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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师生交互、学习投入为导向的医学院校低年级线上教学情

况调研

金子阳　吴泓乐　谢梦圆　叶敬畏（通讯作者）

温州医科大学　浙江　温州　325000

摘　要：目的：探究低年级医学生对当前线上教学的认可度，重点探究学生在线上学习中的交互程度和投入程度，为医学

院校优化线上教学提供参考。方法：以温州医科大学 525 名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评估其对线上教学的认可度，以频

度和深度两个维度探究其线上学习中的师生交互程度，通过《远程学习投入评价量表》在行为、认知、情感三个维度探究

学习投入。对部分学生进行访谈。将数据导入 SPSS 分析。结果：大部分学生认可当下混合教学模式；然而师生交互程度尚

不理想，尤其缺乏交互深度，在线学习投入总体较好，行为投入相对较弱；男生对在线学习的认可度、交互程度、学习投

入均高于女生。建议：①当前医学院校低年级日常教学中，线下教学为主的混合教学最值得最广，网络教学平台有待优化；

②取消交互与平时成绩的挂钩，通过教师发帖积极引导学生高质量交互；③关注女性学习者的线上学习反馈；④采取措施

促进学生学习执行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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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背景： 2020 年初，在新冠疫情爆发的特殊背景下，线

上教学模式在全国高校得到了全面地推广【1】。医学教育作

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疫情打开了医学教育的新格局
【2】。传统的医学教育教学模式已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教育

现状【3】，医学院结合传统理论和大量实践操作的特殊课程

体系为网络化教学提出新的挑战【4】。线上教学在医学院校

的开展情况有待更加广泛而深入的调查。

线上学习依托于网络，师生、生生之间出于物理上的

分离状态，因此交互是在线学习中的核心。【5】学习投入是

保证学生学习质量，促进学习深度的重要因素。【6】现有的

文献中尚缺乏医学院校线上教学中对交互程度和学习投入

的针对性调查。

本研究将调查医学生对当前线上教学的认可度，重点

探究学生在线上学习中的交互程度和投入程度，并以交互程

度促进在线学习投入程度为假设展开研究。

此次调查可对当下医学院校线上教学的开展情况提

供反馈，以交互的视角为医学院改进线上教学的思路提供

借鉴。

二、研究对象和方法

1.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全部来自浙江某医学院大一与大二

的医学生，通过问卷星回收有效问卷 525 份，并对部分学生

进行访谈。研究对象中男生 112 人（占比 21.33%），女生

413 人（占比 78.67%），并涵盖临床医学（含全科）、中医学、

护理学、麻醉、口腔、康复、儿科、法医、影像、医检、药

学等各类专业。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首先通过文献分析法，梳理国内外研究现状形

成思路，采取问卷法、访谈法调查某医学院学生取得相关

数据。

问卷内容包括学生的人口统计学信息，对于三种教学

模式（线上、线下、混合）的态度与评价，对线上学习的认

可度，以及目前线上教学活动中学生的交互程度、学习投入

程度。

交互程度参考穆尔建立的三种交互类型：师生之间、

学生之间、学生与环境之间的交互。【6】本调查主要对师生

之间的交互展开研究。根据李彤彤等人的研究将交互程度分

为交互频度和交互深度两个维度【7】出发设问卷，并采用李

克特量表将各个项目进行加总计分。

学习投入程度的衡量，本研究参考李爽等人编制的远

程学生学习投入量表，将学生的远程学习投入情况分为行

为、认知、情感三个维度，并采用李克特量表将各个项目进

行加总计分。【8】

访谈内容主要包括在线学习的优缺点以及对各大学习

平台的具体评价。

数据导入 SPSS，针对人口统计学数据与其他数据进行

卡方、独立样本 t 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并将交互程度与

学习投入情况做线性回归（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最终结合相关文献综述梳理形成结论。

三、研究结果

1. 学生对高校现行的三种教学模式的态度

总体来看，线上线下结合教学模式的接受度最高，达

64.6%；完全线下仅达 24.0%，完全线上教学最不被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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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11.4%。

根据表一卡方检验数据，年级对选择不同学习方式的

倾向有显著影响，性别则无：大一学生中 31.5% 选择完全

线下教学，大二学生该比例仅占 10.1%。

专业对学习方式的选择也有显著差异，护理学以及全

科医学的学生跟偏向于线下学习，两者的线上线下选择人数

相差 >10%，而其他专业的百分比相差不大。

表一：学生对现行不同教学模式的倾向（卡方检验）

变量 总数 线上 线上线下结合 线下 P

525 60（11.4%） 339（64.6%） 126（24.0%）
性别 0.176

男 112 16（14.3%） 64（57.1%） 32（28.6%）
女 413 44（10.7%） 275（66.6%） 94（22.85）

年龄 <0.001
大一 357 30（8.4%） 218（61.1%） 109（30.5%）
大二 168 30（17.9%） 121（72.05） 17（10.1%）
专业 0.023

护理学 296 32（10.8%） 186（62.8%） 78（26.4%）
临床医学 51 12（23.5%） 26（51.0%） 13（25.5%）
全科医学 97 5（5.2%） 74（76.3%） 18（18.6%）

中医学 30 5（16.7%） 17（56.7%） 8（26.7%）
其他专业 51 6（11.8%） 36（70.6%） 9（17.6%）

2. 学生对线上学习质量的主观评价

较大比例的学生认同在线学习对学习质量的正面影响

（47.8%），其中有 16% 的受访者“非常同意”线上学习可

提高学习效率；少数学生（10.9%）对在线学习对学习质量

的影响持负面观点；41.3% 的学生对线上学习的质量持中立

态度。性别对此有较为显著影响（表 3、4，P<0.05），显

示男生更倾向于肯定线上学习的积极作用。

年级、专业对此并无显著影响。

表二：基于不同性别的在线学习效率主观评价（卡方检验）
男 女 总计 P 值

您 同 意 在 线

学 习 会 提 高

学 习 效 率、

质量吗？

非常同意 29（25.9%） 55（13.3%） 84（16.0%）

0.012

同意 38（33.9%） 129（31.2%） 167（31.8%）
一般 36（32.1%） 181（43.8%） 217（41.3%）

不同意 7（6.3%） 38（9.2%） 45（8.6%）

非常不同意 2（1.8%） 10（2.4%） 12（2.3%）

3. 学生线上学习中的交互程度

交互程度的调查从频度与深度两个维度出发设计问题，

满分为 40。总体来看学生交互程度普遍不高，且交互深度

小于交互频度。

对不同性别与年级学生的交互程度进行 t 检验。关于性

别的方差齐性检验 P 值＜ 0.05，方差不等，此时显著性为

0.018，男生的交互程度得分显著高于女生。（表三）

关于年级的方差齐性检验 P 值＞ 0.05，方差齐性，此

时显著性为 0.749，则大一与大二的学生在交互程度上并无

显著差异。

表三：不同性别的交互程度（t 检验）

您的性别 个案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标 准 误 差

平均值
P 值

交互频度
男 112 14.22 1.852 .175

0.035
女 413 13.24 1.591 .078

交互深度 男 112 12.12 2.019 .191
0.07

女 413 11.18 1.450 .071

对不同专业学生的交互程度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方

差齐性检验 P 值＞ 0.05，方差齐性，但是不同专业交互程

度的差异并无显著差异。

对线上教学接受度不同的学生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方差齐性检验 P 值＞ 0.05，方差齐性，支持线下、混合、

线上教学的同学之间的得分差异结果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越支持线上教学的学生，其交互频度与深度得分

越高。

4. 学生在线学习投入情况

基于性别与年级，针对远程学习的三个维度（行为、

认知、情感）分别进行 t 检验。

关于性别的方差齐性检验中，三个 P 值分别为＜ 0.001、

0.002、0.969，与之对应的显著性均＜ 0.05，可得出三个维

度中男生的在线学习投入程度均显著高于女生（表四）。

大一与大二学生的在线学习投入程度并无显著差异。

表四：不同性别的在线学习投入情况（独立样本 t 检验）

性别 个案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差

平均值
P 值

行为
男 112 7.22 1.824 .172

＜ 0.001
女 413 6.57 1.415 .070

认知
男 112 7.43 1.784 .169

0.001
女 413 6.81 1.424 .070

情感
男 112 7.91 1.551 .147

＜ 0.001
女 413 7.20 1.382 .068

基于不同专业，对远程学习的三个维度进行单因素方

差分析。仅认知维度通过方差齐性检验。认知维度的得分有

显著差异的专业组合仅①全科＞临床（P=0.025）②全科＞

麻醉口腔等其他专业（P ＝ 0.011）

对线上教学接受度不同的学生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其中情感维度的方差齐性检验 P 值＞ 0.05，方差齐性，支

持线下、混合、线上教学的同学之间的得分差异结果均有统

计学意义（P ＜ 0.05），越支持线上教学的学生，其情感维

度投入程度得分越高。

5. 交互程度对在线学习投入程度的影响

通过线性回归分析，可得在线学习过程中的交互频度

与深度对学习投入的三个维度均有显著的正相关（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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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交互程度与在线学习投入情况的线性回归分析

偏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标 准 化 回 归

系数
T 值 显著性

行为
交互频度 .754 .040 .766 18.712 ＜ 0.001

交互深度 .080 .037 .089 2.169 ＜ 0.001

认知
交互频度 .486 .046 .495 10.549 ＜ 0.001

交互深度 .291 .042 .324 6.904 ＜ 0.001

情感
交互频度 .407 .055 .438 7.415 ＜ 0.001

交互深度 .178 .050 .208 3.528 ＜ 0.001

6. 访谈情况

在有关交互的方面，近四成同学表示自己容易错过在

线平台上教师布置的任务，而男生出现此问题的频率大大高

于女生。

可自由选择学习时间、地点，可暂停并反复观看是几

乎所有受访者对线上学习优点的共识。部分同学认为直播效

果优于录播。同时，教师线上操作不熟练，每堂课程结束后

未提供 PPT 等相应复习资料，缺乏学习氛围等问题均客观

存在。

在各大学习平台中，在浙学在学生之间的使用频率最

高，在访谈中同学对此提出“课程多”“使用习惯”“页面

整洁”“查看进度方便”等优点，而学生对于慕课、钉钉、

学习通等平多次提到“使用流畅”。钉钉软件的直播回放功

能受学生称赞。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同学在访谈中强调了视频网站如

bilibili 中的校外优质网课视频相比校内教学视频对其学习有

着更大的促进作用。约三成同学经常寻找校外优质课程资

源。有同学提出部分校内课程质量不高，而学生为获取平时

分存在“刷课”现象。

四、分析与讨论

本研究探究了医学院校混合教学实施过程中学生对线

上学习的态度，并着重探究了医学生在线上学习过程中的交

互程度与投入程度。

1. 当前的混合教学模式得到广泛认可

总体来看，大部分同学（占比 64%）对当前采取的线

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持肯定态度，且多数赞同线上教学对自

己的学习效率与质量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约 20% 同学支持完全线下教学，然而，该部分学生中

有一半对网络学习的效果持肯定态度，因此我们推测一些

非学习质量因素对学生对线上教学的接受度的影响较大。

一方面这可能与线上教学使学生的课堂参与感下降有关。

社会心理学指出，接近性可以促进交流、促进人与人之间

的喜欢情感，而网络教学则易使师生之间产生较强的隔离

感、距离感。【9】

约 10% 的同学赞成完全网络化教学，上文中单因素方

差的结果表明，该部分同学在交互程度与远程学习投入程度

（情感维度）的得分比起相对排斥网络教学的同学更高，同

时该部分同学中善于主动寻找校外优质课程资料来辅助学

习的比例也远高于其他同学。

2. 交互程度的总体情况

本次调研时间处在后疫情时代，疫情长时间的大规模

线上教学使同学均具有一定线上学习经验，且调查中超过百

分之九十的同学表示自己有主动寻找优质网络学习资料的

经历，表明大部分同学，具备一定线上学习所需的信息素养。

然而，调查中所展现的师生交互频度与深度仍有较大的上升

空间。调查通过李克特量表由研究对象主观评测自身交互程

度，最终显示以 5 分为满分的题目中每道题的平均得分仅在

3 分左右。孙洪涛等学者此前基于 MOOCs 的调查显示国内

线上教学交互水平总体偏低，【9】本次调查涵盖慕课、浙江

线上大学、学习通、智慧树、U 校园、钉钉等多个教学平台，

亦得到相似结果。

男生在线上师生交互中频度和深度的得分均显著高于

女生。通常认为女生更善于运用社交情感策略，语言表达能

力更强，而此研究中女生的交互得分低于男生，因此推测线

上交互可能与学生在线学习力、信息素养有更密切的关联。

此前的研究表明男生的在线学习力显著高于女生，有更强的

信息技术素养，善于及时调整在线学习方法和过程，倾向于

利用各种学习资源促进学习过程【10】。师生交互的调查中表

明男生更加善于通过网络向外求助，促进学习，并且本次调

查中男生在主观评价中更加倾向于肯定在线学习对自己学

习效率和质量的促进作用。

3. 在线学习投入的总体情况

调查显示低年级医学生的在线学习投入情况结果较好，

描述统计的结果结果显示每道题得分均超过问卷设计临界值

3 分。其中学生情感投入＞认知投入＞行为投入，这一结果

在性别、专业、年级中均无差异，与朱丹丹等学者的调查结

果相同，【11】学生认可在线学习的积极意义，并在学习中投

入积极情感，而行为投入显著偏低，笔者推测本次研究对象

在学习执行力方面存在短板。有文献表明大学生普遍存在一

定程度的学业拖延现象，学业拖延造成学习执行力的低下。
【12】在投入程度的三个维度（行为、认知、情感）男生得分

均显著高于女生，这与此前的研究结果相同。【13】【14】进一

步证明学习者的学习动机、学习规划、学习调控、学习环境

运用能力在性别方面的差异。

年级与专业均不对交互程度和投入程度造成显著差异。

其原因可能是本次调查对象均为大一大二医学生，均处在基

础知识的学习阶段，培养模式较为相近，且均有一定线上学

习经验。

4. 师生交互对在线学习投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师生交互中的频度与深度均能显著促进学生在线学习

过程中的行为、认知、情感投入。印证迈耶等人的研究【15】。

穆尔的交互影响距离理论提出“交互距离”指学习者与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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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心理与交往的距离【16】，远程教学中学习者与教师出于

物理上的分离状态，而师生之间的交互有助于学生克服焦

虑、孤独等负面情绪。学习者根据自身情况对教师的课程辅

导进行反馈，教师积极为学生提供专业与情感上的支持，有

助于拉进双方的交互距离，进而提高学生的远程学习投入。

五、建议与展望

1. 以线下教学为主的混合教学在医学院校低年级日常

教学中最具有推行价值

本次调查显示大部分同学更偏向于网络教学仅作为线

下教学的辅助。部分教师线上操作不熟练，在线平台设计不

合理，线上操作繁琐，课程提醒机制不完善，以发帖讨论为

主的线上交互系统形同虚设等，并且此前的研究表明医学网

络教育目前尚存在网络承载能力弱、虚拟实验资源较少、网

络学校形势复杂等不足【17】，均使学习者对线上教学产生抵

触心理。

高校线上教学尚处发展阶段，且线上学习对学生的学

习执行力有更高要求，且本次调查亦暴露出学生行为投入不

足。因此线下教学仍应在医学院校低年级日常教学中占据主

导地位，同时学校积极完善线上课程的设计。

2. 提高线上交互以教师高质量发帖为导向，取消交互

与平时成绩的挂钩

网络交互以其便捷性、延时性沟通降低了互动双方的

交流压力；同时网络打破距离限制，【18】更为高校师生交互

带来便捷。但在教学实践中线上交互往往纳入期末成绩中的

平时分范畴，导致大量学生为获取分数而存在“刷帖”现象，

缺乏交互深度，教师往往缺乏管理平台的时间精力，导致线

上讨论区被无意义的内容充斥。提高线上交互深度应以教师

高质量发帖为主导，取消线上交互与平时分的挂钩，通过教

室发帖引导学生思考，提高学生在线互动的积极性，进一步

促使教师更高效地给予学生专业指导和情感支持，形成良性

循环。

3. 对不同学习者采取针对性措施提高其在线学习力

教师在线上教学过程中可鼓励女生积极进行学习反馈，

交流互动。研究表明在线学习力与学业自我效能感相互促进
【19】，而学业自我效能感亦与自主学习能力呈正相关【20】。

日常教学中教师注重提供学生情感支持，给予学生正面评

价，提高学生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抱负水平，进而提高自

主学习能力。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促使学生在线学习过程中

更加注重知识的外化与内化，提升学习互惠力、转化力。

同时高校应重视学生信息技术素养的提高，如开展信

息收集分析的讲座，要求教师在日常授课过程中推荐一些优

质的专业学习网站及使用方法，引导学生线上主动学习。

4. 提高低年级医学生学习执行力

调查显示学生行为投入存在短板，低年级学生由于脱

离中学对老师依赖程度较高的学习模式到大学对学生自学

能力较高的学习模式的时间较短，自主学习能力相对缺乏。

学校应采取措施帮助学生克服学习拖延：完善课程提醒机

制；增加相关学习资料的推送以提高学生自我效能感；对及

时完成任务的学生给予如“电子徽章”等正向反馈；通过可

视化学习过程，便于学生对自身学习状况进行横向对比【21】。

六、展 望

研究尚存在一定局限。本次调研的交互模型仅采用师

生交互。研究对象仅包含低年级医学生，高年级学生因其见

习、实习需时常往返于医院和学校，且涉及实践操作较多，

日常教学与低年级差别较大，此时线上教学是否具有大规模

适用性，以及学生的在线交互和学习投入均有待今后进一步

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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