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55 -

科普专栏护理前沿 2024 年第 6卷第 12 期

（上接第 154 页）

但一定要切记的是这类鼻腔粘膜减充血剂只能偶尔在鼻塞严

重时偶尔的使用，绝对不可以长期使用。连续使用一周的话

非常容易引起药物性鼻炎，导致永久性的鼻塞，后果非常严重。

最后就是脱敏治疗了，脱敏治疗是现在唯一一种针对病因的

治疗手段，目前主要有两种治疗方案，一般都需要三年的治

疗时间，以治疗尘螨为变应原的过敏性鼻炎患者的效果为最

佳，可以治疗中重度的病情。两种治疗方案各有利弊，第一

种是皮下脱敏治疗，一般适用于 5 岁以上的儿童及成人。这

种治疗方案非常灵活，可以通过患者自身条件来调节治疗方

案，很适合自身拥有多种变应原的患者，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

在治疗过程中很可能会出现严重的过敏反应，导致全身皮疹、

难以呼吸、甚至导致休克，所以这种方案都是在医院进行的。

第二是舌下脱敏治疗，3 岁以上的人都可以使用。这种方案是

在舌下含住滴剂或者片剂，口服治疗。优点是操作很简单，

过程也很安全。但国内目前只有一种产品，不能够灵活根据

个别患者病情去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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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教育领域迎来了新的争论焦点：

该给护理教育打上“科技范”，还是保持“课堂传统”？线

上教学与线下教学在这场辩论中各自展示出其独特的魅力和

局限性，让我们一起看看这场辩论的精彩角逐。

线上教学犹如护理教育界的一只“高科技机甲”，以其

便捷性和高效性受到广大学子的青睐。谁不喜欢在家里穿着

睡衣喝着咖啡就能听讲呢？线上课程赋予了更多的自由度，

它消除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让来自四面八方的学生都能在

屏幕前共享同一堂课。而且，课件录像方便学生随时回顾，

不怕错过任何一个知识点。不论是突如其来的疫情封锁，还

是考前的“抱佛脚”，线上教学都成了不可或缺的助手。

然而，数字教育的优势也成了它的“阿喀琉斯之踵”。

当讲师在屏幕前侃侃而谈时，他们往往不得不自觉地保持一

种“大众化”风格，避免触及那些“行业机密”或者深度敏

感的问题。毕竟，网络这东西，传输快，暴露更快。那些需

要在封闭课堂中进行的深入探讨和问题分析，大多需要线下

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而对于护理这样一个与生命健康息息

相关的领域，过于依赖线上教育，可能导致学生对实际操作

和情境模拟的理解不够深入。

反观线下教学，尽管它需要环保不那么友好的纸笔和沉

重的书包，但它提供了一个实时互动和手把手教学的场景。课

堂上那种面对面的交流、讨论和辩论，可以让学生在知识和

技能的海洋中“摸着石头过河”。在教授护理技术，特别是

一些高风险、高难度操作时，线下教学的实践性显得尤为重要。

师生之间的即时反馈、课堂“演练”、同学间的合作和彼此

的直观指导，都为护理实践提供了一种无可替代的亲历感。

当然，线下教学也不是没有它的“短板”。对某些学生而言，

固定的时间安排和教室环境可能让他们倍感压力，尤其是当

通勤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时，这种不便可能使他们学习效率

下降。再加上更多的场地、设施需求，线下教育的成本有时

也让人望而却步。

既然如此，线上和线下教育在护理教学中的角色就如同

一枚硬币的两面，各有千秋。对于大众化的课程，线上平台

不仅节省资源，还能促进更广泛的交流和沟通。而那些需要

深度互动、情景模拟或更为私密探讨的内容则更适合通过线

下方式进行。

在这场线上与线下教学的辩论中，存在着一些误解，经

常让人对两者的有效性产生偏差的认知。其中一个常见的误

解是：线上教学可以完全替代线下教学，无需再进行面对面

的学习。然而，这种观点忽视了护理教学的特殊性，毕竟护

理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还有大量实践技能的训练。没

有真实环境中的实际操作，仅靠视频和网络模拟难以达到教

育的整体目标，尤其在培养学生临床反应能力和应急处理技

巧方面，线下的实践教学几乎不可替代。

另外一个误解是认为线下教学落伍，不够现代化，因此

其效果必然不如线上教学。事实上，线下教学强调的是互动

性和实践性，这些元素在培养学生的专业判断力和动手能力

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培养团队合作、医患沟

通等软技能方面，线下教学的价值仍然举足轻重。现代化并

不是否定传统的借口，而应该是对教学手段的丰富和提升。

还有一种错误观点是，线上教学会大大降低教学质量，

因为没有面对面监督。虽然线上教学确实存在监督难度，但

如果课程设计得当、学习氛围营造合理，并结合现代学习平

台的技术支持，如实时反馈、互动讨论区等，其教学质量不

一定逊色于线下课程。关键在于如何利用科技手段来增强学

生的主动学习能力和课堂参与度。

认识到这些误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线上和线下

教学的定位及相辅相成的价值。两者并不处于对立面，而是

形成互补，用于满足不同课程内容和教育目标的需求。通过

结合两者的优点，护理教育将能够更灵活地适应时代的发展，

在满足多样化学习需求的同时，确保教学的深度和广度。正

是这种灵活适应和扬长避短的策略，才是护理教育持续进步

的现实途径。

未来的护理教学，应在保留传统优秀的基础上，充分利

用科技的便利，让两者在教学中实现“1+1>2”。学生和老师

都可以根据课程特点和实际需要，在这两种方式中灵活切换，

从容驾驭。就像一场关于教育理念的交响乐，每一个音符都

必不可少，每一种方式都是推动未来护理教育发展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