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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三位一体线上教学模式在儿科护理学的应用效果,为提高医学高等院校线上教学质量提供参考。方法
 

对261名

三年级本科学生采用“三位一体”线上教学模式进行儿科护理学教学,包括学校在线教育综合平台进行课前预习与课程资源共享

以及论坛讨论,运用腾讯会议进行面对面直播教学授课,通过 QQ平台为学生开展课后答疑与交流”。结果
 

学生的线上学习投

入、行为投入、认知投入、情感投入平均分依次为55.3±7.3,12.7±1.7,18.3±3.2,24.3±4.1;线上学习行为表现积极,每人在

学校在线教育综合平台的累计学习时长平均为25.1
 

h,直播课堂完成率达96.2%;90.0%以上的学生按时提交作业、正确回答问

题;95.0%以上对线上学习满意;学生认为后期教学中练习题数量增加以及虚拟仿真平台使用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学习满意度;
82.8%学生愿意继续采用线上学习模式。结论

 

采用三位一体线上教学模式开展儿科护理学课程教学,学生线上学习投入状况理

想,学习效果乐观,学习满意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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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教学是以学习者为中心,以共享共生为理

念,依托移动互联网和直播平台开展学与教活动,从
而实现知识共享与知识创造的教育新模式[1]。直播

教学已逐渐成为线上学习的重要方式。但是,很多网

络直播教学随着直播的结束教学活动与师生交互互

动也随之结束,这样容易导致学习者的学习不完整,
因为直播教学仅有正式学习环节,缺乏前置学习以及

后置学习等环节。学习质量是线上教学与学习研究

领域关注的核心问题。学习者的有效参与和深入的

学习投入是保证线上学习质量的首要条件。然而,线
上学习者自主性差、消极地参与、课程完成率较低等

现象已成为关注的问题[2-3]。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

中于单一线上教学方式下的学生学习满意度、学习投

入、学习质量等作用的理论阐述,缺乏实证数据支撑,
有关多种线上教学方式融合应用的线上教学模式下

的学生学习行为与学习质量状况研究较少。鉴此,本
研究依托学校在线教育综合平台、腾讯会议直播和

QQ,形成了“课前有任务、课中有目标、课后有作业”
的“三位一体”的混合式线上教学链。拟探讨“学校在

线教育综合平台+直播+QQ”线上教学模式在儿科

护理学课程中的应用效果,旨为高等医学院校开展优

质、高效的线上教学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于2020年4月整群抽取我校接受儿科

护理学学习的三年级护理本科生为对象。纳入标准:
自愿参与本调查;熟悉和愿意接受学校在线教育综合

平台、直播及课程 QQ线上教学模式。排除标准:病
假、网络不流畅等原因致使缺课≥3次者。纳入研究

对象共261人,男43人,女218人,年 龄19~24
(21.3±0.8)岁。
1.2 方法

1.2.1 教学方法

采用“学校在线教育综合平台+直播+QQ”混合

线上教学模式,即:学校在线教育综合平台作为课前

预习与课程资源共享以及论坛讨论的学习平台,腾讯

会议直播教学作为面对面授课的平台,班级课程QQ
群或个人QQ作为课后答疑与交流的互动平台,由此

构成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前有任务、课中有目标、课后

有作业”的“三位一体”混合式线上教学链,具体如下。
1.2.1.1 课前 儿科护理学课程教师在授课前1周

通过学校在线教育综合平台发布授课通知、课程学习

资源,如授课内容、授课方式、PPT、电子教材、教学大

纲、微视频、讨论话题以及学生登陆在线教育综合平

台、腾讯会议和课程QQ平台的具体操作等,以便学生

在直播教学之前登陆平台、下载资源并进行课前预习。
1.2.1.2 课中 采用腾讯会议进行为期9周直播教

学。其中,在儿科常见疾病护理章节的直播教学过程

中,教师针对课前预习任务采用翻转课堂、以问题为

基础等方法评估学生的课前预习情况。首先,教师引

入医院典型的、真实的临床护理案例;然后针对该案

例提出相应问题。例如:该患儿可能发生的临床情况

是什么? 需要补充的辅助检查有哪些? 该患儿存在

哪些护理问题/诊断? 如何对该患儿实施护理? 为什

么? 教师通过学生在聊天区的答复,了解学生课前预

习的情况;然后,根据学生的易错区给予详细解答,针
对学生学习难度相对较大的内容采用微视频、音频、
演示、图片等方法进行讲授。在儿科常用护理技术部

分的直播教学过程中,首先借助护理技术操作视频讲

解技术操作流程、关键步骤;然后请学生就地取材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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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操作,如用家里的玩偶模拟新生儿,用笔等代替注

射器练习注射器持针方法、进针角度等。此外,为提

高学生学习投入、学习专注度和学习效果,教师鼓励

学生通过文字、语音、视频等方式在线提问,引导学生

积极思考,适时给予学生反馈与评价;同时,教师发布

“随堂测验”,即学生在线答题,在指定时间内评价学

生答题情况,了解学生对该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并给

予反馈与讲授。如果学生错过了直播课堂或者有反

复观看的意愿,建议学生对直播课堂进行录制。
1.2.1.3 课后 在学校在线教育综合平台布置作

业、练习题,用于帮助学生课后巩固、自测练习和复

习。在此环节,教师需要充分思考学生的学情特点,
结合真实的临床与生活情境进行作业与练习题的设

计与布置。在此平台上的论坛区发布讨论主题,如袋

鼠式护理的优点、成年疾病儿童期的预防等问题,学
生自由参加、回帖讨论、互相提问、互相答疑,教师给

予引导与点评,从而营造热烈的学习氛围。在儿科护

理学课程QQ群,学生可以针对学习困惑提出问题,
此时教师首先鼓励其他学生给予解答,然后教师针对

学生的解答给予评价与引导。除了学生提出疑问之

外,教师主动抛出问题,通过@同学的方式带动全体

同学回答问题,进而帮助学生完成学习任务。在此过

程中,教师适时使用奖赏机制,如师生共同为表现优

秀的同学发放小红花、点赞表情图或GIF动图等,以
提升学生学习成就感与线上课程学习学风。
1.2.2 评价方法 在儿科护理学课程授课结束后,
对261名学生的以下指标进行调查。①学习投入状

况。采用远程学习投入量表(Student
 

Engagement
 

in
 

Distance
 

Education,SEDE)和线上学习行为指标综

合评估。SEDE量表:由Sun等[4]于2012年修订而

成,包含行为投入(3个条目)、认知投入(5个条目)和
情感 投 入(7个 条 目)3个 维 度15个 条 目。采 用

Likert
 

5级评分法,非常符合=5分,完全不符合=1
分。总分15~75分,得分越高表明学习者的学习投

入越多。本研究中,行为投入、认知投入、情感投入维

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2、0.85、0.88。线

上学习行为指标包括学校在线教育综合平台累计平

均登录次数/人、累计平均学习时长/人、课程资源访

问率(课程资源访问的学生人数/学生总人数)、作业

平均完成率(每次作业完成率的总和/作业布置的总

次数)、论坛区平均回帖率(各论坛区回帖率之和/论

坛次数);在腾讯会议直播教学中的平均到课率、平均

随堂提问的应答率、平均直播课堂完成率。②学习效

果。采用在规定时间内平均完成作业的优秀率、回答

问题的正确率、回答测验题目的正确率进行评价。③
学习满意度。采用自行设计的线上学习满意度调查

问卷与开放式问题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评估。线上学

习满意度调查问卷在参考刘营军等[5]设计的《网络在

线课程学习满意度模型》基础上编制,并请护理教育

与临床护理领域专家13名对该问卷进行测评。问卷

共包括6个条目,以是、否作答。另设开放式问题:为
了提升您对线上教学模式的满意度,您觉得学校或老

师应该做哪些努力和改进? ④线上教学模式使用意

愿。自行设计问卷:在后期的学习中,您愿意继续采

用线上教学模式吗? 对于儿科护理学课程未来的教

学模式,您愿意完全采取线上教学模式还是线上与线

下结合的混合模式呢? 请说明选择原因。
1.2.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1.0软件对资料进

行统计描述。
2 结果

2.1 学生线上学习投入状况 学生的学习投入、行
为投入、认知投入、情感投入得分分别为55.3±7.3,
12.7±1.7,18.3±3.2,24.3±4.1。学校在线教育综

合平台平均登录(59.0±24.8)次/人,平均学习时长

(25.1±11.1)h/人,课程资源访问率、作业完成率、论
坛区回帖率依次为93.1%、98.5%、77.8%,腾讯会

议直播教学课堂平均到课率、平均随堂提问的应答

率、平均直播课堂完成率依次为96.9%、92.0%、
96.2%。
2.2 学习效果、学习满意度 见表1。

表1 学生线上学习效果与学习满意度(n=261)

变量
肯定回答

人(%)
学习效果

 在规定时间内优秀完成作业 191(73.2)
 在规定时间内正确回答问题 239(91.6)
 在规定时间内正确回答测验题目 229(87.7)
学习满意度

 认为大部分老师能够有效的协调和掌控线上教学过程 253(96.9)
 对大部分老师的线上教学活动满意 254(97.3)
 认为大部分老师的线上教学方式符合我的个人期望 251(96.2)
 感觉与大部分老师线上沟通起来比较容易 248(95.0)
 对线上的学习内容满意 256(98.1)
 对线上的学习过程满意 249(95.4)

2.3 线上教学模式使用意愿 对于儿科护理学课程

未来的教学方式,82.8%学生愿意在后期的儿科护理

学教学上继续采用线上教学。仅有8.8%认同线上

教学作为唯一的教学方式,73.9%愿意选择线上教学

与线下教学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2.4 学习满意度与线上教学使用意愿开放式问题回

复结果 关于学校或老师应该做哪些努力和改进有

利于提高学生对儿科护理学线上教学模式的学习满

意度这一开放性问题,结果总结如下:①课程平台上

适量增加练习题的数量或阶段性测试环节,有利于课

后巩固;②在儿科护理技术实训操作的线上教学模式

中,建议使用虚拟仿真教学平台,有利于学生练习各

项实训操作,帮助学生掌握各项操作的注意事项。
73.9%学生愿意选择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混合式教学

模式,其原因包括: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各有优势,两
者融合可以优势互补。儿科护理学实训课在线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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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时没有真实操练的体验,更没有基于高仿真情景模

拟实训的综合性学习环节,无法帮助学生迎合临床实

习或工作的需求,因此,儿科护理学部分知识尚需采

用线下教学模式。
3 讨论

3.1 三位一体线上教学模式下学生的学习投入状况

 以教育信息化推动教育现代化发展,是我国教育事

业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6]。教学信息化已逐渐成为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和发展的趋势[7]。研究显示,学习

投入不仅是评估学习者动机水平,还是观测学习过程

与预见学业成绩及满意度的重要指标[8-10]。学习投

入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而逐渐进入教育研究者的

视野。在线学习投入是指学习者在线上学习活动中

表现出来的积极、满意的并与学习相关的心理状态。
在线学习由于缺乏相应的学习监控手段以及面对面

的情感激励,学习投入对线上学习效果的影响更为突

出。因此,评估线上教学模式下的学生学习投入状况

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结果显示,三位一体线上教学

模式下,学生学习投入(得分率73.7%)尤其是行为

投入(得分率84.7%)及认知投入(得分率73.2%)较
理想,可能因为该线上教学模式能够激发学生线上学

习兴趣,激励学生参与学习相关的活动。值得注意的

是,学生线上学习的情感投入略低(得分率69.4%)。
因此,在后期教学中尚需进一步制定提升学生在线上

教学模式下学习情感投入的策略,并通过实证数据综

合评价其效果。
3.2 学习效果、学习满意度与线上教学模式继续使用

意愿 本次结果显示,在“学校在线教育综合平台+直

播+QQ”三位一体的线上教学模式下,学生的学习效

果较好;大部分学生对三位一体线上教学模式下的学

习持满意态度;82.8%学生愿意在后期的儿科护理学

教学上继续采用线上教学。由此可见,儿科护理学课

程采用三位一体线上教学模式,课前实施资源共享,课
中引入常见临床案例,采用翻转课堂、基于问题的教学

方法,课后适时答疑,不仅能够保证学生的学习效果,
而且符合学生的意愿。研究报道,翻转课堂教学能够

促进护生对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掌握,提升护生的

课程成绩以及对教学效果的评价[11-12]。Dooley等[13]

研究报道,线上课程授课采用基于问题为基础的案例

教学法能够明显提升学生的学习满意度与课程成绩。
研究发现,学生对于线上教学过程中引入临床案例、鼓
励学生积极讨论的教学策略满意度高。
3.3 提升学习满意度与线上教学模式继续使用意愿

的建议 学生认为,教师在课程平台上增加练习题的

数量、阶段性测试以及使用虚拟仿真教学平台开展实

训教学能够进一步提升学生线上学习的满意度。因

此,在后期的三位一体线上教学模式开展过程中,授
课教师尚需在练习题、测试题以及实训线上平台的构

建方面进一步完善。

综上所述,采用三位一体线上教学模式开展儿科

护理学课程教学,学生线上学习投入状况理想,学习

效果乐观,学习满意度高。尽管该教学模式应用效果

比较理想,但儿科护理学课程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临

床护理学学科,其部分实训技能教学尚需在线下教学

模式下进行。所以,后期研究尚需进一步探索儿科护

理学课程混合线性教学模式的构建与应用效果。另

外,本研究仅评估了学生在此线上教学模式下的短期

学习效果,有关其对学生远期学习效果的影响尚未得

到证实。因此,后期研究尚需在延长随访时间的基础

上,进一步评定三位一体线上教学模式下的远期学习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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