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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通在高校外科护理学课堂师生交互中的心理效应
及其对教学质量的影响

李丽华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安徽 合肥 230031）

摘要：本研究旨在探索学习通在高校外科护理学课堂师生交互中的心理效应及其对教学质量的影响。通过问卷调查基于学习通的外

科护理学教学模式对学生的教学效果，结果显示超过 90% 的学生认为学习通辅助教学后理论知识掌握、学习兴趣、自主学习能力、课堂

气氛活跃、参与度得到显著提高，课后问题也得到更及时地解决，教学效果显著优于传统教学模式；与学习通辅助教学前（传统教学模式）

相比，应用学习通辅助教学后，师生互动水平显著提高、学生的放松、兴趣及自豪的情绪评分更高，焦虑、羞愧、厌烦等消极情绪更低。

通过对外科护理学课程采用基于学习通的混合教学模式，以期为未来实现医学课程数字化、提高教学效率提供有效参考。

关键词：外科护理学教学；学习通 APP；混合式教学；师生交互；心理效应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通信技术的覆盖应用，“互

联网 + 教育”时代已经到来，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已经无法满

足新时代大学生对个性化学习的多样需求，当前的教育教学亟须

改革创新。互联网与课程教学相融合的教学模式，是我国现阶段

教育改革的大趋势。把传统教学的优势与在线学习进行有机融合，

既起到教师的引导与监督作用，又能够培养学习者参与的积极性、

学习的主动性和思维的创新性，这种混合式的教学模式将成为教

育与教学改革所提倡的新型教育方式。在这种环境背景下，“学

习通”等课堂辅助软件（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为高校

课堂师生交互提供更多有利条件。其中， 学习通是基于微服务架

构打造的课程学习、知识传播与管理分享平台， 能够将在线课程

内容与课堂教学相融合、相补充，提高学生学习热情和学习效果。

因此，本研究将学习通用于《外科护理学》的  实际教学中，以期

对教学活动提供可行性的参考意见。  

一、基于学习通的《外科护理学》混合式教学模式的课前准

备

《外科护理学》是临床护理教育的一门重要课程，它以外科

常见病、多发病为重点，通过整体且科学的护理，来解决手术相

关护理中的实际问题，提高手术护理的质量和水平。由于这门课

程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实践性，因此，在其教学和实践过程中，

必须注重工作流程的科学与规范。本研究通过对各种移动教学平

台或软件等的优势和不足的分析后，选择了“学习通” APP 作为

教学的主体平台，通过完成《外科护理学》微视频或 PPT 课件等，

以学习通为载体搭建在线教学课程平台，设计全新的教学模式，

即线上课前自主学习、课中线上互动以及课后线上教学效果评价，

在教学前、中、后三个阶段进行全程化线上辅助教学，以培养学

生自主学习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基于学习通的《外科护理学》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具体实

施

课前，提前 1 周布置学习任务书并提示本章节重难点，于学

习通上上传相关微视频及 PPT 课件；另外，通过课前学习中的章

节测试题发现不懂的问题，有助于学生在上课时带着问题听讲，

对知识点的记忆更加深刻。

授课前，首先通过点名、线上扫码签到等方式，确定班级每

位学生均在线。授课过程中增设现场学习通抢答环节，对抢答的

同学进行积分，加强课堂互动，增加学习趣味性；并通过不定时

推送测试题、随机点名回答问题等，增加学生听讲的专注性，通

过实时查看学生回答的情况判断教学效果，对疑难的知识点进行

侧重性教学。另外，不定时开展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让学生在课

前对学习任务书进行自主学习后，以组建学习小组方式制作 PPT

并进行课堂汇报，教师和其他同学可在汇报后提出疑问和意见，

并进行讨论。

课后，通过学生对课后作业的完成情况、正确率判断学生对

知识点的掌握水平。例如乳腺癌手术护理相关课程授课完成后，

布置了题目 “乳腺癌术后肢体锻炼的口诀是什么？”等等。利用

学习通开展话题讨论、头脑风暴、答疑解惑、案例讨论等环节互动，

将课程延展教学延伸至课后，培养学生临床护理思维模式、评判

性思维能力、自主学习能力，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三、基于学习通的《外科护理学》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效果评

估

（一）教学效果

为了更好地了解实施基于学习通的外科护理学教学模式对学

生的教学效果，对本次授参与研究的 2020 级四年制护理学专业  

1-7 班共 342 名学生进行线上问卷调查。结果如表 1：结果显示超

过 90% 的学生认为学习通辅助教学后理论知识掌握、学习兴趣、

自主学习能力、课堂气氛活跃、参与度得到显著提高，课后问题

也得到更及时地解决，教学效果显著优于传统教学模式（P<0.05）。

表 1 学习通辅助教学前后学习效率比较 [n（%）]

教学方式 例数 促进理论知识掌握 增强学习兴趣 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课堂气氛活跃、参与 度高 课后问题得到及时解 决

传统教学模式 342 310（90.64） 304（88.89） 305（89.18） 291（85.09） 284（83.04）

基于学习通的混

合式 教学模式

342 331（96.78） 322（94.15） 328（95.91） 315（92.11） 320（93.57）

χ2 - 10.944 6.104 13.585 8.335 18.346

P - 0.001 0.014 0.000 0.004 0.000

（二）师生互动水平

为了了解学习通辅助下的教学模式对师生互动水平的影响，

以师生交互问卷对学习通辅助前后的师生交互水平进行评估 。其

中，师生交互问卷由贾斌编制，共包括交互的方式、频率、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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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7 个维度，每个维度按照 1 ～ 5 分计分，代表非常不同意 ~ 非

常同意，师生互动水平与得分成正比，此问卷的 Cronbach's α 为

0.96；评估结果如表 2：与学习通辅助教学前（传统教学 模式）相比，

应用学习通辅助教学后，师生互动水平显著提高（P<0.05）。

表 2 学习通辅助教学前后师生互动水平比较（分， ±s）

教学方式 例数 师生交互问卷评分

传统教学模式 342 24.39±2.46

基于学习通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342 30.25±2.11

t 33.438

P 0.000

（三）学生心理效应评估

在应用学习通辅助教学前后以大学生学业情绪问卷评估学生

的心理效应，该问卷由马惠霞编制，共包括 10 种情绪类别 ，如

焦虑、厌烦、失望等，共 88 个条目，每个条目按照 1 ～ 5 分计分

方式，各项情绪体验与得分成正比，Cronbach's α 为 0.88，各维

度 Cronbach's α 均在 0.70~0.88 范围内。评估结果如表 3：与学习

通辅助教学前（传统教学模式）相比，应用学习通 辅助教学后，

学生的放松、兴趣及自豪的情绪评分更高，焦虑、羞愧、厌烦等

消极情绪更低（P 均 <0.05）。

表 3 学习通辅助教学前后学生心理效应比较（分， ±s）

情绪类别 传统教学模式 基于学习通的混合式

教学模 式

t P

希望 26.59±4.95 27.13±3.66 1.622 0.105

放松 29.12±5.89 32.55±4.23 8.747 0.000

兴趣 15.94±4.20 17.49±3.28 5.379 0.000

自豪 26.57±6.86 29.33±4.15 6.366 0.000

愉快 27.26±5.17 26.59±5.33 1.669 0.096

焦虑 41.42±7.96 35.68±8.05 9.377 0.000

羞愧 22.24±2.95 19.56±2.67 12.456 0.000

厌烦 33.25±7.45 29.04±7.13 7.550 0.000

气愤 17.23±3.21 14.26±2.94 12.618 0.000

失望 23.24±5.42 23.24±4.95 0.580 0.563

四、基于学习通的《外科护理学》混合式教学模式的课后思

考

本研究显示，实施基于学习通的外科护理学教学模式后，超

过 90% 的学生认为教学后理论知识掌握、学习兴趣、自主学习能 

力、课堂气氛活跃、参与度得到显著提高，课后问题也得到更及

时地解决，教学效果显著优于传统教学模式。这依赖于学习通为

老师和学生搭建了一条很好的交流通道，学生可以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任何地点，直接向老师提出问题，老师也能够更快、

更高效地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从而进一步提升了教学效率。与

此同时，这种模式增加了教学的深度，在高校的课堂教学中，这

种教学方式不仅仅是单纯地向学生单向灌输知识，而是更加注重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为后期临床工作做准备。另外，通过

实行线上线下混合的教学方式，把部分的教学内容转换成了课前

的自主学习，并通过不定时的进行翻转课堂，让学生学习的主动

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从而节省了课堂的教学时间，让老师

能够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对学习的重点和难点的深入讲解上  ，从

而极大地增强了教学效率。

在本研究中，与学习通辅助教学前（传统教学模式）相比，

应用学习通辅助教学后，师生互动水平显著提高。这是由于学习

通辅助的《外科护理学》的教学实践可以让老师们根据自己的教

学目的以及课程的特征，提前将教学资源推送至线上，通过平台

的各种功能，组织同学们进行自主和（或）小组协作学习，同时

还可以通过平台上习题集答题情况等评估学生知识点掌握情况，

从而达到实时的反馈。从以上的实践成果来看，学习通辅助的教

学方式可以让学生更明确地了解自己的学习目的，提高学生的自

主与主体性，提高碎片化时间的利用率和交互性，同时，在教学

过程中，学生的主体性以及老师的领导作用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最后，应用大学生学业情绪问卷在学习通辅助教学前后对学生的

心理效应进行评估，结果显示应用学习通辅助教学后，学生的放松、

兴趣及自豪的情绪评分更高，焦虑、羞愧、厌烦等消极 情绪更低，

说明学习通辅助的教学模式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情绪水平。

综上所述，基于学习通的《外科护理学》混合式教学模式不

仅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高校学生对《外科护理学》的学习效果 ，

且显著提高了师生的互动水平，大大改善了学生的学业情绪。然而，

如何掌握好课程大纲，让课堂更有针对性，更好地提升学生的学

习效率，还需要在持续的摸索中，找到一个线上线下模式最好的

平衡点，以实现最好的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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