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得学生的综合素质得以提升$培养出更加符合时代要求的新

型人才#

$

!

结
!

语

数字化课程是未来教育发展的趋势$积极借鉴其他先进经

验$不断地探索实践适合这一模式下的先进学习方法$培养适

应未来发展需求的先进人才对高校教育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虽然现阶段在这一领域取得些许进步$但真正构建完整的体

系$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去适应这一模式还有待进一步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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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网络教学平台的外科护理翻转课堂应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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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引导学生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开展学习$近年来本校护

理专业外科护理课程组借助学校引进的,超星-网络教学平台

建成了课程网站$倡导学生利用智能手机进行网上学习#然

而$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并不能真正让学生充分地利用好这一

良好的学习条件来促进课程学习#针对上述问题$本课题组在

外科护理教学中采用基于课程网络教学平台(课程平台)的翻

转课堂教学模式$使学生能自觉运用课程平台开展学习$提高

了学习效果$现报道如下#

!

!

对象与方法

!$!

!

研究对象
!

,-.7

级三年制护理专业两个平行班级学生

共计
11

人$均为女生$普通高中生源$年龄
.1

!

,,

岁#按照自

然班级$将两个班级分别设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
+-

人%

观察组
71

人#比较两组学生入学以来已修课程的学习成绩$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

!$#

!

教学方式
!

两组的外科护理教学条件相同!任课教师"教

学计划"课程标准与实训场地均相同$教学中所使用的课程网

络教学平台也相同$但两组采用不同的教学方式#

!$#$!

!

对照组采用课程平台辅助下的传统外科护理教学方式

!

没有明确规定具体的课前学习要求$只是提倡学生课前自觉

利用智能手机等终端设备进入课程平台自我学习#课堂内$仍

以教师全程讲解的形式为主$实训操作采取先集中示范讲解"

再分组练习的方式#课后建议学生及时复习并完成平台内的

测试题$但无时间限定#

!$#$#

!

观察组则采用基于课程平台的外科护理翻转课堂教学

方式
!

其主要特点是!借助网络教学平台$将传统课堂中知识

的,传授-转移至课前完成$而将知识的,内化-放在课内$课后

则用于知识的巩固#(

.

)课前有明确的学习任务#规定学生课

前必须花足够的时间利用智能手机等进入课程平台进行自我

学习$观看微课视频及课件$掌握主要的理论知识点或技能要

领$就平台中的相应护理病例与同寝室的同学开展讨论$或排

练"拍摄护理情景剧#(

,

)课堂教学以探讨形式为主#课堂内$

教师仅花少部分时间总结"归纳学生课前的学习内容$大部分

的时间用于课堂讨论或展示护理情景剧%用于课堂内讨论的临

床病例必须具有典型性$应根据护理程序的要求$结合护理过

程中病情的演变$提出各种具体的层层深入的临床护理问题$

让学生们分组讨论$最后每组都必须写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并

向全班汇报$教师与其他同学及时作出点评%下课前统一利用

手机进入平台$在规定时间完成课内测试题#而对于以操作为

主的实训课$则要求学生参照课前已在课程平台上反复观看过

的视频操作$在教师的引导下直接进行分组练习#(

2

)课后要

求学生们及时进入课程平台$复习当天所学内容$在规定时间

内完成相关电子作业$或与老师"同学进行研讨互动#

!$"

!

教学评价方法

!$"$!

!

考试评价
!

两组采用相同的考试方式$分别进行期中

在线理论考试"外科护理技术操作考试及期末理论综合考试#

(

.

)两组的期中理论考试使用相同的电子试卷$由
.--

道单项

选择题组成$满分为
.--

分#统一安排两组学生在智能手机上

进行闭卷考试$由系统自动阅卷打分#(

,

)外科护理技术操作

考试主要包括手术室护理技术操作考试和引流管护理操作考

试#手术室护理技术操作考试从,手术人员术前自身无菌准

备-",手术器械物品的清点与管理-两个项目中抽考一个$在校

内模拟手术室内逐个进行$由相同的老师监考$评分标准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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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分为
+-

分#引流管护理操作考试则从,胸腔闭式引流护

理-",胆道引流管护理-两个项目中抽考一个$安排在外护模拟

病房内逐个进行$监考教师按统一的评分标准打分$满分为
+-

分#最后将手术室护理技术操作考试和引流管护理操作考试

的成绩相加获得外科护理技术操作考试成绩#(

2

)期末理论综

合考试采用教考分离$试卷由校外的护理教师命题$满分为

.--

分$考试题型中单项选择题占
+-/

$填充题
.-/

"名词解

释
.-/

"简答题
.+/

和病例分析题
.+/

#考试后由课题组教

师以流水作业的方式阅卷#

!$"$#

!

自我导向学习能力评价
!

课程开课前及结束后$分别

采用台湾护理学院李皎正教授等研制的护理学生自我导向学

习能力量表(

@&;U3TN<&>6&CO&)<*N*

R

a*H6<JF&*6:B<DJ<HN*

R

@6JC&*6H

$

@TOaD@

)

&

.

'对两组学生进行自我导向学习能力评

价#该量表共
,-

个条目$由
7

个维度组成!学习动机"计划与

实施"自我监控"人际沟通#采用
ON?&<6+

级计分法$得分越高

说明自我导向学习能力越强#

!$"$"

!

观察组的问卷调查评价
!

在学期末向观察组学生发放

调查问卷$了解学生对利用课程平台开展翻转课堂教学的评价

态度#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P@@.5$-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计量资料以
Fm=

表示$正态分布数据用
9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学生考试成绩的比较结果
!

在外科护理课程学习结

束后$两组学生的外科护理期中考试"操作考试及期末考试成

绩比较$观察组均高于对照组(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学生考试成绩比较'

Fm=

$分(

组别
(

期中考试成绩 操作考试成绩 期末考试成绩

观察组
71 5,$05m5$74 55$21m2$7+ 5,$5,m4$15

对照组
+- 04$.-m1$+1 54$24m2$11 00$.5m1$0,

9 92$445 9,$0-2 92$2-1

! -$--- -$--5 -$--.

表
,

!!

两组在开课前后自我导向学习能力

!!!

比较'

Fm=

$分(

组别
(

开课前 课程结束后
9 !

观察组
71 4+$,5m,$,1 07$41m.$-2 20$,-7 -$-.,

对照组
+- 44$.-m-$10 40$51m,$10 .$+1, -$..-

表
2

!!

学生对基于课程平台的翻转课堂教学的

!!!

评价结果'

(871

(

学生对基于课程平台的

翻转课堂教学的评价

评价意见&

(

(

/

)'

同意 不确定 不同意

养成了课前主动学习的习惯
7+

(

1.$5

)

,

(

7$.

)

,

(

7$.

)

增强了外科护理课堂的趣味性
74

(

12$1

)

,

(

7$.

)

.

(

,$-

)

提高了学生的课堂参与度
77

(

51$5

)

2

(

4$.

)

,

(

7$.

)

利于养成小组讨论的习惯
7-

(

5.$4

)

+

(

.-$,

)

7

(

5$,

)

利于培养自我学习能力
7.

(

52$7

)

7

(

5$,

)

7

(

5$,

)

消除了被动听课的疲惫感
25

(

00$4

)

4

(

.,$,

)

+

(

.-$,

)

能当堂完成平台上的单元测试题
72

(

50$5

)

+

(

.-$,

)

.

(

,$-

)

#$#

!

两组学生自我导向学习能力的比较
!

开课前$观察组与

对照组学生自我导向学习能力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课程结束后$两组自我导向学习能力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

!

观察组学生对翻转课堂教学的评价结果
!

学期末向观察

组学生发放对基于课程平台的翻转课堂教学的评价调查问卷

共
71

份$收回
71

份$调查问卷结果见表
2

#

"

!

讨
!!

论

"$!

!

翻转课堂教学的实施促进了课程平台的使用
!

翻转课堂

的课前学习活动和课堂活动是相互关联的$必须基于学习平台

实现学生与教师的互动和开展教学&

,

'

$因此网络教学平台是开

展翻转课堂教学的必备条件$科学有效地使用网络教学平台将

更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

2

'

#本校外科护理课程利用,超星-

网络教学平台建成课程网站$按照教学计划编排教学单元$各

单元内上传相应的教学微视频"微课件"知识要点及临床案例"

习题等学习资源$逐步完善课程网站的建设$从而为学生学习

外科护理提供了新的学习途径$也为翻转课堂教学的实施创造

了条件#而与此同时$翻转课堂教学的实施又促进了课程平台

的使用#外护课程平台的统计资料显示$观察组的课程平台学

生平均访问次数已达
,54

次$视频的生均观看时长为
,+5FN*

$

,学习任务-的生均完成率为
10$2/

%而对照组的课程平台学

期生均访问次数仅为
.-,

次$视频生均观看时长为
..+FN*

$

,学习任务-生均完成率为
05$4/

#两组数据的显著差异充分

说明翻转课堂教学的实施提高了课程平台的使用率#

"$#

!

翻转课堂提高了学生的自学能力
!

自我导向学习能力是

护理人才成长的关键要素$用
@TOaD@

来测量护理学生的自我

导向学习能力是可靠的%丰富且易获取的学习资源是自我导向

学习的前提条件$良好的学习习惯与动机是自我导向学习的重

要保证和根本动力&

7

'

#课程平台为学生提供了丰富且易于利

用的学习资源&

+

'

$其中的微课视频则有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学

习习惯和自主学习能力&

4

'

#已有研究表明$翻转课堂能有效提

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0

'

#本校的教学实践表明$课程结束后观

察组学生的自我导向学习能力高于对照组(

!

$

-$-+

)%观察组

在课程结束后明显高于开课前(

!

$

-$-+

)$而对照组前后变化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笔者认为最可能的原因是翻转课堂颠覆

了传统教学$真正以学生为学习主体$把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

探索的学习#翻转课堂的教学形式十分强调学生课前的自我

学习$要求学生在每次课前均需访问课程平台$观看相应的微

课视频$学习相关知识点和概念$查阅相关资料$思考讨论平台

中提出的问题或排练情景剧$为课堂内的讨论或演练做好知识

和技能的充分准备#这种课前学习习惯的养成$有利于激发学

生学习外科护理的主动性$培养自主学习能力#

"$"

!

翻转课堂教学有效促进了外科护理的学习
!

(

.

)从两组

学生的外护期中考试"操作考试及期末考试成绩比较结果看$

观察组的学习效果均明显优于对照组#尽管对照组学生也在

使用课程平台辅助学习$但由于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仍然以,灌

输式-教学方式为主$学生处在被动接受的位置$学习积极性受

抑制$学生缺乏课前学习的动力$难以养成课前学习的习惯%很

多学生未能在课后及时认真地完成平台上的单元测试题$往往

通过抄袭其他同学的现成答案以完成任务$如此自然达不成学

习的目标#而在翻转课堂上$这种形式受到了颠覆$知识传授

通过信息技术的辅助在课前完成$知识内化则在课堂中经老师

的帮助与同学的协助而完成&

5

'

#翻转课堂的形式使得学生必

须在课程平台完成课前学习任务后$才能进入课堂进行学习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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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并能在课内及时完成平台上的单元测试题#学生对知识的

学习不再停留在简单的书本知识掌握与理解上$而是进一步开

始运用相关知识解决问题&

1

'

$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得到了充分发

挥#课堂中引入典型案例进行讨论$活跃了课堂气氛$激发了

学习兴趣$培养了学生的创造能力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提

高了学习效果&

.-

'

#(

,

)从观察组学生对利用课程平台开展翻

转课堂教学的评价问卷结果看$学生们对外科护理翻转课堂的

教学方式$基本持肯定支持态度$平均支持率高达
5+$0/

$特

别在,养成了课前主动学习的习惯-",增强了外科护理课堂的

趣味性-",提高了学生的课堂参与度-三方面支持率高达

51$5/

以上$学生们普遍认为该教学方式加深了对外护知识和

技能的理解"掌握和巩固$切实促进了外科护理的学习#

"$$

!

基于课程平台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有待改进之处
!

(

.

)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目前已较成功地应用于外科护理理实一体

课$但尚未在以理论为主的教学单元中成熟应用$这是由于以

理论为主的教学单元在微课制作上以录播形式为主$缺乏生动

性$难以吸引学生主动进行课前学习$又由于其内容具有高度

概括性$在课堂上难以就具体外科病例展开讨论$翻转课堂实

施效果欠佳#因此$今后应加强研究外护理论与临床实际在教

学中的深度融合#(

,

)翻转课堂的全员参与度仍有不足#观察

组仍有
4/

的学生未按照翻转课堂的要求及时进入课程平台

进行课前学习$课堂内很少主动参与讨论#这少部分学生需引

起高度关注$其参与度低的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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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5+

(

0

)!

.,073.,01$

(收稿日期!

,-.43-+3..

!

修回日期!

,-.43-03,.

)

.707

重庆医学
,-.4

年
..

月第
7+

卷第
22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