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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卫生统计学是一门应用数理统计学的原理和方法，来研究居

民健康状况以及卫生服务领域中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的一门

学科，也是预防医学生的专业必修课程。预防医学学科是以人类

群体为研究对象，以预防为主要指导思想，基于“环境-人类-健

康”的模式，来研究传染病防控、环境卫生、职业卫生、营养卫

生等公共卫生问题。因此，对于预防医学专业来说，人群数据的

分析尤为重要。如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时，各地有关新

型冠状病毒的流行病学特征分析，为我国实施有效的疫情防控措

施提供了科学依据。但是，由于卫生统计学是统计学的一个分支，

其统计学原理涉及较为复杂的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对于医学生来

说，理解和掌握起来有一定的难度。我校2010年开设预防医学本

科专业，每年招收30位左右的学生，2014年开始《卫生统计学》

课程的教学。

为了解宁波大学医学院预防医学专业本科学生对《卫生统计

学》课程的认识和学习状况，比较疫情暴发期线上教学和非疫情

暴发期线下教学的差异，本课题对我校2016和2017级预防医学专

业学生对《卫生统计学》课程的认识、学习态度和学习情况进行

了问卷调查。其结果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有针对性地改进教学方法，

完善教学内容体系，提高教学质量。

1  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我校2016级和2017级预防医学专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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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生。授课教材为人民卫生出版社，李晓松主编的《卫生统计学》

（第八版），理论课时51个学时，实验课时34个学时。其中，2016

年级学生在上《卫生统计学》课程时为2020年上半学年，正处于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暴发时期，有一半的课程采用线上方式完成。

而2017年级学生的所有教学均在线下完成。

1.2调查方法

通过问卷星app向学生发放调查问卷。调查内容包括对卫生

统计学的认识，学习态度、教学满意度、知识掌握情况、课程思

政内容等共24个条目。每位学生以匿名的方式填写问卷。

1.3统计学方法

采用excel建立数据库，由2名工作人员对问卷数据进行核

对。采用SPSS 21.0统计软件对资料进行统计分析，两组率的比

较和关联性分析均采用卡方检验，两组连续型变量的比较采用t

检验，采用R统计软件进行作图。

2  《卫生统计学》课程的调查分析

2.1学生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问卷共收回2016级学生32份，2017级学生39份，

共71份。其中，男生占40.85%，女生占59.15%。

2.2《卫生统计学》课程的认识情况

我校大部分预防医学专业学生对《卫生统计学》课程均有正

确的认识，认为学习《卫生统计学》的主要目的是实际应用或者

提高专业技能，可以提高他们的综合能力以及对数据的分析能力。

2016级有84.38%的学生表示比较喜欢或很喜欢该课程，而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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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则有69.23%，两者没有统计学差异（2.214，P=0.137）。2016级

只有9.38%的学生表示该课程难，而2017级却有超过一半的学生

觉得难或者很难（58.97%，x2=18.631，P=0.16E-6）。两个年级

对该课程的难易程度理解相差较大，与他们对该课程的喜爱程度

有关（x2=7.597，P=0.006）。至于性别上，2016 级和2017 级

的学生在喜爱程度和难度上均没有差别。

两个年级的学生在学习该课程中遇到的困难主要都集中在数

学基础不好和课程内容太难，提示在《卫生统计学》课程学习

之前，设计和组织一些提高数学能力的兴趣活动或选修课，有

利于该课程的学习。

2.3《卫生统计学》课程的学习态度

我校大部分预防医学专业学生对《卫生统计学》课程的学

习态度比较积极。2016级和2017级分别有93.75%和84.61%的学

生觉得课堂作业或小测试非常有必要，可以检验是否掌握所学知

识和活跃课堂气氛，另外，2016级有40.63%的学生觉得课后作

业非常有必要，应该多做，56.25% 觉得适当做，而2017 级则

有28.21% 觉得应该多做，71.80% 觉得适当做，两者没有统计

学差异（x2=1.445，P=0.229），且不同年级里男生和女生之

间也没有较大的差异（P> 0 . 0 5）。

在遇到学习困难的时候，2016级和2017级的学生都倾向于

喜欢当面向老师和同学请教（68.75% 和 61.54%），但是在自己

专研和线上寻求帮助上的比例有一定的差别，2016 级有12.50%

选择线上寻求帮助，而2017 级只有5.13%。这可能是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期间，2016级的教学有一半的时间采用线上模式，

导致部分学生把在线搜索和帮助作为学习的手段之一。同样，

不同年级里男生和女生的请教方式仍然没有差异（P>0.05）。

2. 4《卫生统计学》课程的学习状况

2016级有81.25%学生有超过半小时的预习，预习的方式主

要是看教材（87.5%），看视频（71.88%）、做练习题（50.00%）和

看其他资料（50.00%）。另外，有81.25%的学生在课后有超过半小

时的复习，预习的方式主要是做练习题或作业（93.75%），看教材

（71.87%）和看视频（68.75%，图1）。而2017级只有53.85%学生

有超过半小时的预习，与2016级有差别（x2=5.899，P=0.015），

预习的方式主要是看视频（84.62%）、看教材（69.23%）、其他参

考资料（35.9%）和做练习题（33.33%，图2）。另外，有61.54%

的学生在课后有超过半小时的复习，与 2 0 1 6 级没有差别

（x2= 3.279，P=0.07），复习的方式主要是看教材（92.31%）、

做练习题或作业（82.05%）以及其他参考资料（56.41%，图3）。

两个年级对课程的预习时间上有差异，同样与学生对该课程的喜

爱程度有关联（x2=13.517，P=0.236E-06）。

图 1·两个年级学生预习《卫生统计学》课程的方式

图 2·两个年级学生复习《卫生统计学》课程的方式

2 . 5《卫生统计学》课程的授课方式

2016和2017级学生均更喜欢采用线上+线下模式来进行学习

（分别为84.38%和76.92%），两个年级对卫生统计学的授课方式也

具有较为一致的选择，前两种倾向均为：1）结合实际案例，由同

学和老师共同分析；2）以问题导向的形式来进行解决（图3）。但

是这两个选项的得分均是2016级学生更高（P<0.05）。另外，2016

级学生中认为有必要在课堂学习之余进行实践调查研究的学生比

例（90.63%）比2017级高很多（58.97%，x2=8.984，P=0.003），

可见2016级学生在学习上更加积极和更有热情。

关于课程思政的内容，2016级和2017级的学生都希望在真实

对待数据的严谨性上多做点介绍。其次是时事热点新闻报道的统

计分析案例、国内研究者杂志上发表的统计分析案例、卫健委开

展的调查统计案例（图4）。

图3·两个年级学生对《卫生统计学》课程授课方式的选择

图4·两个年级学生对《卫生统计学》课程思政内容的选择

2 . 6《卫生统计学》课程的能力提升

关于综合能力提升方面，对于2016级学生得分最高的是自我

学习能力，其次是总结归纳能力。而2017级的学生觉得电脑操作

水平提升最多，其次才是自我学习能力。2016 级学生自我感觉

自我学习能力提升最高，可能的原因是他们有一半课程是采用线

上教学。线上教学的授课方式促使学生花额外的时间来对知识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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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理解和消化，从而提高自学能力。但是完全依赖线上的教学

模式，缺乏师生的互动和面对面的交流，也将影响学生的学习

效果，提示线上+ 线下混合式教学可能是最好的方式，同时也

是学生最喜欢的方式。

对于专业水平的能力提升，2016 级学生得分最高的是统计

推断方法的正确使用，而2017 级得分最高的是统计指标的正确

使用，但2016 级和2017 级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3  《卫生统计学》课程的改革探索

3.1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的改革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基于网络的线上教学资源也日益丰

富，如中国大学 MO O C（慕课）平台汇集了上千余门课程，包

括国家精品在线课程，省级精品在线课程等，为广大教师和学

生提供了优质的教学视频资源。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也逐渐被线上

和线下混合教学模式所取代[1-2 ]。为此，一方面，我们整合了

慕课平台上优质的《卫生统计学》教学视频。另一方面，根

据课程需要，我们的教学团队也录制了相关教学视频，已在中

国大学MOOC（慕课）平台上线。对于2018 级的预防医学专业

本科生，我们正在实行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的改革，课前发

布观看预习视频、思考课程内容有关的问题等要求，同时，课

后发布在线作业，必要时课中进行在线测试等，实现线上自

学、课堂线下教学及课后线上巩固的有效融合，以达到最好的

教学效果。

3.2PBL教学模式的探索

PBL是Problem Based Learning的简称，由美国神经病学

家Barrow提出并于1969年首次被引入加拿大Mcmaster大学[3]。

PBL教学模式已在多所高校的《卫生统计学》课程中进行实践与

应用[4-5]，并证明比传统教学模式具有更好的教学效果，可以有

效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总结归纳能力、语言表达能力、

提出问题能力、思考问题能力、课题设计能力等，适合逻辑性

强的《卫生统计学》课程的学习。为此，我们也曾经进行过

PBL 教学的探索。针对《卫生统计学》课程的重要知识点设计

问题，在课前发布，要求同学们思考，或者以小组为单位进行

讨论，查找相关资料，组织答案，并在课堂上进行汇报和解

答。PBL教学模式以问题为导向，充分发挥了学生的自主和能动

作用，从以老师为主的模式向以学生为主的模式转变，更加锻

炼学生的终身学习能力。

3.3统计调查案例的实践

《卫生统计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预防医学专业

的本科生除了对统计理论的理解外，更重要的是掌握如何进行课

题设计和实践操作，形成缜密的统计学思维和科研思路，并正

确应用于医学和公共卫生领域实际问题的研究。在完成常用统计

学分析方法的教学之后，对学生进行分组，5~6 位学生为一组，

要求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自行设计课题、实施方案和调查问

卷，并进行实施，完成统计设计、采集数据、整理数据、分

析数据、得出结论一系列完整的统计学分析过程。最后，以小

组为单位在课堂上进行汇报，提交分析报告。通过自主调查统

计分析的实践，提高学生的课题设计和统计设计能力，进一步

加深课程内容的理解和应用，为将来工作岗位的胜任奠定坚实的

基础。

3.4课程思政内容的融合

课程思政是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高度，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的重要途径。早在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会议上指出，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

育人，全方位育人。预防医学本科生毕业后的就业去向是各市、

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各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区卫生局等，从事着与公共卫生、人群健康、环境健康相关的工

作，与健康城市的建设和实现息息相关。《卫生统计学》作为专业

必修课程，是预防医学本科生重要的专业知识，在其中融入思想

政治教育，有利于大学生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

立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加强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为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添砖加瓦。为此，我们可以围绕中国统计学发展

史、中国统计学家的事例、国内社会经济民生的调查案例、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政策及开展的工作、国内时事热点新闻等开展

思政教育，并强调数据的严谨性和真实性，传颂甘于奉献、大爱

无疆的崇高精神，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养，提高应对重大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的处理能力。

4  结语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数据的处理和分析能力在公共卫

生领域显得尤为重要，而《卫生统计学》是预防医学生接受统

计思维训练的载体，其教学效果直接影响将来工作岗位的胜任能

力。因此，了解我校预防医学生学习《卫生统计学》课程的

态度与现状，探索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创新，有利于进一步提升

学生综合能力，提高学生培养质量。本课题通过调查2016 级和

2017 级预防医学专业本科生对《卫生统计学》课程的认识、学

习态度和学习情况，发现我校大部分预防医学专业本科生对

《卫生统计学》课程有正确的认识和积极的学习态度，学习情

况良好。其中，2016 级学生相较于2017 级，具有更积极的学

习状态，提示针对不同年级的学生，应该在该课程的学习之初

进行调查分析，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因地制宜地设计教学过

程，以达到最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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