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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学教学·
角色扮演在《人际沟通》实验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李 丹 1 王冬冬 1 刘亚男 2 王 哲 2 贾姗姗 1

(1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6；2 黑龙江省医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摘要 目的：探讨角色扮演在《人际沟通》课程实验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择 243 名护理本科学生，在《人际沟通》实验课部分

应用角色扮演，通过课前准备、角色扮演、角色分析、成绩评价、学生态度调查等分析其在本门课程实验教学中应用的可行性。结

果：学生参与积极性均较高，能够认真完成角色、自评和互评，加深了对理论知识的印象和理解，利于本门课程的学习。结论：通过

角色扮演的方法，可以加深学生们对理论知识的印象和理解，利于本门课程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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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院管理学会维权协会的调查表明，当前 49.5%的医

疗纠纷是因为服务态度不好造成的，美国劳工部在制定 21 世

纪人才素质标准时，把沟通能力摆在诸多能力要素的首位[1]，对

护生人际沟通能力的培养已成为护理专业教学工作的迫切任

务。人际沟通是技能型、实践性较强的一门课程，而按一般传统

的方法安排临床见习，效果也并不好[2]。角色扮演是美国精神病

学家 Moreno 于 1960 年所创建的一种社会心理技术，就是使人

暂置于他人的社会位置，并按这一位置所要求的方式和态度行

事，以增进对他人社会角色及自身的理解，从而学会更有效地

履行自己的角色[3]。笔者在某医科大学 2 个年级 243 名护理本

科学生人际沟通实验课教学中应用了角色扮演教学法，现将方

法和效果介绍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

选取某医科大学 2005 级、2006 级护理本科学生 243 名，

其中女生 226 人，男生 17 人；《人际沟通》课程设置在第三学

期，实验课共 XX 学时，每节课均由临床经验丰富的教师 2 名

带教。
1.2 方法

理论课后学生利用一周时间进行社会调查，了解目前临床

上护理工作关系沟通中的主要问题与典型案例，编写脚本，在

实验课上进行角色扮演。通过学生自评、互评和教师评价得出

本次实验课的成绩，满分 10 分（本门课程实验课总成绩为 50
分、占本课程最终考核成绩的 50%）。

评价表为自行设计，包括九个条目：①扮演出院病人、病人

亲属、护士、护士长、医生等相关角色；②表现出患者角色行为

适应不良的类型；③表现出护患关系的分期、类型；④表现出护

患关系的影响因素；⑤表现出护士在促进护患关系中的作用;
⑥表现出护士在医患关系的协调作用；⑦表现出护士长在护患

纠纷中的作用；⑧表现出护士与病人亲属间的协调作用；⑨表

现出护士对患者的人文关怀。
评价等级分为非常好、好、一般、不好、非常不好五个等级，

除第九条外，每一部分内容最高等级（非常好）均为 1 分，每个

等级之间差值 0.2 分，最低等级（非常不好）为 0.2 分；第九条最

高等级（非常好）为 2 分，每个等级之间差值为 0.4 分，最低等

级（非常不好）为 0.4 分。
本门课程全部考核结束公布成绩后，按照等距抽样法抽取

61 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学生对该课程实验教学方法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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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该问卷由研究者自行设计，共包括 7 个条目，评分分为 5 个

等级。问卷统一发放、统一收回，回收率 100%，均为有效问卷。

2 结果

两个年级 243 名学生中，有 1 组（7 名）学生没有按照要求

参加社会调查，自己杜撰脚本和角色，从扮演情况看其表现明

显脱离实际；其余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均较高，扮演中能够认真

完成角色，较好地按照评价标准完成自评和互评，实现教学目

标。从本次实验课评价得分看，平均分值为 8.82±0.72，其中第

一部分均得满分，第二部分得分偏低（平均 0.62 分），第三部平

均得分 0.92 分，第四部分平均得分 0.88 分，第五部分平均得分

0.88 分，第六部分平均得分为 0.90 分，第七部分平均得分 0.86
分，第八部分平均得分为 0.92 分，第九部分平均得分为 1.84
分。学生对该实验教学方法的态度见表 1。

表 1 学生对该章节实验教学方法的态度调查统计（n=61）人（%）

Table 1 The survey statistics of the students' attitude to the experimental teaching of this chapter (n = 61) (%)

调查项目

The check of the head
非常同意

Very agreed to
同意

Agreed to
无所谓

Doesn't matter
不同意

Don't agree with
非常不同意

Very don't agree with

教师以角色扮演形式组织本章节的实验课

学习本章节后应该获得人际交往能力

角色扮演应以课后社会调查案例为原型编写脚本

角色扮演法有利于本门课程的学习

此种平时考核的方法比较轻松

实验课后自己的沟通水平明显提高

该章节实验课占本门课程最终考核成绩的 1/10

17（28%）

22（36%）

2（3%）

5（8%）

1（2%）

2（3%）

2（3%）

36（59%）

36（59%）

25（57%）

44（72%）

7（11%）

11（18%）

31（51%）

7（11%）

3（5%）

23（38%）

7（17%）

24（39%）

31（51%）

9（15%）

1（2%）

0（0%）

10（16%）

5（8%）

29（48%）

16（26%）

19（31%）

0（0%）

0（0%）

1（2%）

0（0%）

0（0%）

1（2%）

0（0%）

3 讨论

在当前的护理教育中，护理教育者采用了多种发展学生自

主性学习、个性化学习的教学模式，如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
个案学习、概念图形成等。但是，由于这些教学模式无法体现知

识的系统性和全面性，削弱了学生对学科体系的总体理解和掌

握，在护理教学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局限性。因此，需要不断引入

新的护理教学模式并不断完善，以满足护理学科教学发展的需

求。
3.1 应强调学生角色扮演前深入临床

学会人际沟通的相关知识和技巧是当代护士职业素质的重

要内容，提前一周布置实验教学任务，目的是给学生充分的准

备时间，使之更好的进入角色[4]。从本研究中未按照要求参加课

前社会调查的学生情况看，其表演明显脱离实际。由此，强调学

生在实验课前深入临床、了解护理工作中人际关系沟通的真实

案例，使得角色设计更加贴近专业，教学过程更加生动，教学内

容更加丰富，以此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角色扮

演教学模式能够使学生从被动的受教育者变为主动的学习者。
学生通过课前广泛、深入的自学初步掌握了教学内容，加深了

对知识的理解程度，增强了对知识的实际应用能力，不仅激发

了学生的自主性与积极性，也提高了教学效果。
3.2 注重学生对角色的认识与分析

角色扮演应紧密联系教学内容，不要为演而演[5]。在脚本撰

写和扮演后分层进行分析，经过自评、互评来加深学生对理论

知识的印象，强调学生从实际情况中寻找和印证理论知识，避

免因过于注重“表演”的形式与效果，而忽略沟通技巧、沟通方

法等理论知识的恰当与适时应用等问题[6]。另外，角色扮演学习

模式使学生置于多种观点与思想中，有利于学生在讨论中学习

他人良好的思维方式与观点，为学生创造了一个互教互学的良

好氛围。
3.3 教学中应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

许多研究认为在教学中教师要把握好课堂节奏，调节好现

场气氛，扣紧主题，避免冷场与跑题，适时引导学生表达思想和

感受，启发学生思考问题，当学生发言不一致时，要引导他们研

究分析分歧所在，以明辨是非；当学生发言很肤浅时，要引导他

们深入；当学生发言分散时，要引导他们扣题集中。角色扮演

后，教师做好概括总结，重点是归纳对问题的主要见解，表扬认

真听讲积极发言的学生，鼓励不同见解的阐述，对学生创造性

见解和独特的论证给与恰当的评价和鼓励。缩短训练内容和现

实生活的距离，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和改变他们的处世态度，

使其发现、理解、体会自身价值，提高他们对于护士职业的自我

认同，强化爱患观念[7]。
3.4 角色扮演在《人际沟通》课程实验教学中的应用局限

如同既往的教学模式一样，角色扮演模式也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首先，要求小组搭配尽量均衡。如搭配不当，将造成组与

组之间成绩相差很大，会影响后续的角色扮演教学的开展。因

而，需要对学生有很好的了解。其次，课前需要充分调动学生的

积极性。由于本研究部分学生未对课前准备的重要性引起足够

重视，课前准备不充分，影响了测试的质量。此外，角色扮演对

教师的要求较高，需要教师课前投入足够的时间与精力去准备

高质量的预习，在小组中作出合理引导。
3.5 角色扮演教学模式提升了学生多方面能力，受到普遍认可

角色扮演教学模式的应用不仅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

学习效果，而且还有利于提高其自学能力、对知识的理解与应

用能力、人际沟通能力等。学生的自习效果直接关系到预习认

定的成绩与表现，因此，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对于促进学习自

学能力的提高有显著作用。同时，相比于传统教学模式，学生在

角色扮演教学模式中经过课前准备、及小组讲座的学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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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学知识会不断得到强化与深入，最终使学生对教学内容的

记忆、理解及应用能力提高。小组学习中，学生还必须学会应用

恰当的沟通方式与他人沟通。在此过程中，学生的人际沟通能

力、协调能力、理解力、等多方面得到了提升。
3.6 应认真分析评价结果，提高教学质量

从对学生调查的情况看，有总计 87%的学生赞同教师以角

色扮演形式来进行本章节的实验课，有 80%的学生认为角色扮

演有利于本门课程的学习，这与丁晓萍[8]的研究相一致。从学生

实验课成绩结果看，第二部分内容“表现出患者角色行为适应

不良的类型”平均分只有 0.62 分，分析其原因为理论知识比较

抽象，学生在表演中容易将四种类型（角色行为强化 / 角色行

为阙如 / 角色行为冲突 / 角色行为消退）相互混淆，以至于在自

评、互评中，不能正确认证。因此，笔者认为在理论授课中应重

点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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