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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雨课堂直播的翻转互动教学在精神科护理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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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基于雨课堂直播的翻转互动教学在精神科护理学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利用Ocam录屏软件录制教学课件,
通过微信群课前发布给39名护理大专二年级学生预习,课中利用智慧教学网络平台雨课堂对课程重点难点进行在线视频直播授

课加弹幕及微信群进 行 沟 通,课 后 利 用 微 信 群 进 行 知 识 巩 固 及 答 疑。结果
 

学 生 精 神 科 护 理 学 课 程 期 末 理 论 考 核 平 均 成 绩

(68.69±8.76)分,及格率84.6%。每 个 微 课 视 频 平 均 观 看 时 长1~20(16.97±1.71)min;每 个 微 视 频 平 均 点 击 量42~218
(123.87±30.93)次,每节课平 均 弹 幕 参 与75~260(153.67±45.30)条;学 生 对 教 学 效 果、知 识 掌 握 及 学 习 形 式 的 满 意 率 为

82.0%~97.4%。结论
 

基于雨课堂直播的翻转互动教学有利于提高精神科护理学教学效果及学生线上教学参与度,从而提高学

生对教学的满意度。
关键词:精神科护理; 雨课堂; 翻转课堂; 线上教学; 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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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科护理学是护理专业学生的核心课程之一,
旨在使学生从生理-心理-社会三方面帮助精神病

患者恢复健康,以及保持健康人群的心理健康[1]。互

联网信息化的发展为教育现代化带来了改革的驱动

力,授课形式从既往的课堂面授发展到网络直播授课

或录课教学,各种现代化线上教学平台也应运而生,
如微课[2]、慕课[3]、小规模在线课程等[4],为学生提供

多种课堂学习途径。雨课堂作为智慧网络教学终端,
已成为较为成熟的在线教学平台工具[5]。翻转课堂

利用信息技术,重新规划课前、课中、课后的教学安

排,颠倒传统的师生角色[6],教师不仅是传授者,更是

学生学习过程的引导者。疫情期间学生居家隔离线

上教学,采用雨课堂直播可以最大限度还原线下课堂

教学效果,但学生的学习专注性不够。因此,笔者在

精神科护理学教学中采用基于雨课堂直播的翻转互

动教学模式,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导者,成为“老师”,
从而激发学生上课的积极性及提高专注度,取得了较

满意的效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20年2~6月,以我校2018级护

理专业三年制大专二年级39名学生为研究对象,男6
人,女33人;年龄20~23(20.67±1.08)岁。精神科

护理学为我校护理大专学生的专业必修课,共28学

时,其中理论课24学时,实践课4学时,1.5学分。该

课程主要介绍精神疾病的病因、症状、治疗、护理以及

不同类型精神疾病、儿童少年期精神障碍等9种类型

精神障碍的护理。原来由课堂面授加实践见习组成,
2020年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采用基于雨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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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的翻转互动线上教学,实践课则根据国家政策复

工复产复学后另行安排时间进行。
1.2 方法

1.2.1 组建教学团队 本次教学团队由5名教师

(副主任护师2人、主管护师3人)及1名信息化专业

人员组成。5名教师均具有5年以上精神科护理学

教学经验。课程负责人负责组建课程教学团队及教

学设计,对课程实施的各个环节进行监督,根据其余

4名教师专业方向分配课程,4名教师制作PPT初

稿,经教学团队集体校正及信息化专业人员美化后录

制课程授课视频。1名主管护师负责雨课堂上课平

台的管理及微信群运行管理。信息化专业人员负责

PPT
 

定稿美化、课程视频录制与剪辑,以及雨课堂运

营。
1.2.2 课程设计与录制视频 课程视频于2019年

12月底开始采用 Ocam录屏软件录制,后期由广州

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信息专业组人员于2021
年1月底加工而成。PPT制作、知识点讲解均由教

学团队负责,通过初稿制作、录屏、审核、修改,于
2020年2月在雨课堂正式上线。根据精神科护理

学章节的内容进行拆分,每节内容1~3个视频,每
个微课视频约20

 

min,该课程共20个视频。视频中

穿插“课中测试”,每个视频结束后还有讨论区互动、
布置测验题和作业题等环节,同时建立该课程的微

信群讨论,以充分调动学生的自主学习。整个课程

学生主导课堂50%的时间,教师讲解答疑50%时

间。
1.2.3 教学方法

   

采用基于雨课堂直播的翻转互动教学和微信群

讨论、答疑相结合的形式,以学生为中心,围绕教学大

纲实施多种形式教学,采用多种教学工具。
1.2.3.1 课前 提前1周通过微信群发送微课小视

频、PPT等资料,提醒学生预习即将要学习的章节内

容及学习重难点,要求学生自主学习,并布置每组学

生的课堂任务。学生自学过程中遇到疑难点可通过

微信群在线提问,教师在微信班群中引导思考。引

导、鼓励学生提问,自己查找资料解决问题,跳出学生

问老师答的旧模式,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
1.2.3.2 课中 包括5个模块:①开放“雨课堂”,利
用“雨课堂”直播帮助学生建立知识框架,针对学生课

前预习时遇到的重难点问题,进行针对性讲解,帮助

学生把握全局,重点突出,难点讲清讲透。②开启弹

幕及穿插随堂小测验,通过弹幕方式供学生们在答疑

中畅所欲言,调动课堂气氛,促进学生与老师深入探

讨;同时穿插随堂小测验了解学生课堂学习效果。③
实施翻转课堂,把课堂交还给学生,由学生充当课堂

的“教师”,供学生自由讨论并对课前所布置的任务讲

解汇报,在讲解过程中,教师可适当引导学生自主纠

错,学生亦可向老师提出问题。④引入临床案例,教

师通过循序渐进的临床精神病案例情境引导,必要时

引入电视剧或电影中的场景,如《机械师》电影角色的

精神分裂相关行为片段等,引导学生思考,教师可在

课中设置试题线上推送至学生手机端,以检验学生的

学习效果。⑤联合辅助教学,通过视频介绍精神科病

房环境,还原精神科病房的住院环境真实场景,讲解

精神科患者护理的特殊性,如隔离病房的特殊性、患
者日常用品使用的安全性,避免患者产生自残或伤他

行为的安全设置等。课中该阶段是通过“展示-质

疑-阐释一体化”的模式进行师生讨论,增进课堂效

果。此外,为了最大限度降低因时空及相关设备的限

制对课堂质量的影响,如因信号中断导致信息传达或

接收不完整,师生可通过微信群实时互动、及时反馈

并补充,以保证教学有序进行。
1.2.3.3 课后 课后学生可在雨课堂回放微视频巩

固所学的内容,同时可收集自己的错题集及未掌握的

重点难点,及时反馈错的原因及未掌握的原因,和同

学在微信群讨论,也可邀请老师答疑,不断巩固课堂

知识;教师通过微信群答疑及引导讨论情况及时跟踪

学生的学习效果,动态把握学生的学习情况,以及时

调整上课进度。最后,教师可通过微信群发布本节课

的课后作业及下节课微视频以及重点难点等内容,并
督促学生独立完成及自主学习,并统计每个微视频观

看时长、点击量及弹幕参与时长。
1.3 评价方法 ①课程综合成绩。课程综合成绩=
课中测验(10%)+课后作业(10%)+课堂翻转汇报

(20%)+期末理论考核(60%),综合成绩及各项满分

均为100分。②学生参与教学情况。包括学生观看

直播微课时长(min)、每个微视频平均点击量(次)、平
均弹幕参与条数。③教学满意度。课程结束后采用

自行设计的问卷评价学生对基于雨课堂直播的翻转

互动教学的满意度,包括学习效果、知识掌握、学习形

式3个方面。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5.0软件进行统计描

述、χ2 检验及t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课程综合成绩 2018级39名学生精神科护理

学综合成绩平均分(76.02±6.08),其中课中测验平

均分(91.15±9.02),课 后 作 业 平 均 分(81.56±
11.17),课堂翻转汇报平均分(74.82±10.22),期末

理论考核成绩(68.69±8.76),33名(84.6%)学生及

格。2017级130名学生期末理论考核成绩(64.12±
7.83),90(69.2%)名学生及格,2018级与2017级学

生期末理论考核成绩比较,t=-3.108,P=0.002;
及格率比较,χ2=3.584,P=0.058。
2.2 学生参与教学情况 39名学生观看每个微课

视频时长1~20(16.97±1.71)min;每个微视频平均

点击量42~218(123.87±30.93)次,每节课平均弹

幕参与75~260(153.67±45.30)条。

·75·护理学杂志2021年4月第36卷第8期



2.3 学生对基于雨课堂直播的翻转互动教学的满意

度 见表1。
表1 学生对基于雨课堂直播的翻转

互动教学的满意度
 

(n=39) 人(%)

项目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学习效果

 激发学习兴趣及积极性 37(94.9) 2(5.1) 0(0.0)
 调动自主学习能力 38(97.4) 1(2.6) 0(0.0)
 提高听课效率 35(89.7) 3(7.7) 1(2.6)
 提高解决问题能力 34(87.2) 3(7.7) 2(5.1)
 利于临床思维形成 32(82.0) 6(15.4) 1(2.6)
知识掌握

 知识点理解更透彻 33(84.6) 5(12.8) 1(2.6)
 利于重点难点掌握 33(84.6) 4(10.3) 2(5.1)
 个性化的总结和归纳 32(82.0) 7(18.0) 0(0.0)
学习形式

 学习灵活方便 35(89.7) 4(10.3) 0(0.0)
 利于重复学习 38(97.4) 1(2.6) 0(0.0)
 增强师生交流、学生互动 34(87.2) 3(7.7) 2(5.1)
 活跃课堂氛围 35(89.7) 3(7.7) 1(2.6)
 情景引入 36(92.3) 3(7.7) 0(0.0)

3 讨论

3.1 基于雨课堂直播的翻转互动教学有利于提高教

学效果 精神科护理学专业性强,学习内容较抽象,
涉及知识广泛,导致学生学习压力大[7],传统教学以

教师讲授为主,学生理论知识与实践脱节[8]。2020
年暴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学生线上上课专注度受到

影响。翻转课堂注重师生互动,体现学生的主体地

位,对提升学生课堂专注度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被
广泛应用于医学教育教学中。但线上翻转课堂教学

利用网络教学平台进行讨论和答疑解惑欠方便,且无

法有效统计教学数据,教师难于关注学生的学习状况

和诉求。雨课堂能提升师生课堂教学体验,增加师生

互动,使教学更为便捷[9],如方便推送教学资料,实时

追踪、量化、评价学生课堂内外的每个学习环节等。
可见,对于线上教学形式,雨课堂直播教学与翻转互

动教学有利于实现教学互补。李静平等[10]采用基于

雨课堂智慧教学工具的中药学翻转课堂教学新模式,
结果发现能提高课程教学质量。本研究也发现2018
级护理大专学生的精神科护理学期末理论考核成绩

显著高于2017级学生(P<0.01),表明基于雨课堂

直播的翻转互动教学有利于学生理解和掌握理论知

识,从而提高理论知识教学效果;但两级学生该门课

程理论考试及格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可能与

2018级学生人数较少有关。
3.2 基于雨课堂直播的翻转互动教学有助于提高线

上教学参与度及满意度 表1结果显示,2018级学

生对基于雨课堂直播的翻转互动教学的教学效果、知
识掌握、学习形式的满意率达82.0%~97.4%,表明

学生对这种线上教学模式满意。可能因为课前利用

雨课堂教学平台便捷将各类资料推送给学生提前预

习,课上实现实时答题、学生匿名弹幕互动,而翻转课

堂这种以学生为主导的教学更是充分燃起了学生与

学生及学生与老师的交流讨论积极性。此外,课堂中

结合案例或电影情境分析,突出精神科护理学的特

色,通过理论与实践联系,学生体验到精神科患者家

属的痛苦、困惑和处境,而不只是面对枯燥、难懂的精

神病症状和护理策略的描述文字[11],促进了学生的

参与度,提高其教学满意度。本研究发现,本门课程

学生每节课参与弹幕(153.67±45.30)条,其中最高

达260条,每个微视频平均点击量(123.87±30.93)
次,可见学生的参与度较高,也说明学生喜欢这种线

上教学模式。
4 小结

本研究基于雨课堂平台构建精神科护理学翻转

课堂教学模式,应用该教学模式结果显示取得了较好

的课程教学效果,学生对该教学模式满意,且能够积

极参与教学。但该模式教学工作量计算困难,在线开

放课程及微信群管理耗费教师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因此,如何提高该教学模式下教师的工作效率,更有

效地统计教师工作量,提高教师的积极性有待进一步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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