 入 文 献 的 研 究 类 型 有 随 机 对

照 试 验 研 究 ７ 篇［１０，１５，１７，１９－２０，２２－２３］，类 实 验 研 究 ７
篇［１１－１２，１４，１６，１８，２１，２４］，混 合 性 研 究１篇［１３］。纳 入 文 献 的

基本信息，见表１。
表１　纳入文献的基本信息

作者 研究对象
样本量（例）

对照组／试验组
教学方式 应用情景 评价工具 研究结论

王颖等［１０］ 护生　　 ３７／３６ 虚拟仿真实践、

雨课堂

肠造口护理实践 实践考核、自行编制新型教学模式

评价

加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激发学习

兴趣，培养临床思维

Ｍｏｏｎ等［１１］ 急诊护士 ２７／２７ 手机Ａｐｐ 急诊分诊准确性 批判 性 思 维 倾 向、分 诊 能 力、分 诊

准确性、分诊知识和应用程序使用

分诊 准 确 性、能 力 和 知 识 增 强、提

升评判性思维能力

Ｗａｎｇ等［１２］ ＩＣＵ护士 ３６／３７ 棋盘游戏 体外膜肺氧合护理 体外膜肺氧合护理知识量表、临床

推理量表和学习参与量表

提高护士的 体 外 膜 肺 氧 合 护 理 知

识、临床推理和学习参与度

Ａｃｔｉｓ　Ｄａｎｎａ等［１３］ 助产护士 ９６／９６ 卡片游戏 孕妇新生儿尊重护理 尊严数据评估问卷、自我感知问卷 提高护士对孕妇及新生儿的尊重

Ｃｈｅｎ等［１４］ 护生　　 ４３／４１ 密室逃脱游戏 老年人用药护理 学习态度量表、游戏心流体验问卷 改善护生的学习态度，增加他们的

游戏心流体验

Ａｎｄｒｅａｓｅｎ等［１５］ 护生　　 ８８／８７ 虚拟仿真实践 术前交接实践 实践考核、自我感知问卷 桌面ＶＲ提供了更好的学习效果

Ｋｉｎｇ等［１６］ 非ＩＣＵ　
护士　　

５１／５１ 药物游戏 肾上 腺 素 治 疗 患 儿

心脏骤停

自行编制的 护 士 配 制 肾 上 腺 素 的

知识、经验及舒适度问卷

提升护士配置肾上腺素知识、速度

及舒适度

Ｇｕ等［１７］ 实习护生 ７７／７７ 手机Ａｐｐ 预充式生理盐水

注射器冲洗

预充式导管 静 脉 冲 洗 锁 定 技 能 量

表

促进学生使用预填充的生理盐水注

射器行静脉导管冲洗和锁定能力

李雨昕等［１８］ 实习护生 ４８／４８ 密室逃脱游戏 心血管内科临床

实践

实践考核、评判性思维情感倾向测

试量表、大学生学习投入问卷

激发学习投入感，培养批判性思维

能力，提升教学效果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Ｆｅｒｒｅｒ

等［１９］

实习护生 １９７／１０９ 密室逃脱游戏 严重精神疾病的

认识

病耻感量表、合作学习策略动机问

卷

提升对严重 精 神 疾 病 患 者 的 同 理

心，降低病耻感

Ｃｈａｏ等［２０］ 护生　　 ２３／２２ 虚拟仿真实践 鼻饲术护理实践 鼻胃 管 喂 养 问 卷、自 信 心 量 表、编

制的教学满意度调查问卷

提高护生的胃管喂养知识和信心

Öｚ等［２１］ 护生　　 ５９／５１ Ｋａｈｏｏｔ平台 肌内注射 肌内注射知识测验、肌内注射检查表 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自主性

杨茜等［２２］ 实习护生 ７８／７５ 药物配对游戏 心血管内科用药

实践

评判性思维情感倾向测试量表、临

床实践能力量表

评判性思维 能 力 和 临 床 实 践 能 力

的提升

Ｂｌａｎｉé等［２３］ 护生　　 ７３／７３ 虚拟仿真实践 监测 患 者 病 情 恶 化

程度

临床推理量表、临床推理能力自我

评估量表

临床推理能力提升

罗文平［２４］ 高职护生 １１５／１１３ 角色扮演 护患沟通教学 护患沟通能力量表、护生自我导向

学习能力量表（汉化版）、教学满意

度问卷

提高学生的沟通能力、自主学习能

力以及理论成绩

２．２　游戏化教学在护理教育中 的 应 用 现 状　游 戏 化

教学在护理教育领域应用比较广泛，在护理教育的各

层次都有应用。１项研究［２４］应用于高职护生，６项 研

究［１０，１４－１５，２０－２１，２３］应用于护生，４项研究［１７－１９，２２］应用于 实
习护 生，４项 研 究［１１－１３，１６］应 用 于 在 职 护 士。９项 研

究［１３－１６，１８－１９，２２－２４］将游戏化教学应用于护理理论教学中，
如内科护理学、外科护理学、老年护理学、妇产科护理

学、精神科护 理 学、护 理 学 基 础、儿 科 护 理 学、健 康 评

估、护理礼仪与人际沟通；４项研究［１０，１７，２０－２１］将游戏化

教学应用于相关护理技能教学；２项研究［１１－１２］将 游 戏

化教学应用于ＩＣＵ、急诊急救等临床教学。
２．３　游 戏 化 教 学 的 类 型　①传 统 游 戏。４项 研

究［１２－１３，１６，２２］采用传统游戏应用于护理 教 学 中，主 要 包

括棋牌游戏、纸牌游 戏、拼 图 游 戏、猜 谜 游 戏、药 物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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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游戏，分 别 应 用 于 用 药 实 践、孕 妇 新 生 儿 尊 重 护

理、体外膜肺氧合护 理、肾 上 腺 素 治 疗 患 儿 心 脏 骤 停

等情景。②虚 拟 仿 真 实 践。４项 研 究［１０，１５，２０，２３］将 虚

拟仿真实践 分 别 应 用 于 肠 造 口 护 理、病 情 恶 化 程 度

监测、鼻饲 术、术 前 交 接 实 践 等 情 景 的 护 理 教 学 中。

③情 景 模 拟＋角 色 扮 演。４项 研 究［１４，１８－１９，２４］将 情 景

模拟配合角 色 扮 演 应 用 于 护 理 教 学 中，分 别 应 用 于

内科临床 实 践、护 患 沟 通、精 神 疾 病 认 识、老 年 用 药

护理等 情 景，研 究 显 示 密 室 逃 脱 教 学 应 用 广 泛。④
数字 化 在 线 教 育 平 台。４项 研 究［１０－１１，１７，２１］将 数 字 化

在线教育平 台 应 用 于 护 理 教 学 中，主 要 包 括 联 合 雨

课堂不同 教 学 平 台，应 用 于 造 口 护 理、急 诊 分 诊、肌

内注射理论 与 实 践、预 充 式 生 理 盐 水 注 射 器 冲 洗 和

锁定静脉导管的技能等情景。
２．４　游戏化教学 的 评 价 工 具　目 前，游 戏 化 教 学 效

果评价工具 暂 无 统 一 标 准，研 究 中 涉 及 的 游 戏 化 教

学效果评价根据 结 局 指 标 不 同 分 为３类。①能 力 提

升：护患 沟 通 能 力 量 表、护 生 临 床 沟 通 能 力 测 评 量

表、评判性思维情感 倾 向 测 试 量 表、本 科 实 习 护 生 临

床实践能力量表、护生 自 我 导 向 学 习 能 力 量 表（汉 化

版）及自我感 知 问 卷 等。②实 践 评 价：实 践 考 核、出

科考试、鼻 胃 管 喂 养 测 试、肌 内 注 射 知 识 测 验、肌 内

注射检查表、体外膜 肺 氧 合 护 理 知 识 量 表、预 充 式 导

管静脉冲洗锁定 技 能 量 表。③学 科 发 展 及 学 习 兴 趣

提升：游戏 心 流 体 验 问 卷、大 学 生 学 习 投 入 问 卷、教

学满意度、学 习 态 度 量 表、学 习 参 与 量 表、自 我 感 知

量表、自信心量表、自我导向学习能力量表。
２．５　游戏化教学的应用效果　游戏化教学在护 理 教

育领域的 应 用 效 果 大 致 从 理 论 实 践 ［１０，１２，１４－２３］、综 合

素 质［１０－１２，１４－１６，１８，２０－２２］、信 念 态 度［１１－１２，１７，２２］３个 方 面 评

价。综合素质包括 自 主 学 习 能 力、评 判 性 思 维 能 力、
临床推 理 能 力、自 主 决 策 能 力、表 达 沟 通 能 力 等 方

面。研究中均报告了 应 用 游 戏 化 教 学 取 得 的 积 极 效

果，能够增 强 学 生 学 习 动 机，同 时 在 教 学 质 量、教 学

满意度上都有所提 高，被 护 生、护 理 人 员、教 育 者、研

究者广泛接受。国外 在 护 理 教 育 领 域 应 用 游 戏 化 教

学的研究中，应 用 效 果 更 多 体 现 在 全 面 培 养 护 理 人

员 的 综 合 素 质、价 值 观、态 度、情 感、信 念 的 转 变，而

国 内 的 研 究 对 护 理 人 员 的 培 养 主 要 集 中 在 理 论 知 识

和临床实践能力的提升。

３　讨论
３．１　游戏化教学在护理教育领域的应用现状分 析　
本次研究显示，多数 文 献 发 表 时 间 是 在 过 去５年 内，
说明游戏化 教 学 在 护 理 教 育 领 域 仍 处 于 探 索 阶 段，
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不 足，因 此，需 围 绕 这 一 主 题 进 行

更加深入的研究 和 探 讨。游 戏 化 教 学 的 研 究 对 象 多

集中在护理专业学 生，其 次 是 临 床 护 士 和 实 习 护 生，
对护理专业 其 他 层 次 的 学 生 及 教 师 的 研 究 较 少，今

后应结合我 国 教 育 特 点 及 社 会 需 求，拓 展 护 理 专 业

教师、高职学生、硕 士 及 博 士 研 究 生 的 相 关 研 究。游

戏化教 学 应 用 范 围 涉 及 到 理 论、实 践 及 临 床 教 学。
在 理 论 与 实 践 教 学 中 护 理 专 业 基 础 核 心 课 程 应 用 较

广泛，但 在 人 文 课 程 教 学 中 的 应 用 研 究 较 少。由 于

教育公平性 和 导 向 性，有 些 研 究 存 在 方 案 设 计 的 局

限性，无对照或使用 自 身 前 后 对 照 设 计，存 在 选 择 偏

倚且混杂因 素 较 多、整 体 样 本 量 较 小 和 是 否 具 有 代

表性等 问 题。因 此，未 来 研 究 应 在 进 一 步 细 化 课 程

类型的基 础 上，拓 展 研 究 深 度，提 高 研 究 质 量，在 我

国 开 展 大 样 本 的 随 机 对 照 试 验 来 验 证 游 戏 化 教 学 的

适用性及其应用效果。
３．２　游戏化教学的评价系统尚需完善　游戏化 教 学

效果评 价 工 具 暂 无 统 一 标 准。本 次 研 究 结 果 显 示，
国内外学者从实践 评 价、能 力 提 升、学 习 兴 趣 及 学 科

发 展３个 维 度 对 游 戏 化 教 学 在 护 理 教 育 领 域 应 用 效

果进行评价。实践评 价 多 为 传 统 的 操 作 考 核 结 合 课

程相关问卷，能力提 升 涵 盖 了 评 判 性 思 维、沟 通 及 自

我导向等相 关 量 表，但 在 学 习 兴 趣 与 学 科 发 展 方 面

多采用自行 设 计 的 问 卷，也 有 研 究 采 用 大 学 生 学 习

投入问卷等对游 戏 化 教 学 应 用 效 果 进 行 评 价。在 针

对满意度或 教 学 效 果 评 价 的 调 查 问 卷 中，针 对 学 生

群体的较多，而涉及 教 师 自 我 评 价 较 少，还 需 开 发 教

学效果整体评 价（他 评、自 评）的 量 表。由 于 国 内 外

研 究 对 游 戏 化 教 学 在 护 理 教 育 领 域 中 应 用 效 果 分 析

的重点不同，国 外 对 游 戏 化 教 学 的 评 价 机 制 除 了 关

注学习动机、学习效 果、能 力 提 升 外，还 从 心 流 体 验、
游戏中的情 感、态 度 和 行 为 意 向 不 同 维 度 开 展 了 研

究，而我国的评价机 制 大 多 关 注 学 习 效 果、能 力 提 升

方面，并不能全面评 价 学 习 的 态 度、情 感 及 行 为 意 向

等能力，还需 要 结 合 更 加 具 有 针 对 性 与 全 面 性 的 工

具和方法来支持评价结果［２５］。今后需 借 鉴 国 外 相 关

研究及 经 验，结 合 我 国 护 理 教 育 特 点，细 化 研 究 内

容，研制开 发 涵 盖 具 有 心 理 体 验、游 戏 中 的 情 感、态

度和行为意向等多维指标的评价工具。
３．３　游戏化教学在护理教育领域的应用效果仍 需 进

一 步 研 究　游 戏 化 教 学 在 护 理 教 育 领 域 是 一 种 有 效

的教学辅助工具。将 游 戏 化 引 入 护 理 教 学 不 仅 能 够

把知识转变成高度 仿 真、安 全 可 控 的 临 床 情 景，还 能

充分调 动 护 生 潜 能，激 发 学 习 动 机，培 养 批 判 性 思

维，增强 自 主 学 习 及 实 践 操 作 等 能 力。在 游 戏 化 教

学中，教师会更加重 视 学 生 的 即 时 反 馈、视 觉 效 果 和

体验，能提 高 学 生 的 课 堂 专 注 力，提 升 教 学 满 意 度。
有研究显示，游 戏 化 教 学 对 知 识 保 留 产 生 了 积 极 的

短期影响，而对知识保留长期影响的 结 果 不 确 定［２５］。
为使游戏化 教 学 的 知 识 延 长 保 留 时 间，可 以 在 游 戏

设计部分增加知识 回 顾、设 置 问 题、课 后 检 测 及 综 合

病例分析等环节。有 学 者 为 检 验 游 戏 化 教 学 的 长 期

应用效果开 展 了 为 期３年 的 研 究 发 现，整 个 课 程 使

用了相同的 游 戏 元 素，部 分 学 生 丧 失 学 习 兴 趣 和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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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２６］。目前国内尚无游戏化教学长期 应 用 效 果 的 研

究，今后需要 开 展 游 戏 化 教 学 法 长 期 应 用 效 果 的 研

究，探讨对 维 持 学 习 兴 趣 和 动 机，学 生 在 实 践 评 价、
能力提升、学习兴趣 等 方 面 的 效 果，以 进 一 步 优 化 游

戏化教学法。
３．４　提升游戏化教学效果的策略

３．４．１　丰富游戏化教学资 源　游 戏 教 学 资 源 在 护 理

教育领域扮 演 着 举 足 轻 重 的 角 色，为 教 学 过 程 提 供

了坚实 的 基 础。在 游 戏 的 开 发 与 设 计 过 程 中，理 论

模型、开发 模 型 的 选 择，游 戏 化 元 素、游 戏 机 制 的 应

用，会直 接 影 响 学 生 的 学 习 兴 趣 及 教 学 满 意 度。职

业素养元素的挖掘，具 体 案 例 的 处 理，开 发 者 对 跨 学

科 知 识 的 掌 握 程 度 等 对 学 生 实 践 及 各 种 能 力 的 提 升

具有显 著 作 用。国 外 研 究 者 开 发 了 形 式 多 样、内 容

丰富、设计精巧的游 戏 化 教 学 资 源，我 国 学 者 也 对 游

戏开发与设 计 进 行 研 究，但 相 对 较 少 且 未 建 立 权 威

性的游 戏 化 教 学 资 源 库。因 此，需 根 据 我 国 学 生 的

特征、医院疾 病 谱 情 况 及 国 情 等 设 计 优 质 游 戏 化 教

学资源，并建立权威 性 的 游 戏 化 教 育 资 源 库，以 提 升

游戏化教学效果。
３．４．２　提升教师对游戏化教学的认知度　游戏化教学

在护理教育中的有效应用，其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一线教

师的接受与认可程度。只有教师认可游戏化教学才能

正确引导学生，并依据自己的经验及知识结构体系与游

戏化教学有效衔接，最终游戏化教学在护理教育领域的

应用才能呈现积极作用。可以通过教师游戏化教学培

训、研讨等方式，使教师深入了解游戏化教学，提高教师

的专业素养及教学质量。通过研讨会的形式探讨教师

在游戏化教学中存在的优缺点，并提出改进措施，可加

强教师对游戏化教学的认可度。
３．４．３　需加 强 游 戏 化 教 学 设 计　任 何 教 学 方 法 必 须

通过严谨的教学设计来支撑，才能提高教学质量和效

率，使学习者在单位时间内掌握更多知识。不是所有

的课程都可以使用游戏化教学，在运用游戏化教学过

程中，教师需精心策划教学设计，控制课堂局面。教师

在教学设计中需要考虑到导学、课程环节设置、学时、
教学场地等诸多因素。教学设计需结合教学目标，考

虑学生的认知水平与需求，合理安排游戏化教学的融

入，以期达到激发学生学习内在动机，提高教学质量的

效果的目的。

４　小结
游戏化教学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其在护理教育

领域应用的有效性得到了初步的证实，通过游戏化教

学可增强学习者综合素质，提升理论与实践学习能力，
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本研究仅纳入了中英文文献，
对结果可能存在潜在影响。游戏化教学仍然需要进一

步的研究和完善：需开发适用于护理教育的游戏化工

具及评价系统，教学效果保持长期效应仍需要国内外

学者共同努力研究探索，游戏化教学设计还有待进一

步优化，未来的研究者需要探索游戏化教学如何更好

地融入课堂，以提升护理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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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　李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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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患者中的应用［Ｄ］．郑州：郑州大学，２０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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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张慧艳，魏万宏，姚颖，等．患者感知安宁疗护质量现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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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　李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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