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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本科生翻转课堂教学中异质小组合作学习实践

黄菲,程利,柯玉叶,商丽

摘要:目的
 

探讨护理本科生翻转课堂教学中异质小组合作学习的实践效果。方法
 

便利抽样选取2017级护理本科4个班的学生,
按照班级随机抽签分为研究组59人和对照组58人。对照组在《健康评估》课程中采用传统教学方法,研究组按照上学期基础护

理考核成绩采取异质分组合作学习联合翻转课堂的教学方法。课程结束后比较两组教学效果。结果
 

两组实施教学后理论考核

和操作考核成绩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总分及计划与实施、自我管理维度得分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均P<0.01)。结论
 

异质小组合作学习联合翻转课堂教学,能促进护理本科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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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heterogeneous
 

group
 

cooperative
 

learning
 

in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for
 

undergraduate
 

nur-
sing

 

students.Methods
 

Four
 

classes
 

enrolled
 

in
 

2017
 

were
 

selected
 

through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
 

The
 

classes
 

were
 

random-
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of
 

58
 

students,
 

who
 

received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in
 

the
 

course
 

of
 

Health
 

Assessment,
 

and
 

an
 

intervention
 

group
 

of
 

59
 

students,
 

who
 

received
 

the
 

teaching
 

mode
 

of
 

cooperative
 

learning
 

combined
 

with
 

flipped
 

classroom
 

accor-
ding

 

to
 

the
 

heterogeneity
 

of
 

examination
 

grades
 

for
 

the
 

course
 

of
 

fundamentals
 

in
 

nursing.At
 

completion
 

of
 

the
 

course,
 

the
 

teaching
 

result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2
 

groups.Results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written
 

and
 

skill
 

exams
 

(P>0.05
 

for
 

both).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total
 

score
 

of
 

autonomous
 

lear-
ning

 

ability,
 

and
 

the
 

dimensional
 

scores
 

of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and
 

self-managem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inter-
vention

 

(P<0.01
 

for
 

all).Conclusion
  

Heterogeneous
 

group
 

cooperative
 

learning
 

combined
 

with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can
  

im-
prove

 

nursing
 

students'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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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逐步走进中国高校课堂并成

为近年来教育研究者关注的热点,国内关于高校翻转

课堂教学研究很多,但实际效果却不尽人意。学生自

主学习水平、教师专业水平、班级规模和教学资源等

因素均可影响翻转课堂教学效果[1],其中翻转课堂教

学效果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学习自主性[2],据了解

部分大学生课外自主学习积极性不高,课下准备度和

课堂参与度不一致,易造成翻转课堂教学效果参差不

齐。小组合作学习以沟通、交流、合作、评价、鼓励为

基础,侧重于小组内部互助与支持[3]。通过小组学

习,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自控能力、人际合作关系可以

得到锻炼和提升。目前小组合作学习模式多采用自

愿分组或同质分组,该种分组方式易造成好学生抱

团,差生与差生抱团,学生两级分化,影响学习积极

性。异质分组将不同特征学生随机搭配,形成各个实

力相当的不同组队[4]。已有教改研究表明,在体能

课、思政课程上采用异质分组学习可提高学生的参与

度及达到更佳教学效果[5-6]。2019年3~6月,本研究

将异质小组合作学习应用于护理本科生《健康评估》
课程的翻转课堂以探究其教学效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我校2017级4个护理本科班作为

研究对象,均为四年制全国统招本科生。按照抽签法

随机分组,1、2班为研究组,3、4班为对照组。研究组

59人,女49人,男10人;年龄18~22(19.86±0.88)
岁;上学期专业课程成绩(80.66±12.16)分。对照组

58人,女52人,男6人;年龄18~22(19.74±0.76)
岁;上学期专业课程成绩(80.19±16.08)分。两组性

别、年龄、上学期专业课程成绩比较,χ2=1.018、t=
0.808、t=0.179,均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2 方法

1.2.1 教学方法

本研究在大二第二学期《健康评估》[7]课程中开

展。两组学生授课学时相同,由同一组教师团队授

课。授课前进行4次集体备课。对照组按照传统课

堂授课方法,即课前教师告知学生预习内容,按照教

学大纲制作课件,课堂上以教师讲授为主,下课前总

结归纳当堂课程的重难点内容。研究组实施异质小

组合作学习教学方法,具体如下。
1.2.1.1 学生分组 参考上学期《基础护理学》期末

·1·护理学杂志2021年4月第36卷第7期



考试成绩,将学生按照成绩排序法(优秀、良好、合格)
进行异质随机分成16组,保证每组成员3~4人(优
秀1人、良好1~2人、合格1人)。具体操作方法:先
将1、2班学生成绩从高到低排序,排名前16名学生

划为优秀,排名最后16名学生划为合格,其余为良

好。将优秀学生按学号做成16个签,随机抽取第1
个签号学生为第1组,依次抽取直至抽到第16个签

号为第16组;合格成绩的16名学生以同样方法分入

已确定的16个组;将良好成绩学生按学号做成27个

签,以同样方法将16名学生分入已确定的16个组,
剩下的11名良好成绩学生抽取16个组号做成的16
个签号,随机抽取1个组别签号与前面抽中的学生签

号相匹配,直至将最后一名学生匹配到相应组别。每

8组为一个教学班级,由教学秘书排课时确保研究组

的翻转课堂同时授课。要求研究组学生给小组命名,
提出体现小组合作学习精神的组号。
1.2.1.2 翻转教学实施 ①翻转课程内容。以《健
康评估》[7]课程教材部分理论内容开展4次翻转课堂

教学。第1次翻转内容为恶心与呕吐、腹泻评估,2
学时;第2次为乳房检查,2学时;第3次为腹部检查

中视听诊,2学时;第4次为健康行为、角色与角色适

应不良评估,3学时。②课前学习阶段。教师授课前

1周通过班级学习群发放课前自主学习任务单,包括

达成目标、学习方法建议、学习资源参考、课堂学习形

式预告、学习内容及任务、困惑与建议等内容,明确各

小组需要完成的学习任务。如第1次翻转课堂小组

学习任务如下:a.结合问诊方法与技巧收集1份真实

病例,需至少包括一般资料、主诉、现病史和既往史

(1、2组完成恶心与呕吐,5、6组完成腹泻)。b.通过

查阅资料,列举某2种疾病中出现该症状的原因和特

点(3、4组完成恶心与呕吐,7、8组完成腹泻);完成症

状问诊要点的思维导图(1~8组均需完成)。c.教师

授课前1
 

d收集学生课前学习阶段的问题,整理后做

好授课笔记,同时收集各小组任务上传至学习群。③
课堂学习阶段。授课前10

 

min教师针对课前答疑讲

授,然后组织学生按照课前任务单分配的小组任务进

行学生小讲课、病史汇报、角色扮演等展示活动,教师

再引导学生进行同伴间交流讨论,最后教师根据任务

展示及讨论结果进行总结。④小组活动评价阶段。
采用组间+组内+教师评价,课堂结束后学生对展示

小组进行组间评价,同时组织学生对各自小组内部成

员关于本次任务的合作度和贡献度进行组内互评,课
后教师对所有小组上交的任务成果(课件或思维导图

或文档资料)进行评价,以此督促和保证小组合作学

习效果和积极性。
1.2.2 评价方法

1.2.2.1 课程考核 理论考核:两组学生结课后采

用同一份试卷同时进行闭卷考试,时长2
 

h,满分100
分。操作考核:两组均采用抽签方式抽取操作项目进

行现场操作考核,满分100分,考核范围、内容一致。
1.2.2.2 护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测评 采用护理学

生自主学习能力量表评价,包括学习动机(6个条

目)、计划和实施(6个条目)、自我管理(4个条目)、人
际沟通(4个条目)4个维度,共20个条目。各条目采

用Likert
 

5级计分法,从“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
分别计1~5分,总分20~100分,得分越高表示自主

学习 能 力 越 强[8]。总 量 表 Cronbach's
 

α 系 数 为

0.916。量表各维度计算标准化得分[9]。教学前及完

成教学后由课题组成员以班级为单位发放问卷,发放

前告知学生调查目的及注意事项,并强调问卷结果不

纳入考核,如实填写即可。研究组和对照组各59人、
58人完成全部教学、考核和评价。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2.0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行t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两组学生考核成绩比较 见表1。
表1 两组学生考核成绩比较 分,x±s

组别 人数 理论考核 操作考核

对照组 58 74.71±8.46 77.32±12.24
研究组 59 76.45±7.75 79.84±11.84

t 1.133 1.157
P 0.260 0.250

2.2 实施教学后两组自主学习能力得分比较 见表

2。

表2 实施教学后两组自主学习能力得分比较 分,x±s

组别 人数 学习动机 计划与实施 自我管理 人际沟通 自主学习能力

对照组 58 64.08±10.64 57.76±10.63 59.91±11.17 63.58±12.62 245.33±38.20
研究组 59 67.09±11.70 63.28±10.34 65.89±9.52 67.69±10.52 263.95±34.81

t 1.455 2.847 3.116 1.914 2.756
P 0.148 0.005 0.002 0.058 0.007

3 讨论

3.1 异质小组合作学习联合翻转课堂对学生课程成

绩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异质小组合作学习联合

翻转课堂并未提高护理学生的《健康评估》课程的理

论考核和操作考核成绩。翻转课堂对于提高学生成

绩的作用尚存争议,部分研究认为翻转课堂可提高学

生成绩[10-11],还有部分研究认为翻转课堂对提高学生

成绩方面无作用[12-14]。有研究认为并不是所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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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内容适用于翻转课堂[15],翻转课堂强调知识的碎

片化处理,各个知识点的教学视频时长较短,一定程

度上可能弱化了理论课程的系统性和衔接性;其次,
课堂上教师针对学生提问进行回答,有可能造成教师

跟随学生节奏进行授课,在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忽略

教学计划和目标的完成。以上原因均有可能影响翻

转课堂的效率,从而引起学生掌握知识点与考核知识

点之间存在一定差距。本次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学

生考核成绩略高于对照组,但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均P>0.05),即翻转课堂对提高学生的理论

考核和操作考核成绩效果不显著,除了可能存在以上

原因外,还可能与此次翻转课程次数和学时较少有

关。提示今后教学中选择和增加翻转内容时需分析

考量,选择难度适中的内容,设计翻转课堂活动和课

堂计划时要明确教学目标,也要明确教师的角色,是
学生和课堂的组织者及管理者。
3.2 异质小组合作学习联合翻转课堂对学生自主学

习能力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实施教学后研究组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及计划与实施、自我管理得分显

著优于对照组(均P<0.01)。说明该教学模式可显

著改善学生课前自主学习效率低和课堂合作学习流

于形式的问题,相比较同质小组而言,异质小组合作

能创造出更佳的自主学习氛围[16]。将学生按照成绩

高中低匹配后随机分组,保证小组成员异质性和小组

间的同质性,能形成小组内部组员相互帮助监督,完
成翻转课堂前的自主学习,小组内部任务的划分能清

晰明确的落实到每个组员,成绩稍差的组员在小组讨

论过程中可以请教成绩稍好的学生,了解他们的学习

方法和思维方法,增加成绩稍差和稍好学生之间沟通

交流的机会。通过对部分组员访谈得知,有学生认为

身处这样一个团队中,自己不努力会担心被其他同学

“嫌弃”,尤其是成绩不好的学生更会为每次任务做最

充足的准备,尽量不拖团队的“后腿”,看到成绩比自

己好的学生都在认真学习,自己更是要做好个人学习

计划、约束自我在小组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最终将

个人成果汇总成小组成果。在这个过程中能促进学

生做好对自我学习的管理和计划,提高预习阶段的自

主学习能力。两组教学后学生学习动机和沟通能力

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可能存

在如下原因:两组中部分学生认为在临床场景中医生

更有机会和能力对患者进行病史采集、体格检查及相

关检验结果的解读等,护士对《健康评估》理论知识和

技能在临床运用受限,所以会造成护理学生对该门课

程的学习动机较低或不够明确,教学过程中激发学生

对该门课程的学习动机有一定挑战。研究组学生在

本次教学改革前未曾接受过规范化的小组合作学习

教学方式,并且小组成员由教师按照学习成绩进行随

机分配,成绩稍佳学生与成绩欠佳学生对学习问题的

思维方式和知识着落点不一致,且本次教改只开展了

4次小组合作学习,因此学生的沟通交流能力提升不

够明显。
4 小结

护理是从业者需要终生学习的专业,课堂上不仅

要培养学生掌握专业知识,更需要注重培养学生自主

学习能力和良好的学习行为。异质小组合作学习联

合翻转课堂教学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和提高了学生的

自主学习能力,但该种教学方法也面临挑战,比如翻

转内容的选择、课堂活动的整体设计、教师角色的转

变等均可能对该模式教学效果有影响。因此,今后实

施借助小组合作学习开展翻转课堂教学,需注意选取

难度适中的翻转内容,合理规划好课堂各个阶段的活

动方案,以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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