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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项目的团队学习结合翻转课堂在护理研究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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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索基于项目的团队学习结合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在护理研究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采用整群随机分组方法,将

2019级本科护理专业4个平行班的学生分为对照组(103名)和观察组(103名),对照组护理研究课程采用传统教学法,观察组采

用基于项目的团队学习结合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法。结果
 

除期末考试客观题得分外,观察组护理研究课程期中测验、期末考

试主观题、科研项目申报书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均P<0.05)。课程后,观察组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得分显著高于课程前(P<
0.05)。结论

 

基于项目的团队学习结合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有利于提高本科生护理研究课程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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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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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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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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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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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ed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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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course
 

of
 

Nursing
 

Research.Methods
 

Undergraduate
 

nursing
 

students
 

from
 

four
 

parallel
 

classes
 

enrolled
 

in
 

2019
 

were
 

assigned
 

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intervention
 

group
 

by
 

cluster
 

randomization,
 

with
 

103
 

students
 

in
 

each
 

group.In
 

the
 

teaching
 

of
 

Nursing
 

Research,
 

the
 

control
 

group
 

adopted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while
 

the
 

intervention
 

group
 

were
 

taught
 

by
 

using
 

th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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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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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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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护理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

准》[1]中明确了基本科研技能和创新能力是护理学专

业本科毕业生应达到的基本要求之一。护理研究课

程对培养护生的科研技能和创新能力具有非常重要

的作用。但护理研究涉及内容广、抽象、覆盖面大,与
实践高度相关,单纯采用以教师讲授为主的传统教学

方法很难让护生形成科学研究的系统知识框架。护

理研究教学目前存在偏重理论讲授、学生学习效果不

理想等问题。混合式教学可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

用,体现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能显著提高学生

研究性思维能力、学习效果和应用能力[2]。翻转课堂

是混合式教学中最常用的一种教学方法,让学生提前

学习,并带着学习问题走进课堂,可充分享受教学课

堂中讨论的过程[3],符合护理研究课程对学生自主学

习能力、科研思辨能力的学习要求。另外,科学研究

倡导团队合作,基于项目的团队学习(Project
 

Based
 

Group
 

Study,PBGS)[4]以探究式任务驱动式的教学

方法和学习模式为导向,兼具项目式学习和团队学习

的特点,尤其强调团队的作用,可促进学生合作学习、
解决具体问题,发展自学能力,用于医学高等教育中

可提高教学效果[5],目前尚未应用于护理专业课程教

育中。PBGS教学将学习设置于项目任务中,以学生

主导、小组合作的形式共同完成项目,契合护理研究

课程的教学需求。鉴此,本研究将PBGS结合翻转课

堂的混合式教学用于护理研究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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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我校学习护理研究课程的2019
级本科护理专业4个平行班学生为研究对象,以班级

为单位,采用整群随机分组方法,抽取2个班组成一

个大合班为对照组(103名),另2个班组成另一个大

合班为观察组(103名)。两组一般资料比较,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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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人数
性别(人)

男 女

年龄

(岁,x±s)
科研实践经历(人)
有 无

准备读研究生(人)
是 不确定 否

对照组 103 20 83 19.35±0.70 36 67 51 42 10
观察组 103 12 91 19.51±0.73 48 55 53 33 17
统计量     χ2=2.368 t=-1.666      χ2=2.895 χ2=2.933

P     0.124 0.097      0.089 0.231

1.2 方法

1.2.1 课程基本信息 护理研究是我校作为国家级

一流专业建设点培养卓越护理人才的一门核心课程,
于2020年获校级课程思政建设项目,以习近平总书

记的科技人才观和新时代科学家精神为指导,围绕护

理做什么科研、怎样做科研和为什么做科研3个关键

问题,挖掘课程内容中蕴含的思政育人素材,构建了

护理研究课程思政体系。教学过程中融入思政内容,
达到课程目标和育人目标的统一。该课程在本科护

理专业第4学期开设,采用人民卫生出版社“十四五”
规划教材《护理研究》第6版[6]。共32个学时,其中

理论课23学时,实训课9学时,由2名教授、1名副教

授和2名讲师授课。教师根据课程教学大纲制定教

学计划,两组按照一致的教学进度开展教学。
1.2.2 对照组教学方法 理论课及实训课均采用传

统教学方法。此外,学生按照学习进度,以完成科研

课题开题报告项目为载体,将科研技能的学习与具体

任务挂钩,以团队为单位循序渐进地完成从科研选题

到开题报告的科研实践全过程。由学生自由选择和

老师协调组建课题小组,每组4~6人,团队成员异性

相间、兴趣相杂。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学生可以利用

在线课程平台进行线上学习和师生答疑交流等活动。
1.2.3 观察组教学方法 

采用PBGS结合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
1.2.3.1 PBGS教学模式 在对照组完成科研课题

开题报告项目的基础上,开展基于PBGS教学模式的

发现-巩固-应用-再发现-再巩固的螺旋上升式

教学活动设计(图1)。为保证PBGS教学模式在护理

研究课程中的顺利实施,教师给予学生最大的自主权

及合作空间,合理督促学生,确保每名学生都参与到

项目中。同时,做好指导工作,适时为学生提供帮助。
基于PBGS教学模式的螺旋上升式教学活动过程如

下:在小组选题时通过在线讨论发现选题中存在的问

题,通过线下对科研选题的陈述,巩固学生在选题相

关知识中的薄弱点,通过选题分享、文献鉴别、实践演

练等教学活动帮助学生将科研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

中,通过开题报告的撰写等实践任务,再发现学生在

护理研究学习中存在的薄弱环节,最后通过开题报告

团队汇报和教师点评、生生互评再巩固护理科研理论

与实践知识。
1.2.3.2 翻转课堂 教师根据护理研究课程内容的

知识点,选取理论课时中4个章节的教学内容(研究

对象的确定、研究变量和工具的选择、研究设计和护

理论文的写作)开展了翻转课堂教学,形成课前自学-
课中巩固-课后拓展的教学3环节(表2)。在课中巩

固环节,以线下翻转课堂为主,采取自创的5步式翻

转课堂(导入-目标讲解-知识梳理-效果检测-小结),
提高学生课堂学习的参与度、表现度和掌握度。在翻

转课堂中所有教学活动均以PBGS中形成的小组为

单位开展,主要围绕PBGS中的各小组选题进行教学

讨论和演练。启发学生思考,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

用,在讨论其中一个小组选题时,也激发各组学生对

本小组的选题进行反思。目标讲解中突出教学的重

点,体现高阶目标,帮助学生做到有的放矢地学习。
其次,通过经典科研故事分享、实践问题解决、科研实

例分析等方法讲解教学重点。知识梳理中以PBGS
小组为单位,基于课前在线学习绘制的思维导图进行

汇报,对课程内容进行知识梳理,帮助学生搭建知识

框架、理清知识逻辑。其次,开展针对本组开题报告

的选题背景分享、方案设计研讨和文献辨析等科研活

动,通过生生互动、师生互动,帮助学生将理论知识应

用于科研实践中,解决教学难点。效果检测中,基于

在线课程平台,通过客观题、主观题考查学生对于知

识目标和能力目标的掌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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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基于PBGS实现螺旋上升式教学活动过程

1.3 评价方法 两组均采取形成性评价、终结性评价

和自主学习能力测评相结合的方式评价教学效果。①
形成性评价。占课程总成绩的50%,包括课堂表现、期
中测验和科研实践考核,均采取百分制评分。期中测

验主要考查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题型包括单

选题20道、多选题10道,在课程中期,通过学习通课程

平台发放,学生统一参加线上考试,采用平台自动阅

卷。科研实践考核是以团队/小组为单位按照授课进

程完成开题报告申报书撰写和汇报,主要考查学生发

现科研问题、文献检索与阅读、科研设计、开题报告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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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等科研能力。为保证科研实践考核评分的一致性,
教学团队设计了统一的评分标准,包括6个模块(选题

10分、立题依据和国内外研究现状30分、研究方案30
分、参考文献及附录10分、开题报告汇报与答辩20
分),每个模块有详细的评价指标,总分90~100分为

优秀、80~<90分为良好、60~<80分为一般。由2位

授课教师分别对每个团队/小组的开题报告进行评分,
取平均分。②终结性评价。占总成绩的50%,以期末

闭卷考试的形式进行,两组试卷及考试时间相同,由客

观题(单选题40道,共40分;多选题5道,共10分)和

主观题(简答题2道,共14分;案例分析题3道,共36
分)构成。客观题主要考核学生对护理研究理论知识

的掌握情况,采用机器阅卷。主观题主要考查学生对

科研知识的综合应用情况,由3位授课教师采用统一

的评分标准阅卷。③自主学习能力测评。采用张喜琰

等[7]编制的自主学习能力量表在课程开课前1周和结

束后1周内通过问卷星对两组进行调查,共4个维度

30个条目,采用Likert
 

5级计分法,从“完全不符合”至
“完全符合”依次赋1~5分,总分30~150分,分数越高

表示自主学习能力越强。
表2 翻转课堂教学实施过程———以研究设计为例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 思政融入 教学评价

课前自学 学生 线上完成自学及章节测试 自主学习法 自主学习能力 在线自学和测验数据

教师 查看学生自学情况,发现学生在线上

自学中的知识薄弱点

课中巩固 导入 通过讨论其中一个小组的选题“注射

HPV疫苗是否会导致不孕”的科研

问题导入

提问法 激发学习的好奇心和兴

趣

平台课堂参与度和答

题正确率统计

目标讲解 教学目标讲解

教学内容分析

和科研实例讲述

讲授法

叙事教学法

基于成果导向教育理念,
有的放矢地学习

知识梳理 思维导图制作和汇报

选题分享

思维导图法

小组讨论法

对比教学法

案例讲解法

知识凝练能力

科研思维

从“做什么科研”和“怎样

做科研”的角度,融入科

研精神和科研态度等思

政元素
效果检测 客观题检测

主观题检测

课堂练习法

线上线下互动式教学法

讨论法

案例分析法

诚信答题

评判性思维

表达能力

小结 思考题解答

知识小结

思维导图法 知识凝练能力

课后拓展 控烟之父翁心植故事

开题报告的撰写

任务驱动式教学法 从“为什么做科研”思考

医学科研的目标

开题报告撰写和汇报

评分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2.0软件进行统计描

述、t检验和χ2 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两组各项考核成绩比较 见表3。

表3 两组各项考核成绩比较 分,x±s

组别 人数 期中测验
科研实践

考核

期末考试

客观题 主观题

对照组 103 73.73±9.49 84.46±3.15 39.39±4.22 38.20±5.05
观察组 103 78.36±12.0485.54±3.87 39.99±4.21 39.83±5.02

t 3.035 2.211 1.009 2.298
P 0.003 0.028 0.314 0.023

2.2 两组课程前后自主学习能力评分比较 见表

4。

3 讨论
3.1 PBGS结合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提高了护理

研究课程教学效果 护理研究课程教学研究热点聚

焦在如何进行教学改革和提高教学效果上,关注学生

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提高其知识应用能力[8-9]。本研

究结果显示,观察组学生的期中测验成绩显著优于对

照组(P<0.05),与王从军等[8]研究结果一致;但两

组期末考试客观题成绩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一

方面可能与该课程开展翻转课堂设计的4个章节的

教学均在期中测验前完成有关,观察组期中测试成绩

更高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翻转课堂对学生内化理论知

识可能具有一定效果;另一方面,期中测试在翻转课

堂刚结束时进行,为了避免知识点重复考查,期末考

试客观题主要测试后半学期所讲授的理论知识,以上

结果或可说明翻转课堂对学生近期知识记忆方面具

有一定优势,其长期效果有待进一步考查。另外,观
察组期末考试主观题成绩显著优于对照组(均P<
0.05),表明PBGS结合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有利

于提升学生对科研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一方面,
PBGS教学模式以项目为载体,促进学生在协作完成

项目的过程中将理论与实践高度结合,形成了一种

“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反馈于理论”的良性循环,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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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另一方面,线上线下混合式

教学弥补了传统课堂教学时间和资源的制约,促进了

师生之间的互动和反馈,学生可在互相辩驳质疑问答

中进行科研中评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和系统思维的

有益建构,提升了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目前,在护

理研究课程中开展混合式教学改革主要聚焦评价其

近期教学效果,其远期教学效果仍待进一步考查。
表4 两组课程前后自主学习能力评分比较

分,x±s

组别 人数 课程前 课程后 t P
对照组 103 98.51±10.89 100.47±9.44 1.291 0.198
观察组 103 98.97±10.64 102.57±10.45 2.905 0.004
t 0.300 1.513
P 0.765 0.132

3.2 PBGS结合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提升了学生

的科研能力 加强护理本科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对推

动护理学科的发展,提升护理服务水平有积极作

用[10]。本研究显示,观察组科研实践考核成绩优于

对照组(P<0.05),提示PBGS结合翻转课堂的混合

式教学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学生的科研能力,与黄紫

薇等[11]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观察组实施了PBGS
结合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PBGS教学模式为将抽

象的护理科研知识转化为具体化的护理科研实践提

供了项目和团队保障,打破了学生各自独立的传统学

习方式,在教师指导下,以学生为主体协同完成开题

报告的全过程;翻转课堂通过线上线下的有机结合,
帮助学生实现从课前自学中发现知识薄弱点,课中针

对薄弱点进行讲解和效果测验巩固,课后通过任务驱

动式教学将课堂理论知识应用于科研实践。在学习

过程中,学生不仅体验了团队合作科研模式,其发现

科研问题、文献检索与阅读、科研设计、开题报告撰写

等能力均得到了提升。但本研究以“科研课题开题报

告申报书”项目为载体,未涉及科研课题实施、数据统

计分析、科研论文撰写等内容,无法全面体现学生的

科研能力,建议今后在护理研究课程中增加科研实施

等环节,让学生参与科研资料的收集、分析与论文撰

写,全面提升其科研能力。
3.3 PBGS结合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提升了学生

的自主学习能力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是个人软技

能水平的体现,常被大多数院校作为衡量人才培养质

量的因素之一。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课程后自主

学习能力得分显著高于课程前(P<0.05),且其评分

相对高于对照组(P>0.05),说明PBGS结合翻转课

堂的混合式教学对于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可能

有一定作用,与钱程[12]的研究结果一致。一方面,
PBGS以项目任务为驱动,即学生以完成开题报告任

务为目标,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进行自主学习和小组

讨论,这种由学生主动建构知识的方式充分发挥了学

生的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翻转课堂以学生为中

心,如课前通过平台发布学习资源,学生通过团队互

助和合作学习,查阅资料,激发自主学习兴趣;课中由

学生汇报小组学习成果,以团队形式进行现场回答和

点评,团队之间竞争氛围浓厚,促进了学生学习的动

力,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动机;课后学生可利用在线学

习平台随时随地进行碎片化学习、在线浏览、讨论互

动,教师可通过后台实时监测和管理学生学习情况,
及时答疑解惑,增强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纪律性,有助

于培养自主学习能力。

4 结论
本研究在护理研究教学中探索了PBGS结合翻

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结果发现有利于提升学生

的学习成绩,提高其科研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及教学

效果。建议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可根据知

识点内容特征加大翻转课堂教学比例,并设计针对科

研项目临床实施等环节,不断开发和优化线上、线下

的教学活动,以期更大规模地开展混合式教学。鉴于

两组同期开展教学,可能存在试验沾染,有待开展进

一步研究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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