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高学生的技能水平*增强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目前#本校已招收
%

届药品经营与管理专业学生#学生基

本素质较高*职业能力较强#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升)该专业

学生多次在全国高等院校学生语言文字基本功大赛*大学生数

学建模竞赛以及大学生挑战杯赛等活动中获得多项荣誉&学生

就业率和专业对口率高#三届毕业生一次性就业率均达

$''P

&学生对专业满意度高#在本校曾开展的专业排名调查

中#该专业名列第一)本校药品经营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质量

得到社会单位的认可和高度评价#专业发展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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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飞速进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

动#以及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国际化'

$

(

#国内较多高校根据教

育部+质量工程,对高校教育教学信息化提出的要求#利用+清

华教育在线$

>849

?

AF@=2FG@>43939H49=

#

"ZU+V

%,提供网络教

学平台$

9=>J3DK>=@GA49

?C

H@>E3D(8>D@>=

?M

#

*"O,

%进行教学)

但是#目前尚无相关研究表明该平台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本

研究在护理本科专业教学中选择了.护理研究/课程进行试点#

将网络教学平台应用于教学中#探讨其对护理本科学生自主学

习能力的影响#为护理教学方法的改革提供依据)

@

!

对象与方法

@1@

!

对象
!

纳入标准!普招护理专业四年制本科学生#均已完

成.计算机网络基础/课程学习#掌握
_4923J8hO

基础知识及

]9>=D9=>

网络应用)排除标准!$

$

%入学为专科#专升本学生
/

人)$

0

%入学为其他专业#经过
$

!

0

年学习后调换到护理专业

$/

人#最终纳入研究的实验组为
0''&

级学生
$&%

人#对照组

为
0''/

级学生
$.'

人)学生高考生源均为四川省#两组学生

的性别*民族*年龄*生源地*高考志愿填报*学生类型*护理专

业主干课程成绩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1'%

%#具有

可比性)

@1A

!

方法

@1A1@

!

教学情况
!

.护理研究/课程属于综合应用性学科#由

于课程学时有限#内容较多#课堂上仅能完成理论教学的内容#

而实践能力练习由学生课后自行完成#教师根据相同的评分标

准作为实践能力考核成绩)$

$

%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法#要求

学生采用+课前预习
W

课堂学习
W

课后复习,的模式#教师答疑

时间为课间时间)$

0

%实验组采用网络教学平台教学法#在教

学环节中强调与学生的互动和资源的共享)

@1A1A

!

研究工具
!

$

$

%采用
_4HH4@(839

大学生自主学习量表

$

8=HE:D@>49

?

8G@H=E3D8=HE:24D=G>=29=8849H=@D949

?

#

,),,RV

%

'

0

(

进行测试#包括学习意识*学习策略*学习行为*学习评价和人

际交流
%

个维度#每个维度包括
$0

个条目#共计
/'

个#对每个

条目根据+总是*经常*有时*很少*从不,分别赋值为+

%

*

.

*

5

*

0

*

$

,分#每个维度满分为
/'

分#共计
5''

分#内在一致性
-D39:

L@GAk

-

f'1;$0

#适合护理专业本科使用)$

0

%自行设计一般状

况调查表#了解学生一般人口统计学资料#使用教学平台意见

情况)采取小组问卷的方式#即时回收问卷)

@1A1B

!

统计学处理
!

回收后核实问卷并进行编号#将数据录

入计算机#用
,O,,$51'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描述分析#

行
$

0 检验*

<

检验#以
!

$

'1'%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结
!!

果

A1@

!

课程考核结果
!

课程考核总分由平时成绩占
%P

#实践

能力考核占
5%P

#包括个人作业和小组讨论两部分#卷面成绩

占
/'P

#加权百分制得出总分)通过学校教务管理系统导出

两组学生课程考核成绩#进行两独立样本
<

检验#结果见表
$

)

两组学生实践能力成绩*卷面成绩*总评成绩得分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1'%

%#平时成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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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但实验组得分高于对照组)

表
$

!!

两组学生成绩比较&分$

(b?

'

指标 对照组$

$f$.'

% 实验组$

$f$&%

%

< !

平时成绩
;51;0b010% ;516/b51'0 '1.%0 '1/%$

实践能力成绩
;51%.b/1$% ;%1.5b%1$& 016& '1''5

卷面成绩
&'160b;15' &.10'b$'1'' 51$$ '1''0

总评成绩
&/1''b%1;0 &;1&'b/1%5 51;0 '1'''

A1A

!

大学生自主学习量表结果

A1A1@

!

实验组与对照组实验后的比较
!

对每个维度的
$0

个

问题进行总分#再对
%

个维度进行总分#采用两独立样本
<

检

验#结果见表
0

)

表
0

!!

两组学生实验后得分的比较&分$

(b?

'

维度 实验组$

$f$&%

% 对照组$

$f$.'

%

< !

学习意识
.%1..b016$ .'10/b015' $&1$& '1'''

学习策略
..1;$b01.5 .'15%b01'/ $&150 '1'''

学习行为
.51'%b5100 561&/b01$. $'1.$ '1'''

学习评价
..1&$b01%5 .$1&;b$1;$ $$1%/ '1'''

人际交流
.%1..b01/' .$1;;b015' $01&$ '1'''

总分
0051./b%15& 0'.1'5b%15$ 501'% '1'''

实验组与对照组各维度及总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1'%

%#实验组分值明显高于对照组#说明使用网络教学

平台教学对于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优于使用传统教学法)

A1A1A

!

实验组与对照组前*后差异的比较
!

比较实验组和对

照组各维度分值和总分在实验前*后的变化程度#使用两独立

样本
<

检验#结果见表
5

)

表
5

!!

两组学生实验前"后差异程度的比较&分$

(b?

'

维度 实验组$

$f$&%

% 对照组$

$f$.'

%

< !

学习意识
%1.0b01%5 W'1.$b$1$/ 0&1$$ '1'''

学习策略
%150b016/ '1.%b$1&. $;10' '1'''

学习行为
51;$b5150 '1$%b$1/' $01;0 '1'''

学习评价
016$b01&' '1'6b$16& $'1/6 '1'''

人际交流
.100b015' '1$;b$1/; $&156 '1'''

总分
0$1/;b/1$. '1./b51&/ 5&1&0 '1'''

实验组与对照组各维度及总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1'%

%#说明使用网络教学平台教学对于提高学生自主学

习能力的效果优于使用传统教学法)

A1A1B

!

实验组前*后得分比较
!

对每个维度的
$0

个问题进行

总分#再对
%

个维度进行总分#采用配对
<

检验#结果见表
.

)

实验组实验前*后学生自评量表的各维度及总分比较差异有统

计意义$

!

$

'1'%

%#采用网络教学平台教学后#学生自主学习

能力得分均高于实验前#实验组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显著提高)

A1B

!

实验组学生使用网络教学平台意见反馈情况
!

$

$

%操作

难易度#仅有
;

人$

.1/P

%认为操作困难#

/.

人$

5/1/P

%认为

一般#

$'5

人$

%;16P

%认为容易)$

0

%使用平台在下载资源*与

师生交流方面较方便#而影响教学平台使用的因素包括上网的

便捷度以及部分学生习惯于传统教学法)在纳入统计的
$&%

份问卷中#仅有
$$

人$

/15P

%不愿意使用平台#而其他数据均

提示平台的使用前景较好)

表
.

!!

实验组学生实验前"后得分比较&分$

(b?

'

维度 实验前$

$f$&%

% 实验后$

$f$&%

%

< !

学习意识
.'1'0b515; .%1..b016$ W0;15.5 '1'''

学习策略
561%'b01$5 ..1;$b01.5 W051;$$ '1'''

学习行为
5610%b01.' .51'%b5100 W$%1$%; '1'''

学习评价
.$1;'b01.$ ..1&$b01%5 W$.100; '1'''

人际交流
.$100b$16' .%1..b01/' W0.10/. '1'''

总分
0'$1&;b%1;& 0051./b%15& W./1&5& '1'''

B

!

讨
!!

论

B1@

!

成绩分析
!

在传统教育中#成绩是检验教学效果的金标

准'

5

(

#在本研究中#也将成绩作为效果评价的指标之一)平时

成绩主要检查学生出勤及互动情况#学生出勤情况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虽然实验组学生课堂互动性比对照组更活跃#但

由于课堂互动在平时成绩中所占的分值权重较低#实验组与对

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实践能力考核#传统教学中#学

生在课后自行完成#教师在监督管理上难度较大#只能从最终

作业来评定#而实验组利用平台互动教学#及时纠正学生不足#

肯定其观点#对提高学生实践能力有促进作用'

.

(

)对两组学生

发表论文情况得知#

0''/

级仅
.

篇见刊#而
0''&

级已有
$'

篇#

实验组学生的实践能力明显高于对照组)实验组的卷面成绩

高于对照组#是由于实验组学生在线学习机会多#同时参与思

考题和讨论互动#对知识点掌握较好)

B1A

!

大学生自主学习量表结果分析
!

$

$

%学习意识方面#通过

平台资源共享#教师不是单纯的信息提供者#而是信息的促进

者)学生有意识地通过平台获取学习资源#在网上完成自学和

实践练习#使自身获得及时*有效的信息#与传统方法相比#从

小范围督促学习转变为全面管理和促进学习)$

0

%学习策略方

面#学生的主体作用是学习策略教育成败的关键'

%

(

#在实验教

学中使用平台#教师帮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认知历程与认知资

源#强化了学习过程#从小范围的学习*讨论扩大到全体学生及

任课教师#在合作学习中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

(

#集百家之

所长#得到较全面的知识)$

5

%学习行为方面#传统教学中#学

生多以教材为依据#而实验组学生利用平台可扩大视野#确定

学习计划#将相对固定的学习时间自由安排#合理学习)$

.

%学

习评价方面#学生利用平台提交作业#教师给予信息反馈#促进

其学习#大学生本身就具备一定的自我监管能力#教师给予一

定的管理和评价#能激励学生学习)$

%

%人际交流方面#传统教

学的交流主要是在课堂互动*课间答疑中进行的#交流时间有

限#不能顾及所有学生#而通过平台互动功能#能有效促进师生

交流#培养学生交流能力)

B1B

!

问卷意见反馈结果分析
!

学生对使用平台存在新鲜感#

多数学生乐意去尝试和访问#学生能通过平台获得教学资源#

利用平台有效学习)传统教学中师生交流地点局限于学校#时

间局限于课间或是课后#而新模式下师生交流不受地域和时间

的影响显得更加方便'

&

(

)多数学生积极参与到互动教学中#对

不理解的知识点及时查阅信息#强化了学生对信息管理的能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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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根据教师上传的学习资源#制定科学的学习计划#优化学

习策略#学生通过网络搜索专业知识#部分学生查到资料产生

愉悦感促进学习#而部分学生因查不到资料产生挫败感而继续

努力或放弃查找'

;

(

)由于学习习惯不同#能否接受网络学习#

是否熟练使用电脑及是否拥有电脑都直接影响到使用网络辅

助学习的积极性)

本研究表明#利用网络教学平台进行教学有利于提高护理

专业本科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为教学改革提供了依据#同时#教

师应结合自身及学生特点#科学有效地使用网络教学平台将更

加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

$

%在实施教学前#教师应充分根

据学科性质和学生特点#对教学环节进行设计#充分利用网络

教学平台辅助教学#以提高教学质量)$

0

%更新教育观念#鼓励

并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充分发挥教师主导作用#注重培养

本科生信息行为倾向#提升积极的信息意识状态'

6

(

#引导学生#

从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获得信息#积极主动学习)$

5

%充分利

用平台加强师生交流#增加了新的课外辅导方式#有效打破传

统教学中的师生关系界限#为学生双向或多向交流提供了方

便#及时的信息交流使讨论的范围从小组扩大到了全班#既能

使学生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有效弥补课堂教学的局限

性#又能锻炼学生的组织协调能力#不断提高团队合作意识)

$

.

%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建设#满足教学需求'

$'

(

)教师作为传

道*授业*解惑者#除了要有扎实的专业理论和教育学理论#精

湛的操作技术#更应具备终身学习的能力#灵活运用各种现代

教育技术方法和手段#掌握获取信息的方法)学习先进的教育

技术方法和手段#丰富教学资源#提高教师素质建设#最终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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