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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教育平台的发展，医学教育理念和模式发生转变，在线医学继续教

育成为新趋势。 自 ２０１９ 年底开始，本院麻醉科教学团队采用导师在线授课结合学员本地实践的方

式，开展在线气道管理技能系列培训课程的探索。 教学团队运用建构主义教学思想并结合互联网技

术，对气道管理技能培训课程进行了系统化及在线化设计，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本文将经喉罩

气道管理技能的在线培训课程设计作为案例进行探讨，以期为医学技能培训的探索提供参考。
【关键词】 　 气道管理；技能培训；喉罩；课程设计；在线系统

Ａ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ｍｏｔｅ ｈａｎｄｓ⁃ｏｎ ａｉｒｗａ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 ｔｈｅｏｒｙ 　 ＬＩＵ Ｗｅｉｗｅｉ， ＸＩＡ Ｊｕｎｍｉｎｇ， ＦＵ Ｄａｎｙｕｎ， ＷＡＮＧ Ｄｉｎｇｄｉｎｇ， ＬＩ Ｗｅｎｘｉａｎ， ＨＡＮ
Ｙｕａ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ｏｇｙ， Ｅｙｅ ＆ＥＮＴ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Ｆｕｄ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０３１，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 ＨＡＮ Ｙｕａｎ， Ｅｍａｉｌ： ｙｕａｎ．ｈａｎ＠ｆｄｅｅｎｔ．ｃｏｍ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ｈａｓ ｈａｄ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 ｆａｃｕｌ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ｏｕｒ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ｐｒｅｐａ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ａｉｒｗａ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ｋｉｌｌｓ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１９．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ｔｅａｍ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ｍｏｔｅ ｈａｎｄｓ⁃ｏｎ
ａｉｒｗａ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ｋｉｌｌｓ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ｂｙ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ｍｏｔｅ ｈａｎｄｓ⁃ｏｎ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ｍａｙ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ｒ ａｉｒｗａ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ｋｉｌｌｓ ｏｆ 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ｍａｓｋ ａｒｉｗａｙ ａｓ ａ ｃａｓｅ，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ｏｍ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ｋｉｌｌｓ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 　 Ａｉｒｗａ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ｋｉｌｌｓ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ｍａｓｋ；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ｎｌｉｎ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成功的气道管理是保障围术期患者安全的基

石，随着气道管理工具不断发展，持续更新相关技

能对于保障患者安全尤为重要［１］。 目前，气道管理

技能培训的继续医学教育多以线下学习班的模式

进行［２］，但是其不仅对培训资源要求高，还会受到

时间和地域限制，培训效果及效率均不理想［３］。 随

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在线教学已在全国得到普

及，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成为新趋势［４］。 本文以经

喉罩气道管理培训课程的设计及实施为例，探讨结

合互联网技术和经典教学理念进行在线气道管理

培训的课程设计过程，以期为医学技能培训的在线

化教学探索提供参考。

探索气道管理技能培训新模式的意义

　 　 适应新形势的气道管理技能培训模式亟待开

发　 中国麻醉科医师的现状调查表明，不同级别及

东西部地区医院间医师资源分配并不均衡［５］。 培

训是提高气道管理能力的必由之路，而有近一半的

麻醉科医师未接受过气道管理相关培训［６］。 线下

气道管理技能学习班对培训的资源要求较高，容易

受到时间和地域的限制，同时可能会受到一些突发

事件的影响，这可能导致基层和边远地区的医疗机

构人员无法高效或长期接受培训［２，７］。 因此，探索

高质量远程气道管理技能培训课程，对于处于基层

和边远地区的医疗机构尤为重要。
　 　 现有的在线培训模式存在不足 　 气道管理技

能培训需要根据学员反馈、临床应用以及不断更新

的研究结果，不断地对教学内容和教学设计进行调

整、改进和完善，最终更好地指导临床气道管理实

践［８］。 气道管理技术的操作技能和非操作技能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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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教学培训的目标［９］。 在线培训的模式存在诸多

弊端，如学员问题反馈滞后、缺乏师生互动交流、容
易丧失兴趣等［１０］。 目前尚缺乏在线气道管理技能

培训相关课程设计的报道，因此需要依据科学的教

育理论，结合先进的技术方法，在实践中探索可行

的教学方案。
可参考的在线技能教学模式　 随着技术进步，

交互式在线教育平台不断改进与发展，录制和共享

视频十分便捷，可实现实时、远程的技术细节演

示［１１－１２］，这为在线技能培训提供了保障。 在医学教

育领域已有一些相关在线培训的初步探索。 Ｈｅ
等［１０］研究表明， 基于私人小班在线课程 （ ｓｍａｌｌ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ＳＰＯＣ）和混合学习模式的在线

神经病学培训课程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Ｌｕｎｄ
等［１３］研究表明，聚焦视频反馈中错误示例的教学方

法，可实现针对外科操作技能的高效培训。 视频记

录是评估学员表现的有效方法，有助于提供个性化

指导［１４］，随后可以基于视频反馈，聚焦关键步骤，向
学员演示需要改进的内容。 这些在线医学培训的

先进方法均非常适合迁移到气道管理技能培训中

加以借鉴。

在线气道管理技能培训的实施

运用建构主义教学思想进行课程设计 　 建构

主义教学思想是当代学习理论的革命，倡导在教师

指导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教师引导学生

在原有的知识基础上建立新的知识结构，帮助学习

者解决问题。 笔者团队在教学实践中运用建构主

义教学思想，运用经典的 ＡＤＤＩＥ 模型有助于在课程

设计和开发中践行建构主义。 ＡＤＤＩＥ 模型将课程

开发分为 ５ 个阶段：分析（ａｎａｌｙｓｉｓ）、设计（ｄｅｓｉｇｎ）、
开发（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实施（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和评估（ｅｖａｌｕ⁃
ａｔｉｏｎ） ［１５］。 按照构建主义的思想进行培训，在分析

阶段教师要调查学习者的需求，并依此确定教学内

容；在设计阶段，教师确定适合学习者的教学形式；
开发阶段包括教学内容的构建和精炼；在实施阶

段，教师提供教学内容并进行指导；在评估阶段，一
方面需要评价学习者的学习效果，另一方面应获取

学习者对于课程的反馈。 ５ 个阶段并非连续线性排

列，而是环环相扣，其中，“评估”贯穿于整个过程，
有助于使课程不断改进，提高教学质量［１６］。 本课程

设计依据上述原则对在线气道管理的系列技能培

训进行了系统性的设计，并以经喉罩气道管理技能

培训作为范例。

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在线经喉罩气道管理技

能培训实践　 （１）分析阶段：在开课前对学员情况

进行分析，根据分析结果确定匹配学员需求的教学

内容。 以问卷调查形式了解学员的一般情况、学习

需求以及喉罩相关自我效能评估；通过理论测试了

解学员对喉罩相关的理论水平；通过课前提交的喉

罩置入视频了解学员的喉罩技能操作水平。 经过

开课前的学员分析，最终确定了教学内容分为四部

分：正确认识喉罩、提高喉罩置入成功率、提高喉罩

的管理水平和喉罩临床应用案例分析。 这些教学

内容由浅入深，既夯实基础理论，也教授操作技能，
并通过案例分析提供常见问题的解决方案。

（２）设计阶段：喉罩的线上授课需要解决如何

提高教学互动性、反馈的及时性和有效性等问题。
为此，我们采用了如下的教学技术设计：①互动式

授课：采用具备影、音实时传导功能的在线会议平

台，授课导师以直播的方式授课，学员可通过实时

的视频及语音传输参与互动、提问和讨论。 ②基于

ＳＰＯＣ 模型的培训模式：基于小班模式开展，并限制

每期学员不超过 １８ 人。 ③阶梯式喉罩管理技能培

训：喉罩的培训课通常在连续的四周完成，课程内

容包括新知识点讲解、操作技能指导和分析学员视

频，每次约 ９０ ｍｉｎ。 在每次理论授课后，学员需完成

对应阶段的临床实践练习内容、完成考核，之后进

入下一阶段学习。 ④基于“同行观察” （ｐｅｅｒ ｏｂｓｅｒ⁃
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ＰＯＯＴ）的教学质量控制：每次课

程结束后，基于 ＰＯＯＴ 法和学员的反馈情况，由教学

团队针对每节课程进行质量控制，持续改进教学质

量。 笔者所在单位的教学实践表明，上述设计可以

克服线上教学条件限制，保障在线气道管理技能培

训教学质量，实现可比拟线下培训的教学效果。
（３）开发阶段：根据在线教学设计，开发喉罩管

理课程在线教学资源（表 １）。 ①建立职责明确的教

学团队：由 １ 名团队负责人负责协调和监督课程质

量；２ 名导师负责经喉罩气道管理课程的教学授课；
配备导师（导师 ／学员比例为 １ ∶ ２ ～ ３）负责在线沟

通学员的喉罩置入、管理等相关问题；１ 名教学秘书

负责收集整理学员信息。 ②开发交互式培训平台：
结合互联网技术，多途径开发交互式在线教育平

台。 交流平台（微信）用于发布上课信息及通知，与
学员实时沟通和讨论；反馈平台（问卷星）用于发布

问卷调查，及时知晓学员的课前需求和课后反馈；
教学网站（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ｌｉｎａａｔｐ． ｃｏｍ）用于发布专业

知识和教学视频，学员可通过网站上传作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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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和技能操作视频），教师对学员操作视频进行在

线点评；直播平台（腾讯会议）用于直播授课、共享

视频，并与学员在线互动。 ③自主开发素材库：在
教学过程中持续收集临床病例及学员操作案例，通
过制作拍摄教学视频、绘制操作流程、凝练理论知

识点、人体模型演示喉罩置入过程、解读困难气道

喉罩管理新进展，更新和丰富课程形式和内容。 ④
开发多维度评估表：包括自我效能评估表、教学反

馈表、理论测试及技能操作评估表。 所有评估表均

根据课程设计，由临床及教学专家小组会议讨论通

过，以保证其可信度和有效性。

表 １　 教学内容对应的资源开发

教学活动 配套资源的开发

在线调研 问卷和反馈表

在线直播授课 腾讯会议平台

问题反馈和答疑 微信平台

教学视频和作业收发
开发培训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ｌｉｎａａｔｐ．ｃｏｍ）

操作练习 人体模型

素材库 收集临床病例，录制教学视频

教学效果评估 由专家小组会议讨论制定评估表

　 　 （４）实施阶段：课前，制定喉罩气道管理的线上

教学内容、形式及潜在问题教学方案。 由专职的教

学秘书负责教学环境准备和运行，并负责在线发布

学员群消息及教学内容沟通，尤其需要关注在线教

学平台的运行流畅程度。
课中，以丰富的教学手段和互动方式调动学员

积极性，由浅入深完成经喉罩气道管理的教学目

标。 ①正确认识喉罩：通过介绍的气道工具的展示

引入喉罩；通过实物展示来介绍喉罩的种类；通过

文献及案例来了解喉罩可以应用的领域。 ②提高

喉罩置入的成功率：将喉罩的置入过程分为喉罩的

选择、准备、置入、充气、判断、固定六个步骤，通过

临床标准操作视频讲解及人体模型现场演示等方

式分步解析操作技能，导师带领学员“边看边练”并
提供实时现场反馈，分析学员视频进行个性化指

导。 ③提高喉罩的管理水平：分享本中心的临床操

作视频，理论结合实践，并用思维导图的方式整理

归纳喉罩在麻醉维持和苏醒过程发生问题的原因

及解决办法。 ④用喉罩解决临床问题：通过在线病

例演练的方式，建立学员用喉罩解决困难气道问题

的思维。
课后，通过在线反馈表收集学员对课程的评价

和建议；通过教学网站发布理论测试题、收集学员

的操作视频并进行点评对学员的本地化技术操作

进行个体化的线上辅导，及时解决操作问题。
（５）评估阶段：评估过程贯穿整个教学阶段，包

括形成性评估和总结性评估。 所有学员在接受培

训前和培训结束后均需在培训网站完成喉罩管理

方面相关理论测试；喉罩管理相关自我效能评估问

卷；培训前及每节课后录制并提交一份自己喉罩置

入过程的视频。 评估内容包括：①培训前后理论测

试得分，理论测试由 ２０ 道选择题构成，内容包括喉

罩的适应症与禁忌证、型号选择及围术期喉罩管理

问题等，满分 １００ 分。 ②培训前后喉罩置入技能得

分，将喉罩的置入过程分为喉罩的准备、置入、判断

和固定，每一项的完成度对应不同的分值，由两名

导师分别对视频进行评分，随后算平均分，满分 ２８
分。 ③培训前后由学员完成喉罩管理相关的自我

效能评估，将喉罩管理分为 ７ 项能力，学员对每一项

能力的信心进行自我评估：１ 分，强烈不同意；５ 分，
强烈同意。

将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与第 ３ 期经喉罩气道管理学

员成绩纳入分析，喉罩理论测试成绩和喉罩置入技

能均较培训前有所提升（表 ２）。 与培训前比较，学
员对于喉罩管理相关的 ７ 项能力的自我效能评分都

有明显提高（表 ３）。

表 ２　 经喉罩气道管理学员培训前后理论测试

和技能测试的比较（分， ｘ±ｓ， ｎ＝３０）

指标 培训前 培训后

理论测试 ３４ ３±１５ ８ ５７ ８±１１ ３ａ

技能测试 １６ １±１ ３ ２５ ２±２ １ａ

　 　 注：与培训前比较，ａＰ＜０ ０１。

小　 　 结

　 　 医学相关技能培训不仅需要达成理论授课目

标，还需要传授相应的操作技能，如何实现有效的

在线技能培训，是当下医学继续医学教育领域倍受

关注的问题。 笔者团队运用建构主义理论教学思

想，针对气道管理相关技能培训进行了系统化的课

程设计。 主要目的是探索通过运用建构主义理论

教学思想进行线上气道管理技能培训对气道管理

培训的教学效果如何。 在此过程中，尤其需注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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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培训前后喉罩管理自我效能评估

［分， Ｍ（ＩＱＲ）， ｎ＝３０］

项目

我有信心我有能力去做……
培训前 培训后

掌握喉罩的适应证和禁忌证 ４（４～４） ５（４～５） ａ

了解喉罩置入过程中所遇到的解

剖结构和置入后的正确位置
４（３～４） ５（４～５） ａ

正确判断喉罩的通气功能和密封

功能
４（４～４） ５（４～５） ａ

可以完成喉罩置入，且成功率高 ４（３～４） ５（４～５） ａ

能做好喉罩麻醉的管理 ４（４～４） ５（４～５） ａ

能解决喉罩麻醉中遇到的问题和

并发症
３（３～４） ４（４～５） ａ

能用喉罩解决困难气道问题 ３（２～４） ４（４～５） ａ

　 　 注：与培训前比较，ａＰ＜０ ０１。

程多元化开发以及多途径在线培训模式的开发，从
而克服在线教学的瓶颈。 这些经验为探索继续医

学教育的在线技能培训模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与

思路。 同时本文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学员

培训前后理论测试和技能测试得分比较中试验设

计和实施条件不能完全做到严谨，缺少被培训者基

线比较；其次，喉罩管理水平的自我效能评估属于

主观评价指标，需要补充更多的客观指标以实现更

加精准的评价；最后，观察培训者的数量和人群范

围有限，尚需要在更大的样本量和更广泛的人群中

验证以体现教学效果的受众性。

参 考 文 献

［１］　 Ｙａｎｇ Ｄ， Ｄｅｎｇ ＸＭ， Ｘｕｅ ＦＳ， ｅｔ ａｌ． Ｈｏｗ ｔｏ ｉｎｉｔｉａｔ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ａｉｒｗａ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ｉｎ Ｍｅｄ Ｊ （ Ｅｎｇｌ ）， ２０１６， １２９ （ ４ ）：
４７２⁃４７７．

［２］ 　 秦敏． 医院在职医务人员继续教育现状及其对策研究． 中国

继续医学教育， ２０２１， １３（３２）： ７８⁃８２．

［３］ 　 Ｒｉｃｈｍｏｎｄ Ｈ， Ｃｏｐｓｅｙ Ｂ， Ｈａｌｌ ＡＭ， ｅｔ ａｌ．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ｏｎｌｉｎｅ ｖｅｒｓｕｓ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ｌｉｃｅｎｓｅ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 ｔｏ ｄｅｌｉｖｅｒ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ＢＭＣ Ｍｅｄ Ｅｄｕｃ， ２０１７， １７（１）： ２２７．

［４］ 　 樊迪， 曹倩， 翁超， 等． 后疫情时代医学生临床实践技能教

学的思考与探索． 卫生职业教育， ２０２１， ３９（２４）： １２⁃１３．
［５］ 　 Ｚｈａｎｇ Ｃ， Ｗａｎｇ Ｓ， Ｌｉ Ｈ， 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ａｎａ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ｏｇｙ ｄｅ⁃
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Ｌａｎｃｅｔ Ｒｅｇ Ｈｅａｌｔｈ Ｗｅｓｔ Ｐａｃ， ２０２１， １２ ∶ １００１６６．

［６］ 　 马武华， 王勇， 钟鸣， 等． 中国医疗机构困难气道的调查与

分析． 临床麻醉学杂志， ２０２０， ３６（４）： ３７６⁃３８０．
［７］ 　 Ｍｉｔｊà Ｏ， Ｃｏｒｂａｃｈｏ⁃Ｍｏｎｎé Ｍ， Ｕｂａｌｓ Ｍ， ｅｔ ａｌ． Ａ ｃｌｕｓｔｅｒ⁃ｒａｎｄｏｍ⁃

ｉｚ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ｘｙｃｈｌｏｒｏｑｕｉｎｅ ｆｏｒ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Ｎ
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 ２０２１， ３８４（５）： ４１７⁃４２７．

［８］ 　 杨冬， 孙忠朋， 邓晓明， 等． 如何开展规范化困难气道管理

培训． 临床麻醉学杂志， ２０１７， ３３（９）： ９３４⁃９３６．
［９］ 　 Ｒｅｗｅｒｓ Ｍ， ｓｔｅｒｇａａｒｄ Ｄ．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ａｉｒｗａ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ｒ ａｎａｅｓｔｈｅｓｉａ ｔｒａｉ⁃
ｎｅｅｓ． Ｅｕｒ Ｊ Ａｎａ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 ２０２１， ３８（２）： １３８⁃１４５．

［１０］ 　 Ｈｅ Ｍ， Ｔａｎｇ ＸＱ， Ｚｈａｎｇ ＨＮ， ｅｔ ａｌ． Ｒｅｍｏｔ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ｙ ｉｎｔｅｒｎｓｈｉｐ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ｐａｎ⁃
ｄｅｍｉｃ． Ｍｅｄ Ｅｄｕｃ Ｏｎｌｉｎｅ， ２０２１， ２６（１）： １８９９６４２．

［１１］ 　 顾锋， 戚文秀， 孟畅， 等．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期间北京大学

本科生对其在线学习效果的评价． 中华医学教育杂志，
２０２０， ４０（９）： ７２６⁃７３０．

［１２］ 　 Ｃｈｅｎ Ｔ， Ｐｅｎｇ Ｌ， Ｙｉｎ Ｘ， 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ｕｓｅｒ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ｏｎｌｉｎ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ｐａｎ⁃
ｄｅｍ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Ｂａｓｅｌ）， ２０２０， ８（３）： ２００．

［１３］ 　 Ｌｕｎｄ Ｓ， Ｃｏｏｋ ＤＡ， Ｓｈａｉｋｈ Ｎ， ｅｔ ａｌ． Ｖｉｄｅｏ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ｗｉｔｈ ｅｒｒｏｒ⁃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ｒ ｃｏｒｒｅｃｔ⁃ｆｏｃｕｓｅｄ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ｉｎ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ｓｋｉｌｌｓ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Ｓｕｒｇｅｒｙ， ２０２２， １７２ （ ５ ）：
１３４６⁃１３５１．

［１４］ 　 Ｆｕ Ｄ， Ｌｉ Ｗ， Ｌｉ Ｗ，ｅｔ ａｌ．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ｓｋｉｌｌ ｆｏｒ ｔｒａｃｈｅａｌ ｉｎｔｕｂａ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ｓｔｙｌｅｔ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ｅｍｏｔ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ａ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ＢＭＣ Ｍｅｄ Ｅｄｕｃ， ２０２２， ２２（１）： ６６８．

［１５］ 　 Ｋｉｍ Ｓ， Ｃｈｏｉ Ｓ， Ｓｅｏ Ｍ， ｅｔ 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ａ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 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ｏｒ ｎｕｒｓ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ＤＤＩＥ Ｍｏｄｅｌ． Ｒｅ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Ｎｕｒｓ Ｐｒａｃｔ， ２０２０， ３４（３）： ２０５⁃２２２．

［１６］ 　 Ｅａｎｓｏｒ Ｐ， Ｎｏｒｒｉｓ ＭＥ， ＤＳｏｕｚａ ＬＡ， ｅｔ 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ｍｐｌｅ⁃
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ｏｆ ａｎ ｏｎｌｉｎｅ ａｎａｔｏｍｙ
ａｎｄ 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 ｃｏｎｔｏｕｒｉｎｇ ｂｏｏｔｃａｍｐ ｉｎ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ｏｎｃｏｌｏｇｙ． Ｊ Ｍｅｄ
Ｅｄｕｃ Ｃｕｒｒｉｃ Ｄｅｖ， ２０２１， ８： ２３８２１２０５２１１０３７７５６．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 ０７ ２７）

·６３４· 临床麻醉学杂志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第 ４０ 卷第 ４ 期　 Ｊ Ｃｌｉｎ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４，Ｖｏｌ．４０，Ｎｏ．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