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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山区基层医院 3D 打印技术在骨科护理教学创新的实践与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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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在山区基层医院骨科护理教学中开展 3D 打印技术的创新实践以及应用效果。方法 随机

选取 2023 年 5 月-2025 年 2 月在我院骨科新入科的 60 名护理实习生作为实验组，另选取 2021 年 5 月-2023 年 3
月期间骨科护理实习生 60 名作为对照组。对照组接受传统教学模式，实验组添加 3D 打印技术，对比两组教学效

果。结果 实验组的护理教学质量以及实习生的学习主动性与对照组相比均提升，实习生对骨科护理理论知识的

掌握水平、临床技能操作、风险辨识能力、沟通与问题解决技巧以及应急反应能力考核评分均高于对照组，最终

获得的护理教学满意度也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在山区基层医院骨科护理教学中实施 3D 打印技

术，可增强实习生的学习兴趣，最终提升实习生的临床护理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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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plore the practice and application of 3D printing technology in orthopedic nursing teaching innovation 

in mountainous basic hospitals 

Fenjun Liu, Lifang Liu 

Yunhe County People's Hospital, Lishui, Zhejiang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innovative practice and application effect of 3D printing technology in orthopedic 
nursing teaching in primary hospitals in mountainous areas. Methods 60 nursing interns newly ad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in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23 to February 2025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another 60 orthopedics nursing interns from May 2021 to March 2023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dded 3D printing technology to compare the teaching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nursing teaching quality and learning initiative of 
the intern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both improved. The evaluation scores of the interns in orthopedic nursing 
theoretical knowledge, clinical skill operation, risk identification ability, communication and problem solving skills and 
emergency response ability were all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final nursing teaching satisfaction was 
also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3D printing 
technology in orthopedic nursing teaching in primary hospitals in mountainous areas can enhance the learning interest of 
interns and ultimately improve their comprehensive clinical nursing ability. 

【Keywords】Mountain basic hospital; Orthopedic nursing teaching; Nursing intern; 3D printing technology; Effect 
study 

 
山区基层医院骨科护理在人力资源、设备配置和

专业技术方面面临多重挑战。由于地理位置偏远，难以

吸引和保留专业人才，导致护理团队结构不合理。同时，

先进医疗设备不足，限制了护理教学和临床实践的开

展。此外，患者数量有限，缺乏大规模临床数据，影响

了护理技术的持续创新和提升[1-2]。为提高临床护理教

学质量，我院在护理实习生教学中开展了 3D 打印技术

教学模式，并将其与传统教学模式的效果进行了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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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见下文叙述： 
1 基础资料与教学方法 
1.1 基础资料 
在本研究中，实验组由 2023 年 5 月-2025 年 3 月

期间我院骨科新招募的 60 名护理实习生组成，而对照

组则包括 2021 年 5 月-2023 年 3 月期间骨科的 60 名护

理实习生。在实验组中，男性实习生有 3 名，女性实

习生有 57 名，年龄分布介于 18 至 21 岁，平均年龄为

19.50 岁，标准差为 1.40 岁。对照组的男性实习生有 2
名，女性实习生有 58 名，年龄范围在 18 至 22 岁之间，

平均年龄为 20.0 岁，标准差为 1.50 岁。通过统计分析，

两组实习生的基本资料（包括性别和年龄）均未显示出

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P 值大于 0.05），因此可以认为

两组具有可比性。 
1.2 教学方法 
对照组行传统教学模式，教学内容主要包括骨折

病人的基础护理、术后康复指导、功能锻炼方法等基本

知识。通过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相结合，学生能够掌握

骨折病人的护理流程、护理评估、并发症预防和处理等

关键技能，为今后在山区基层医院开展骨科护理工作

打下坚实基础。 
实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添加 3D 打印技术，1）定

制化骨骼模型：利用 3D 扫描和打印技术，制作个性化

骨骼模型，辅助实习护士学习解剖并提高手术操作技

能。2）手术方案可视化：通过 3D 打印展示手术路径

和器械布局，帮助护士理解手术流程，提升操作预见性。

3）损伤模拟训练：3D 打印骨折和关节置换模型，供实

习护士练习伤口处理和康复护理技能。4）临床案例教

学：将实际病例转化为 3D 模型，培养护士的临床思维

和决策能力。5）患者教育工具：为患者定制 3D 模型，

辅助病情和治疗方案的解释，提高患者依从性。6）教

学工具创新：开发 3D 打印教学工具，如骨骼连接件，

增强学习互动性。7）远程协作平台：建立远程协作平

台，让山区护士与专家进行虚拟手术演示和交流。8）
持续教育材料：制作系统化的 3D 打印教学材料，方便

护士自学和复习。9）评估与反馈：设计模拟病人反馈

系统，评估模拟操作效果。10）技术培训与交流：定期

举办 3D 打印技术培训，促进教学团队技术交流和合

作。 
1.3 观察指标 
1）本次评估由两位指导教师负责，对两组护理教

学质量、实习生的学习主动度、骨科护理理论知识的掌

握水平、临床技能操作、风险辨识能力、沟通与问题解

决技巧以及应急反应能力等多个维度进行综合评价。

每个评估项目的满分设定为 100 分，分数越高表示评

估结果越优。 
2）教学满意度评估：通过医院内部编制的调查问

卷对教学满意度进行量化分析。问卷内容涵盖对教学

服务的非常好、较好及一般等不同满意度等级。在计算

总体满意度时，将非常好和较好选项的答案合并，然后

以此合并结果除以总样本量，并乘以 100%，以百分比

形式呈现满意度指数。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5.0 统计软件对研究数据进行分析。对

于连续性变量，采用均值±标准差（ x ±s）的形式进

行描述性统计。数据分析过程中，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

方法；计数指标以 n（%）表示，并采用 χ²检验进行统

计学分析，若两组间的比较结果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

性，即 P 值小于 0.05，则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各项指标对比详情 
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的最终教学评估结果显示，

护理教学质量和学习主动性均显著提升；护理实习生

的护理理论知识掌握程度、临床技能操作、风险识别、

沟通及问题解决以及应急处理能力考核评分结果均占

据优势，（P<0.05）。详见表格 1。 

表 1  两组各指标考核结果对比详情（n， x ±s、分） 

组别 例数 护理教学质量 学习主动性 护理理论知识 临床技巧操作 风险辨识能力 沟通与问题解决技巧 应急处理能力 综合考核成绩 

实验组 60 90.50±6.30 93.60±6.40 92.30±7.90 93.50±2.90 86.30±2.40 91.60±6.50 93.60±6.40 84.78±5.20 

对照组 60 85.80±6.10 88.70±5.80 86.60±6.50 87.70±2.50 80.80±1.80 87.50±6.20 88.70±5.80 75.36±4.30 

t 值  4.1515 4.3944 4.3157 11.7337 14.2009 3.5354 4.3944 10.8137 

P 值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1 0.0006 0.0001 0.0001 

 
2.2 两组实习生的教学满意度调查结果 
记录结果显示，实验组实习生对此次教学满意度

达到 100.00%（60/60）例，其中包括非常满意 40 例、

基本满意 20 例，不满意 0 例；而对照组实习生对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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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的满意度仅有 53.33%（32/60）例，其中包括非常

满意 20 例，基本满意 12 例，不满意达到 28 例，两组

最终结果对比显示实验组的满意度更高，数据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χ²=33.9596，P=0.0001）。 
3 讨论 
山区基层医院骨科护理对山区居民健康至关重要，

但面临资源匮乏、技术滞后、人才短缺等多重挑战。护

理工作量重，培训不足，影响护理质量。信息化程度低，

缺乏与上级医院的协作，限制了教学创新。师资力量薄

弱、设备落后、实践机会有限，加上地理限制，难以引

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患者流动性大，教学缺乏连续性，

信息系统滞后，数据追踪困难，决策科学性受影响。资

金限制也阻碍了继续教育和人员进修，形成复杂的教

学困境，亟需创新策略和外部支持来解决[3-4]。山区基

层医院在骨科护理教学中，传统方法存在诸多不足。首

先，理论与实践脱节，学生难以将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

相结合；其次，教学资源有限，难以满足多样化教学需

求；再者，教学方法单一，缺乏创新性和互动性，影响

学生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此外，教学评价体系不完善，

难以全面评估学生能力[5-6]。为进一步提高临床骨科护

理教学质量，我科在传统护理基础上添加了 3D 打印技

术，且最终取得了更加理想的教学效果。在骨科护理教

学中引入 3D 打印技术，旨在贯彻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

理念，强调实践与理论相结合。通过模拟真实手术场景，

提升学生对复杂病例的直观理解，培养其动手操作能

力和创新思维。同时，强调个性化学习，满足不同学生

的学习需求，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主学习能力。在

山区基层医院骨科护理教学中，引入 3D 打印技术带来

了显著的教学创新和优势。通过个性化定制教学模型，

如骨折部位和关节结构的 3D 打印模型，学生能够获得

直观、具体的学习资源，同时模拟真实操作环境，提升

实践技能[7-8]。这种互动式教学工具不仅增强了学习的

参与感和兴趣，还促进了护理学科与其他学科的融合。

3D 打印技术不仅提高了教学质量，还通过降低教学成

本和提升教学效率，适应性强地满足了不同层次学生

的学习需求。此外，它还促进了学生的创新思维，改善

了学习体验，并有助于提升整体医疗水平，为当地患者

提供更优质的护理服务[9-10]。 
综上所述，3D 打印技术在护理教学中扮演着关键

角色，其作用和优势显著。首先，它能提供真实感强的

骨科模型，让学生在模拟环境中练习操作，提升技能。

其次，个性化定制模型满足不同教学需求，增强学习效

果。此外，技术更新迅速，紧跟临床发展，有助于学生

掌握最新知识。最后，3D 打印技术降低教学成本，提

高教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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