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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分易网络教学平台构建妇产科护理学形成性评价体系

王雪

摘要:目的
 

探索适应高等护理人才培养要求的形成性评价考核体系。方法
 

选取辽宁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2015级护理本科生

186人,将3个班级分为观察班(94人),3个班级分为对照班(92人)。对妇产科护理学课程评价,对照班由平时成绩+期末考试

成绩组成;观察班基于对分易网络教学平台构建形成性评价体系,包括上课签到、随堂测试、阶段性测试、实验课成绩及课间见习

成绩及期末考试成绩6个部分组成。结果
 

两班期末考试成绩、综合成绩及授课效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结

论
 

基于对分易网络教学平台的形成性评价体系可以及时、有效地对学生学习过程进行合理评价,有利于巩固学生的专业知识能

力,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增强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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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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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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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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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hig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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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Totally,
 

186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admitted
 

to
 

Liaon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2015
 

were
 

divided
 

into
 

2
 

classes
 

for
 

the
 

course
 

of
 

obstetric
 

and
 

gynecologic
 

nursing
 

care.Then
 

the
 

control
 

classes
 

(n=94)
 

were
 

evaluated
 

with
 

class
 

average
 

achievement
 

gains
 

and
 

final
 

exam
 

performance,
 

while
 

the
 

evaluation
 

of
 

the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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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92)
 

consisted
 

of
 

five
 

other
 

parts
 

besides
 

final
 

exam
 

performance: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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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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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and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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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probation.Resul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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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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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
 

comprehensive
 

evalua-
tion

 

results
 

and
 

teaching
 

results
 

between
 

the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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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
 

for
 

all).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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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ld
 

timely
 

and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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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learning
 

process,
 

consolidate
 

students'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mprove
 

their
 

self-directed
 

learning
 

ability,
 

and
 

enhance
 

the
 

learn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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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分易网络教学平台是一个新兴的网络教学平

台,该平台可进行计算机端和移动端的互联网操

作[1],由作业、考勤、随机分组、课堂资源、讨论区、成
绩册、在线练习、调查问卷、微信消息及教学评价等几

大模块构成,界面简洁明快,实用性强,已逐步在教育

教学领域应用。考试制度一直作为我国高等护理教

育评价体系中对教学质量评价的一种重要手段,对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发挥着重要作用[2]。在以培养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为主的素质教育体制下,终结性评价已

无法满足培养目标的需要,而形成性评价注重及时反

馈,以强化和改进学生的学习方法[3],已进入教学培

训领域。近年来,因护理专业不断扩招,各高校护理

教学多为大班制授课,在这种体制下客观、真实的形

成性评价实施起来困难诸多,而课堂教学在网络教学

平台的辅助下构建形成性评价体系的优势凸显出来。

目前,在护理教学领域中有关形成性评价的研究多集

中在实习教学、护理技能教学等课程中[4-5],利用网络

平台在护理学课程体系中构建形成性评价方案的研

究甚少。为此,从2018年3~10月,本研究组在妇产

科护理学课程中基于对分易网络教学平台构建实施

了形成性评价体系的研究,作为传统评价模式的补充

和扩展,为教学评价提供了真实、可靠的数据反馈,客
观地反映了教学效果,有效促进了教-学-评三者的

有利结合,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我校2015级护理本科1~3班(94
人)为观察班,女88人,男6人;年龄(21.00±0.51)
岁。2015级护理本科4~6班(92人)为对照班,女84
人,男8人;年龄(20.95±0.52)岁。两班均于三年级

第二学期开设妇产科护理学课程,同一教师任教,课
程为64学时,其中,理论课48学时,实践课16学时,
均选用人民卫生出版社郑修霞主编的第5版《妇产科

护理学》教材。两班学生的性别、年龄、前期学习成

绩、师资、课程设置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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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1.2.1 课程评价方法

1.2.1.1 对照班按照原有形成性评价体系进行课程

评价 期末综合成绩=期末考试(终结性测试)×
80%+平时成绩×20%。其中,平时成绩由实训考核

成绩构成。具体构成方案:由每次实训课出勤情况和

妇科专科技术考核构成。实训操作考核由妇科专科

技术考核构成共计10项,包括会阴擦洗、阴道灌洗、
阴道或宫颈上药、坐浴、会阴湿热敷、骨盆外测量、宫
高腹围测量、母乳喂养指导、新生儿抱姿、四步触诊

法。每名学生抽取2项进行考核,由教师考核评分。
妇产科实训课共计8学时,分2次授课,每次4学时。
学生共计2次实训考核,每次考核均计100分。如某

次实训缺勤,则本次实训计0分。计算2次实训成绩

平均分,以平均分×20%计入综合成绩。终结性测试

占综合成绩的80%。于学期末由学校统一安排考试

时间,闭卷考试进行,考试时间为90
 

min。卷面分数

为100分,题型包括单项选择题35题,每题1分,共
35分;多项选择题5题,每题1分,共5分;填空题5
题,每题1分,共5分;判断题5题,每题1分,共5
分;名词解释5题,每题2分,共10分;简答题4题,
每题5分,共20分;案例分析题2题,每题10分,共
计20分。最终以卷面分数×80%计入综合成绩。
1.2.1.2 观察班采用新构建的基于对分易网络平台

的形成性评价体系 期末综合成绩权重分配是:上课

签到×5%+随堂测试×10%+阶段性测试×5%+
实验课成绩×10%+课间见习成绩×10%+期末考

试×60%。形成性评价体系共由六部分构成。①上

课签到。任课教师在计算机端登陆对分易平台,首先

进行学期的创建,在对应学期中添加妇产科护理学课

程。在课程页面的“班级学生”选项里添加上课的班

级。任课教师在上课前5
 

min在手机端打开对分易

平台的考勤界面输入登陆密码,上课开始后同时让学

生用密码登陆平台完成本次课签到,之后关闭签到系

统。签到结束后,教师可以对学生的签到情况进行修

改,如将默认的缺勤状态改为病假、迟到等。该平台

将根据学生的签到情况自动记录数据,方便教师统计

学生的出勤情况。教师课后统计计分。妇产科护理

学课时共计64学时,其中理论课48学时,一次2学

时,每学期实际授课次数为22~23次。每次签到成

功计5分,满20次以上即获得满分100分。以实际

分数×5%计入综合成绩。②随堂测试。本研究拟用

每次课前的随堂测试代替传统的课堂提问。任课教

师于课前依据每章教学内容首先在对分易计算机端

进行“练习卷模板”设置,随堂练习的题目输入完成后

在手机端可将该模板复制到授课班级。于每节课开

始后对上一节课重点、难点内容进行随堂测试,教师

在手机端进行发布,学生即可看到题目并开始作答。
教师需设置答题时间为3~5

 

min,之后系统自动关闭

学生不能再继续作答。完成后教师随堂课通过手机

端即时了解学生的答题情况,及时发现学生的薄弱知

识点,利用剩余的5
 

min完成讲解及回顾上次课重点

内容。相比传统的课前提问,随堂测试调动了全体学

生学习的主动性,教师可以更清楚学生对知识点的掌

握情况。教师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全面了解每名学生

的学习情况,此方法尤其适合现阶段这种大班授课的

教学班型。教师课后统计计分。妇产科护理学共计

理论授课22次,除外第一次和最后一次总结课,共进

行20次随堂测试,每次测试设置5个题目,可为选择

题或填空题,学生每答对1题得1分。学生总的随堂

成绩=答对题数×1分;如果学生全部答对成绩=
20×5×1=100分。最后,以总成绩×10%计入综合

成绩。③阶段性测试。阶段性考核共2次,按照所讲

章节占用的课时数进行分配。教师提前根据相关内

容在备课时准备好问卷(其中50%的题出自随堂测

试中学生失分多的知识点,但不是原题),于当堂课结

束前20
 

min,教师将试题公布在对分易平台手机端。
供学生答题,答题时间为15

 

min,剩余5
 

min教师对

试卷进行点评和答疑,教师于结束后统计计分。阶段

性测试题型为选择题10个,简答题2个,病例分析题

2个,不与随堂测试题重叠。每次阶段性测试满分为

50分,以二次相加的总分×5%计入综合成绩。④实

验课成绩。实验课成绩由4个部分组成,分别包括学

生自评、小组学生互评、实际操作考核和小组讨论成

绩。对分易平台界面中的“随机分组”功能以及调查

问卷及投票功能可以辅助教师完成此部分成绩评价。
学生自评和小组互评以调查问卷形式进行。教师事

先设置好问卷发布于手机对分易平台中。实验结束

后5
 

min内供学生评价。教师课后进行问卷统计及

对每名学生进行本次实验评价。在此部分模块中可

以实现师生互动功能,师生可对某个知识点或相关问

题进行互动交流,拓宽了师生沟通的渠道。实际操作

考核由妇科专科技术考核构成共计10项(同对照

组)。每名学生抽取2项进行考核,由教师考核评分。
小组讨论成绩可由对分易平台中的随机分组功能实

现。教师事先准备好与本次实验课相关的情境模拟

训练,组织学生在授课过程中针对情境中出现的情况

进行小组讨论,形成讨论报告。教师最后统计计分。
妇产科护理学实验课共8学时,分2次授课,每次4
学时。学生共计2次实验,每次实验均计100分。学

生实 验 总 成 绩=学 生 自 评×20%+小 组 互 评×
20%+实际操作考核成绩×40%+小组讨论成绩×
20%。最后以实验总成绩平均分×10%计入综合成

绩。⑤课间见习成绩。该部分成绩包括案例分析评

论和实习心得的报告两部分内容。临床带教教师使

用对分易平台将事先准备好的病房案例按教学内容

编制好,在学生参观、练习后组织学生使用手机端对

分易平台进行案例分析的评论。在“调查问卷”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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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本次课教师进行授课评价,同时书写实习心得报

告,总结自己所学内容。案例分析评论和实习心得报

告由教师进行最后评价。按照A~E
 

5个等级赋分,
A=5分,E=1分。妇产科护理学课间见习共计8学

时,分为2次授课,每次课计分为50分,其中案例分

析评论计分25分,实习心得计分25分。两次课间见

习课共计100分。最后以课间见习总成绩×10%计

入综合成绩。⑥期末考试与对照组题型、方式均相

同。最终以卷面分数×60%计入综合成绩。
1.2.2 效果评价 ①学生成绩。对比观察班和对照

班的期末考试卷面成绩和期末综合成绩。②授课效

果。通过研究组自行编制的调查问卷以及教师的教

学反馈进行评价,内容以巩固专业知识能力,提高实

际操作能力、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增强学习效果和评

价过程客观性5个方面为观测点进行设计。问卷采

用Likert
 

5级评分,5分表示非常同意,1分表示非常

不同意。对照班和观察班分别发放调查问卷92份、
94份,有效回收率均为100%。
1.2.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21.0软件对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行t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两班学生考核成绩比较 见表1。
表1 两班学生考核成绩比较 分,x±s

班别 人数 期末考试成绩 综合成绩

对照班 92 76.28±12.72 80.17±9.68
观察班 94 84.02±13.26 87.36±10.15

t 3.206 4.280
P <0.01 <0.01

2.2 两班学生对授课效果评价比较 见表2。
表2 两班学生对授课效果评价比较 分,x±s

班别 人数 巩固专业知识能力 提高实际操作能力 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增强学习效果 评价过程客观性

对照班 92 3.02±0.51 2.88±0.46 3.15±0.67 3.08±0.42 3.25±0.63
观察班 94 3.48±0.65 3.37±0.52 3.76±0.63 3.68±0.53 3.85±0.34

t 4.357 6.906 6.092 7.031 7.762
P <0.01 <0.01 <0.01 <0.01 <0.01

3 讨论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智能手机的普及使

用,网络资源与技术迅速介入教学,教师不再是学生

获取知识的唯一来源[6]。教学行为依托现代网络通

讯技术,正改变着传统的教学方法[7]。长期以来。我

国护理高等院校课程体系中终结性评价方式所占比

重较重,教师对学生的学习效果主要通过期末考试了

解。其主要弊端是其忽视了学生学习的整个过程而

更注重对学习成果的评价[8],导致有些学生平时经常

缺勤、旷课、上课不认真,但凭借考前突击复习可以顺

利通过考试甚至取得不错的分数。然而,护理学习并

不应该以临时抱佛脚的态度完成,如此培养出来的毕

业生很难在今后的工作中具备终身学习的能力。因

此,护理教学应更注重以培养能力为核心的素质教

育[9]。妇产科护理学是护理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属
于应用型课程。在教学中需要培养出适合临床护理

需要的专业知识过硬、护理技术精湛、临床思维清晰、
有自主学习能力的高素质护理人才[10]。所以,原有的

评价方法已经无法满足当代护理教育发展的需要,要
突出以能力素质培养为核心的教育教学方法改革,必
须探索建立一种科学、合理的课程考核评价体系。因

此,笔者探索了以网络教学平台为载体的形成性评价

体系的研究。
通过对观察班和对照班学生发放问卷调查,结果

显示,基于对分易网络教学平台的形成性评价体系更

有效地提高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有助于学生更好地

巩固专业知识、帮助学生提高实际动手操作能力,有

效地提高了学习效果(均P<0.01),其评价结果显著

优于对照组。与此同时,在评价过程的客观性上学生

也认为这种新的评价方式可以更客观、真实地反映出

学生的学习过程。这种形成性评价体系,使学生自主

学习的投入感明显增强,因为它是根据教师教学过程

中的几部分环节设计出相应的功能模块来辅助教师

更顺利地完成教学活动,旨在突破传统课堂教学的限

制,学生可以更灵活地选择学习的时间、地点以及学

习方法、学习内容和学习进度。在教学中可以帮助教

师提供更多的可用于测评的主观、客观依据,学生的

学习交流渠道更加开放[11]。这种评价体系也有助于

及时巩固学生的专业知识。这是因为网络教学平台

可以将学生的每一次学习情况详细记录,形成学生专

有的学习档案袋,也可以同时将全体学生的学习情况

进行总结和比较,学生阶段性成绩和全程性成绩可以

一目了然。教师对试卷的点评和答疑,有利于学生对

相关知识点进行整体系统的理解与掌握。同时反复

的错题重练加深了学生对难点知识的掌握。教师及

时对学生的学习成果作出反馈和指导,也有利于学生

之间的及时交流和学习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12]。同

时,该评价体系有助于增强学生学习效果,观察班的

期末考试及综合成绩显著优于对照班(均P<0.01)。
因为与有些公众平台[13]一样,对分易网络教学平台可

以将学习内容以视频和音频等数字化形式展现给学

生,使课程学习更加生动和具有表现力,能为学生提

供更多的感官刺激,从而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自
然促进了学习成绩的提高。观察班学生认为评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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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使评价过程更为客观,主要是因为网络平台可以长

期、动态地存储大量的教学信息,有利于进行检索、查
找、计算和统计;同时评价者可以在自己的客户端参

与评价活动,减少评价主体和评价客体的直接接触,
避免主观印象的影响[14],保证评价的公平,提高评价

的准确度和效率。因此,该平台可以为形成评价体系

建立科学、规范的考核要求和评分细则,从而客观、公
正、科学、全面地反映学生的真实学业水平。
4 小结

与传统的形成性评价相比较,将网络平台引入形

成性评价体系中,以计算机端及手机移动端为工具,
进行上课签到、随堂测试、阶段性测试、实验课及课间

见习课的考核评价,可以全方位综合记录学生的日常

学习过程和对每节知识点的掌握程度以及阶段性学

习情况。教师课后及时将结果反馈给学生可以帮助

其更有效调控自己的学习过程[15],促进学生的自主学

习能力的提高,培养其自我监管的能力。在网络教学

平台的辅助之下教师可以根据教学目的来编制测验

作业试题,该软件可以自动阅卷并可以持续记录结

果[16]。但是整个教学期间教师需要完成大量的数据

统计工作,如长期开展会增大教师的工作量;此外,对
分易平台目前仅可对选择题、判断题、填空题等客观

试题自动阅卷,对主观题如论述题、案例分析题等仍

然需要教师在网上阅卷、评分,同时进行数据的整理。
因此,需要相应的配套支持。本研究中网络测试题的

题量有限,无法完全以闭卷的形式完成课堂测试及阶

段性测试,今后还需要继续扩充题量,构建网络随机

化组卷的功能,以更好地完善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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