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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索小规模的限制性在线课程"!%/0$教学模式在临床医学外科手术教学中的应用效
果%方法!选取&145级临床医学八年制29名学生作为试验组!采用!%/0教学模式授课'选取同期&1&1级
临床医学五年制4(1名学生作为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模式授课%以&组学生平均成绩评价教学模式的教学
效果%结果!试验组学生总成绩("657(X;7:$分)显著优于对照组("6&7:X27&$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7
114$%结论!!%/0模式可有效提高学生的理论成绩和临床技能成绩!提升学生的操作能力及团队协作能力%

#关键词$!小规模的限制性在线课程'!外科手术'!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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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规模的限制性在线课程$!%/0%是一种结合传
统课堂教学和在线教学的混合学习模式'其作为一种
新兴的互联网教学模式概念'主要特点是慕课
$R//0%课程的一种改进'在/互联网]0的时代环境
下'为高校教学模式的时代变革提供新的可能(43&)&
教学模式的主体是学生'教师是引领者&教师根据教
材的重难点和学生的学习接受能力程度'通过!%/0
利用网络资源设计在线教学视频'学生课前要主动观
看教学视频'理解理论知识&课上学生操作'教师答
疑和指导'规范学生的操作'给予帮助'课后观看教学
视频复习(()&学习过程中'学生可提出疑惑和不理解
的知识'教师通过线上或线下给予解答(9)&外科手术
学是一门对理论知识与操作能力要求较高的课程'也
是连接课堂理论学习和临床实践操作的桥梁课程'对
临床医学生未来从事外科工作具有重要作用和意

义(;)&本研究将!%/0模式应用于外科手术学教学
中'以期提高医学生的外科操作水平'提高其学习
效率&

G!资料与方法

G7G!一般资料!选取&145级临床医学八年制29名
学生为试验组'其中男 &2 名$91728%'女 (6 名
$;5798%'平均年龄 $&&7(X17;%岁'入学成绩
$6;7(X97;%分'&1&&年外科手术学基础平均成绩
$6&75X274%分&另选取&1&1级临床医学五年制4(1
名学生为对照组'其中男;(名$917:8%'女::名
$;57(8%'平均年龄 $&47;X17:%岁'入学成绩
$:67;X:76%分'&1&&年外科手术学基础平均成绩
$647&X27(%分&("9人一组'男女随机分组&&组
学生基本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71;%'具
有可比性&

G7H!方法!试验组学生采用!%/0教学模式'对照
组学生采用传统教学模式&

G7H7G!传统教学模式!课前学生自行学习教材'课
上首先由授课教师给学生讲解理论知识和操作步骤'
理论授课结束后'教师带学生到实验室进行动物外科
实践操作'教师陪同观察和指导'学生实践操作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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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教师对授课内容总结回顾'解答学生疑问'布置课
后作业&

G7H7H!!%/0教学模式!结合外科手术课程实践性
强与理论知识要求高的教学特点'教师根据教学大
纲*教学内容及学时$表4%的要求制作教学视频'将教
学视频上传到教学软件'学生通过软件学习教学视
频'利用课余时间自行在线观看'课前线上自主学习'
线下课上操作'课后教材和教学视频结合复习&学习
过程中可通过微信群与教师学习交流和问题解答&

表4!!!%/0教学模式

教学内容 学时 教学内容 学时

绪论 4 静脉切开术 ;

外科打结法 9 清创术 ;

缝合$一%6种缝合方法 ; 腹壁切开术 ;

缝合$二%肠吻合缝合 ; 盲肠切除术 ;

无菌术 ; 脾切除术 ;

术前准备 ; 小肠部分切除术 ;

G7H7H7G!线上课前教学!线上课前教学基于学校智
慧教学软件平台'以学生线上学习视频为主&教师根
据教学大纲要求制作教学视频'将教材知识和实操凝
练于视频中'精心设计教学视频'将视频时间控制在

&1->@内'视频播放结束有知识点测试题'同时将教
材也一并发放给学生&学生利用课前空闲时间观看
教学视频并完成知识点测试题&学生根据自己学习
教材和教学视频内容的重难点'在软件对应章节教学
视频界面发帖或者在微信群提出疑惑'教师给予指导
和解答'学生自主完成课前学习'为线下实操打下
基础&

G7H7H7H!线下实操教学!外科手术实操以比格犬作
为手术操作对象&学生以("9人为一组操作'以学
生操作为主'教师观察和指导学生为辅'发现错误操
作提醒改进'对正确操作给予肯定&在外科手术基本
技能课中'教师先让学生展示操作'检验学生课前线
上学习效果'教师对学生的操作进行评价'指出学生
的不足'教师示范正确的操作过程'让学生倾听改正'
规范操作&学习并掌握外科手术基本的手术技能后'
开展手术操作'在学生手术操作过程中'教师全程陪
伴'对学生的错误操作给予指正'指导学生优化手术
操作技能'教师随时会提问学生关于外科手术和操作
原则的问题'了解学生知识的掌握情况'对学生未掌
握或遗忘的知识给予提醒'让学生课后加强对该知识
点的复习&

G7H7H7I!课后总结回顾!每次课后会布置相应的作
业'如外科手术打结作业*缝合方法训练作业*手术过
程记录书写&课程会将手术缝合包发放给学生'手术
缝合包可进行外科手术6种缝合方法*肠吻合缝合和
手术器械练习'学生可通过手术缝合包练习缝合技能

达到/稳*准*快0要求'即操作稳*操作部位准*操作过
程快&学生利用课后空闲时间完成作业'温习所学过
的知识和操作'反复观看教学视频加深理解'在课后
复习中遇到问题'可通过微信请教教师或者重新观看
教学视频&
G7H7I!期末测试及教学效果评价!$4%课程结束后
进行期末测试'包括临床技能操作测试和理论知识测
试&临床技能操作测试以学生小肠部分切除操作手
术为主'学生组内分工'相互配合完成手术'教师对学
生的配合与手术操作完成度进行考核评判+理论知识
测试以授课内容为准'考试内容有选择题*填空题*名
词解释*英译汉*简答题*手术记录2种题型'围绕外
科手术理论知识和操作进行考核&$&%通过试验组学
生对课程反馈的问卷调查评价教学效果&
G7I!统计学处理!采用!%!!&;7;软件对数据进行
统计学分析&其中计数资料以构成比表示'采用!&

检验+计量资料以4X"表示'采用:检验'$$171;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结!!果

H7G!&组学生测试成绩比较!试验组学生测试总成
绩为$657(X;7:%分'对照组学生测试总成绩为
$6&7:X27&%分'&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
:742;'$$17114%&进一步分层分析'对照组成绩大
于或等于51分4:人$4(748%'61"$51分:5人
$21768%':1"$61分(1人$&(748%'21"$:1分9
人$(748%'$21分1人+试验组成绩大于或等于51
分(4人$96798%'61" $51分(1人$92758%'
:1"$61分&人$(748%'21"$:1分4人$4728%'

$21分1人'&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76:6'$$17114%&

H7H!教学效果评价!调查结果显示'试验组52758
$2&"29%学生对这门课很感兴趣+5&7&8$;5"29%学生
认为此教学模式加强了基础知识理解'提升了操作技
能+5(7:8$21"29%学生认为课前的视频帮助其准确
清晰地理解了手术要点和知识&另外'超过61718以
上的学生均认可此教学模式'并愿意推荐给其他人&
I!讨!!论

I7G!!%/0教学模式有利于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
力!!%/0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主*教师为辅&学生课
前要自主学习'课上独立操作'课后自主复习&学生
自主学习贯彻在课程教学中'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要求较高'学生要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地完成课程
安排'课程结束后'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有一定程度
的提升(236)&
I7H!!%/0教学模式有利于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及操
作能力!课前的教学视频让学生学习理论知识和操
作过程'教学视频后的测试题帮助学生巩固知识点'
能提高观看视频吸收知识的效率+线下教学中'学生
已学习理论知识可直接操作'节约了教师课上讲解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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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点的时间'很大程度将课程交给学生'教师在旁边
给予指导与帮助'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5344)&学生有
更多的操作时间'也可获得更多的教师指导'提高操
作能力&
I7I!!%/0教学模式应用的局限性!!%/0模式应
用受限于网络*教学视频制作能力*学生个人偏好及
学习能力(4&)&$4%!%/0模式的前期学习需网络的支
持'网络延迟会影响学生观看视频'一定程度影响学
生课前学习效果+$&%教学视频的制作能力是对教师
的考验'教师要学会使用视频剪辑软件剪辑视频'还
要保证教学视频知识的质量和趣味性'优质的教学视
频有利于学生耐心观看教学视频+$(%对于偏爱传统
教学的学生'教师授课在学生学习和知识理解方面发
挥很大作用'这类学生课堂专注力高*课上吸收知识
效率高'而面对在线教学视频时易分神*学习效率不
高'造成学生学习达不到课程要求+$9%对于缺乏自主
学习能力的学生'线上教学对学生来说是巨大挑战'
学生易被其他信息吸引'失去观看耐心'自主学习专
注力较低'容易对知识的理解有限'影响线下教学效
果'以至于对课程失去积极性'对于这类学生通过课
程学习技能的目的性也在降低'学习效果不理
想(4(349)&
I7J!!%/0模式应用改进展望!$4%随着互联网的发
展'网络传输速度快*低延迟'网络对!%/0模式应用
的影响越来越小'促使!%/0新型教育模式可以广泛
开展+$&%对教师定期开展视频剪辑*教学软件使用等
方面的培训'提高教师的教学视频制作能力+$(%对于
学生的偏好及学习能力'教师需在课程前开展调查问
卷'了解学生的情况'帮助学生'指导学生'引导学生
思想*行动的转变'提高学生的自主性*积极性'以达
到提高课程教学效果+$9%!%/0模式应用于外科手术
学的教学效果显著优于传统教学'改进!%/0模式应
用的局限性'进一步探索 !%/0 教学模式的教学
效果(4;)&
I7M!!%/0应用于外科手术学的趋势!外科手术学
是一门理论与操作要求较高的课程'!%/0应用于外科
手术学的探索'充分结合了外科手术学的特点'课前学
习理论知识'教师无需重复授课'学生能有更多的实操
机会和时间'以提高其外科手术技能&线上线下结合的
模式'促使学生将线上知识转化到线下操作'高效的课
堂教学是互联网与外科手术学结合的趋势(42)&

时代在进步'教育模式也在创新'探索!%/0新
型教学模式的应用'为/互联网 ]0时代下外科手术提
升教学水平带来可能&线上教学视频的可重复性观
看'弥补了传统教学的缺点'学生可根据对自身学习
的不足'反复观看视频'充分消化知识漏洞&相对于
传统教学模式的/填鸭式0教学'!%/0模式把学生作
为主导者'教师作为引领者*指导者*监督者'学生要
主动学习'发挥主观能动性'教师引领学生学习知识'

指导学生规范操作'监督学生的学习情况及提醒学生
学习不足&!%/0模式的应用体现教育育人*培养人
才的理念'在教师多重身份变化引导下'学生学习到
外科手术的知识和操作'更好地满足社会对综合型人
才的要求(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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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探索!

基于$/%%%!的在线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在传染病
护理学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柳家贤!周!薇!马春花
"广州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广州;41461$

!!#摘!要$!目的!探讨基于导学互动的教学模式"$/%%%!$的在线虚拟仿真教学在传染病护理学教学中
的应用%方法!选取广州医科大学护理学院&14:级的54名护生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基于$/%%%!的在线虚
拟仿真实验教学方法%教学结束后!采用自制的教学满意度问卷调查护生对教学的满意程度!并对护生的反思
报告进行内容分析%结果!护生在激发学习兴趣&解决问题能力&临床思维能力&评判性思维能力&人文关怀能
力及教师教学态度满意度2个方面评价均较高"&6;8$%学生对基于$/%%%!的在线虚拟仿真实验的学习体
验归纳出9个主题,激发了学习的兴趣'有助于知识理解与拓展'有助于逻辑思维和批判性思维培养'有助于提
高临床情景应对能力和信心%结论!基于$/%%%!在线虚拟仿真实验的教学模式能优化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设
计!提升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

#关键词$!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传染病护理学'!护生'!在线

!"#!417(525"=7>??@741153;;457&1&(7&&71(; 中图法分类号%"9:
文章编号%41153;;45"&1&($&&3(59931( 文献标识码%0

!!虚拟仿真是一种采用以计算机为核心的高科技
手段'生成逼真的视*听*触觉一体化特定范围的虚拟
环境'用户借助必要的设备对虚拟环境中的对象进行
操作'与其产生交互作用以及相互影响'从而产生如
同在真实环境中的感受和体验(4)&目前'虚拟仿真软
件已运用于医学多学科领域'包括护理学的教学中'
教学效果得到了较好评价(&3()&有研究表明'虚拟仿
真实验教学可有效提高学生参与度(93;)&但其也存在
一定的局限和不足'由于实验对学生学习自主性要求
较高'反复多次的练习学生容易感觉单调&此外'由
于缺乏明确的学习任务及有效的互动'学生学习模式
仍为被动式学习'教学质量欠佳&$/%%%!即导学互
动的教学模式'其最早是由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
理工学院创建并推行的一种教学方法'其是基于学习
金字塔和注意力曲线所构建'目的是在于激发学生学
习过程的主观能动性'增强学生的参与度'从而提升
课堂教学效果(9)'其将教学过程依次分为2个阶段'

分为引入*学习目标*课前摸底*参与式学习*课内评
估*总结阶段(;)&有研究发现'该教学模式可以有机
地将教学内容与教学手段相结合'注重以学生为中
心'加强了师生教学互动交流与反馈(236)&基于此'本
研究将基于$/%%%!教学模式的线上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用于传染病护理教学中'取得初步成效'现将结
果报道如下&

G!资料与方法

G7G!一般资料!采用便利抽样法'于&1&1年;月选
取广州医科大学护理学院的&14:级护理专业本科三
年级学生共54名为研究对象'其中男44名'女61
名+年龄&1"&4岁&

G7H!教学方法!采用基于$/%%%!的在线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

G7H7G!教学安排!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为9学时'由
教师在平台上发布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共享

平台$F,,H!""&417947&&&7454!6&14%'学生课余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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