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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一年的疫情依旧在延续，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的师
生在本学期要求延期返校，按照国家教育部所出台的相关政策以
及学校的规定，学校采用网络课程教学的方式以确保疫情期间的
教学不停滞，我们自2 月17 日起，开始进行网络课程授课，时
间为16 周，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因此本文主要针对当前的网
络教育教学课程做好综合总结，了解该模式应用于《基础护
理》教学的利弊。

1  课程背景
《基础护理》作为护士培养中最为重要的临床基础课程之

一，是医学生进行医学知识学习的主要学习课程，有利于后续的临
床护理学的课程学习，在医学教学中有着重要地位。学习该门学科
有利于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多学习一些基础性理
论知识，注重学生的医学实践能力，是《基础护理》课程的重要特
点。该门课程的操作性强，一半以上的课时属于实操教学，在教学
过程中需要运用各项护理操作用物。学生需要进行反复模拟练习，
才能将知识转化为能力。然而，以师生时空分离为特点的线上教学
限制了学生现场跟随老师示教和实践练习的授课方式。如何最大限
度地完成原本应于线下示教的授课内容，实现课程教学目标，是线
上教学遇到的主要问题。本文将针对《基础护理》课程的线上技能
教学与学习开展探索与实践。

2  实施方案
2.1课前准备
课前将操作步骤、评分标准、操作视频发布到云课堂供学

生参考、预习。云课堂中有许多《基础护理》的优质课程，
需要仔细比较，精心挑选出更适合于湖北省护理操作规范，符
合我校教学要求的操作视频。

2.2课中教学开展
课中，利用QQ群、屏幕分享、虚拟仿真训练平台，详细讲解

操作目的、适应症、禁忌症等。在这个过程中，随时会有相应的
题目出现，学生们积极地进行抢答。播放教师的操作视频，让学
生进行纠错及点评，从而加深印象。尤其是操作过程中的要点和
常见错误动作，需要重点强调。将护士执业资格考试的相关题目
组成小测验，从学生的成绩以及题目错误率了解学生对重难点内
容的熟知情况，对于错误率高的题目再次讲解。

3  教学后续
在课前预习方面，大多数学生能够通过网络平台充分预习，

但仍有19.31%的学生不能及时完成。绝大多数的学生都能按时完
成课后网络作业。69.82%的学生对目前的在线学习平台非常满意
或比较满意，5.3%的学生对平台非常不满意或比较不满意。有22.
6%的学生认为此种教学模式达不到线下的教学效果，待学生返校
后采取线上和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强化学生线上学习期间的薄弱
之处，注重与学生互动，多维度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升学生
的学习投入度，让学生快速适应网课学习模式。

4  在线教学的优点
（1）在线教学有利于扩大教学对象的覆盖范围。优秀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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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以任务发布、护资考试网上模拟考试等居家学习形式，引导学生完成操作技能学习。这些探索和实践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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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精品课程对于各大高校来说总是相对少量不平衡的。通过网络
课程的学习，可以实现优质教育教学资源共享。利用在线教学
的方式有利于确保教师的价值最大化发挥，让学生不必要前往教
室就可进行学习。此时，教师可及时对网络精品课程学习，选
用高效的教育教学方式，进一步提升教学水准。

（2）拓展了教学时间和空间，提升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积
极性。由于在线学习具有碎片化以及随意性特征，学生可以在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利用自己的闲散时间进行网络课程的学习，
增强了学生学习的高效性与实时性，将学习时间延长化。除此
之外，网络课程中的视频可以反复观看，故学生可以对一个知
识点反复钻研，自行掌握观看的节奏。

（3 ）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除了课堂时间，学生很少有
机会提问，与老师交流探索。Q Q 群、直播、云课堂等工具的
应用打破了这种限制。线上提问的方式可以减少学生的拘束心
理，使其更积极主动的提问、讨论。教师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时
间进行解答，这样大大提升了师生间的互动和交流。

5  不足之处
（1 ）网络学习缺乏有效的监督。课前预习，完成课后作

业等均需学生自行在线完成，然而不能保证其真实性及独立性。
直播讲解和答疑期间，教师与学生之间隔了一个屏幕，教师无
法全方位的监督学生的听课情况。因此，部分自律性差的学生
学习参与性低，学习效果不好。

（2 ）受环境、网速的限制。疫情突发，师生短时间内不
能适应完全线上教学模式，教师授课环境和护生学习环境易受家
庭环境干扰。也可能会出现黑屏、卡屏等现象，影响教学进
度。信息化平台容量不能承受全面线上教学，平台卡顿等系列
问题影响教学效果，平台使用人性化有待提高。

（3 ）对于部分授课老师而言，慕课、云课堂、Q Q 、直
播等网络工具还属于新鲜事物，需要进一步去摸索、学习，才能
熟练运用。

6  小结
综上所述，现阶段国家比较重视教育教学的信息化。为了

进一步提升教育教学的网络教学质量，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构建以
学习者为核心的新型教学模式，提升信息化教学水准。此次肺炎
疫情期间，我院基础护理的网络教学方法，是在已有的教学基础
上，利用自媒体工具加强与学生之间的联系，将传统教育与互联
网有机结合，以老师作为基础的掌控者，引导学生在新形式下如
何进行网络课程学习，确保最终的教育教学效果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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