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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OBE 理念的《卫生统计学》混合式教学成效、存在

问题与应对措施研究
刘 霞 王军永* 陈 英 王 萍 董 伟

江西中医药大学 江西南昌 330004

摘 要：目的：通过问卷调查，搜集并梳理《卫生统计学》混合式教学取得的成效、存在的问题与应对措施，为混合

式教学进一步完善提供依据。方法：自制问卷，利用问卷星对公管与健管专业学生《卫生统计学》的学习体验与效果

进行调查，并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回收有效问卷 126 份，分别有 71.43%、79.37%和 92.85%的学生完成 80%

及以上平台视频观看、平台测验和讨论及线下作业；96.83%的学生参与过小程序互动；79.37%的学生课下自行练习过

SPSS；39.68%的学生在机房或教室当众演示过 SPSS 操作。结论：基于 OBE 理念的《卫生统计学》混合式教学，提高

了学生考试成绩，初步培养了学生的统计思维，并提升了其统计软件操作能力。同时也存在思政元素融入不够、线上

线下衔接需加强及过程性评价方案有待优化等问题，后续将针对上述问题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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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指出，基

于慕课、专属在线课程或其他在线课程，运用适当的数字化

教学工具，结合本校实际对校内课程进行改造，安排 20%—

50%的教学时间实施学生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面授有机结

合开展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打造在线课程与本校课堂教

学相融合的混合式“金课”
[1]
。

《卫生统计学》是本校公共事业管理和健康服务与管理

专业（简称公管与健管）的专业基础课，传统教学模式是：

教师课堂讲授-学生被动听讲-课后完成作业-期末考试检

测。因该课程具有概念抽象、理论深奥、数据枯燥，部分内

容晦涩难懂等特点
[2]
，传统教学模式很难调动学生的积极

性，课程团队尝试基于 OBE 理念进行了混合式教学改革。

具体做法：线上教学，教师在线上平台设定和推送教学

计划和教学资源，并发布学习任务。学生在线完成视频观看、

章节测验、参与平台讨论。线下教学共分 3个环节：一、课

前随机请学生到讲台完成课后作业，课堂上开展生评和师

评；二、反馈线上学习监测情况；三、采用 BOPPPS 的模式

开展线下教学。即按照案例导入--明确学习目标--知识前测

--参与式教学--知识后测--总结等六个步骤开展课堂教学

[3]
。其中重点讲解线上学习疑难点。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自制问卷，对 2019-2022 级公管与健管专业学生利用问

卷星进行调查。填写问卷星 126 人，均为有效问卷。其中男

生 41 人，占 32.54%；女生 85 人，占 67.46%。

1.2 方法

利用问卷星自制问卷，并生成链接和二维码，在

2019-2022 级公管与健管班级 QQ 群发放，通知学生自愿、

客观填写。内容包括（1）个人基本资料：性别、专业、年

级等。（2）学生线上学习情况：观看平台视频、完成平台测

验等。（3）学生线下学习情况：完成线下作业、参与小程序

互动等。（4）学习效果：考试成绩、使用软件处理数据熟练

程度等。将资料整理后，用 SPSS24.0 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见表 1。

从表 1看出：公管与健管专业分别占 47.62%和 52.38%；

37.3%的学生考研科目中有该门课程（调查时仅 2019 级参加

了研究生考试），说明《卫生统计学》是相当一部分学生继

续深造的重要课程之一；超过 50%参与调查的学生读研的专

业为管理学，与其本科阶段一致，说明大学四年的专业学习

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学生的专业思想。

表 1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调查项目 人数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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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
男 41 32.54

女 85 67.46

专业

公共事业管理 60 47.62

健康服务与管

理
66 52.38

年级

2019 级 26 20.63

2020 级 19 15.08

2021 级 41 32.54

2022 级 40 31.75

高中选科
文科 72 57.14

理科 54 42.86

高考所在地

省会或直辖市 15 11.90

地级市 22 17.46

县级市 73 57.94

乡镇 16 12.70

其他 0 0.00

是否读研
是 37 29.37

否 89 70.63

考研是否有该课程
是 47 37.30

否 79 62.70

目前读研专业大类

管理学 64 50.79

医学 17 13.49

文学 1 0.79

教育学 3 2.38

经济学 3 2.38

法学 4 3.17

其他 34 26.98

2.2 学生线上与线下学习情况

学生线上与线下学习情况见表 2-3。

从表 2看出，分别有 42.06%和 34.13%的学生使用中山

大学和福建医科大学的《医学统计学》，前者为国家精品在

线开放课；认为线上课程质量非常好和比较好的学生占

84.13%，说明线上课程质量能满足绝大部分学生的需求；分

别有 71.43%、79.37%的学生完成 80%及以上平台视频观看、

平台测验和讨论；在平台提出相关问题的学生占 51.59%。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学生线上活动参与度较高。

表 2 《卫生统计学》线上学习情况

调查项目 人数 比例（%）

依托的线上课

程

中山大学的医学统

计学
53 42.06

福建医科大学医学

统计学
43 34.13

不清楚 30 23.81

认为线上课程

质量

非常好 43 34.13

比较好 63 50.00

一般 19 15.08

比较差 1 0.79

非常差 0 0.00

观看平台视频

情况

80%及以上 90 71.43

70%-80% 16 12.70

60%-70% 7 5.56

60%及以下 13 10.32

完成平台测验

情况

80%及以上 100 79.37

70%-80% 12 9.52

60%-70% 6 4.76

60%及以下 8 6.35

参与平台讨论

情况

80%及以上 100 79.37

70%-80% 13 10.32

60%-70% 5 3.97

60%及以下 8 6.35

是否在平台提

出课程相关问

题

是 65 51.59

否 61 48.41

从表 3 看出，学生完成 90%及以上线下作业的比例为

80.95%；完成整门课程思维导图的学生占 80.16%；到黑板

上做过习题的学生占 52.38%；参与过小程序互动的学生占

96.83%；76.19%的学生实训课上完成 90%及以上的实训作

业；课下自行练习过SPSS的学生占79.37%；当众演示过SPSS

的学生占 39.68%，实训的相关数据说明混合式教学激发了

学生上机操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上讲台演示环节不仅能让

学生将其掌握的知识内化于心，并且锻炼了学生的表达能

力。

表 3 《卫生统计学》线下学习情况

调查项目 人数 比例（%）

完成每章线下作业情

况

90%及以上 102 80.95

80%~90% 15 1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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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80% 3 2.38

60%~70% 2 1.59

60%及以下 4 3.17

完成每章思维导图情

况

90%及以上 73 57.94

80%~90% 22 17.46

70%~80% 16 12.70

60%~70% 6 4.76

60%及以下 9 7.14

完成整门课程思维导

图

是 101 80.16

否 25 19.84

到黑板上做过习题
是 66 52.38

否 60 47.62

在课堂独立回答过问

题

是 97 76.98

否 29 23.02

参与过小程序互动
是 122 96.83

否 4 3.17

通过 QQ 或微信咨询过

老师相关问题

是 50 39.68

否 76 60.32

向老师当面咨询过课

程相关问题

是 47 37.30

否 79 62.70

上机前完成老师推送

SPSS 操作视频情况

100% 35 27.78

80%~100% 43 34.13

60%~80% 28 22.22

40%~60% 9 7.14

20%~40% 4 3.17

20%及以下 7 5.56

实训课完成实训作业

情况

100% 52 41.27

90%~100% 44 34.92

80%~90% 18 14.29

70%~80% 6 4.76

60%~70% 3 2.38

60%及以下 3 2.38

课下自行练习过 SPSS
是 100 79.37

否 26 20.63

在机房或教室当众演

示过 SPSS 操作

是 50 39.68

否 76 60.32

2.3 学习效果

学生学习效果见表 2-4。

表 4 学生的学习效果

调查项目 人数 比例（%）

期末成绩 90 分及以上 13 10.32

80~90 分 50 39.68

70~80 分 44 34.92

60~70 分 17 13.49

60 分及以下 2 1.59

正确选择统计指标

完全能 19 15.08

基本能 95 75.40

不能 12 9.52

正确选择统计推断

方法

完全能 18 14.29

基本能 95 75.40

不能 13 10.32

使用SPSS处理数据

的熟练程度

非常熟练 8 6.35

比较熟练 48 38.10

一般 64 50.79

非常不熟练 6 4.76

从表 4 看出，课程期末成绩在 80 分及以上者占总人数

的 50%。学生基本能和完全能正确选择统计指标、统计推断

方法的占总人数的 90.48%和 89.69%；能非常熟练和比较熟

练地使用 SPSS 处理数据的学生占 44.45%。从考试成绩和技

能掌握上能看出，基于 OBE 理念的混合式教学基本实现了预

期的教学目标。

3.讨论

疫情期间，教师积极响应教育部提出的“停课不停教、

停课不停学”
[4]
的号召，精心设计和组织线上教学，基本上

实现了与线下教学的实质等效。2021 年春与 2023 春开展了

传统意义上的混合式教学。

3.1 取得的成效

3.1.1 考试成绩提高

教改后，2019、2020 和 2021 公管专业的卷面平均成绩

分别为 69.74、62.15 和 74.23 分；传统教学模式下 2018

公管该课程的卷面平均分为 64.23 分。2020 公管班在 2022

春开设本课程，因近 60%的时间在线上开展，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学生成绩。教学环境相同的学期，同一专业的学生成绩

有了较为明显的提升。而考试成绩的提高则是混合式教学最

为直接的成果产出。

3.1.2 实践操作技能与理论知识运用得到加强

从结果看出，能非常熟练和比较熟练地使用 SPSS 处理

数据的学生占 44.45%，当众演示过 SPSS 操作的人数占

39.68%。而演示和操作属于布鲁姆认知理论
[5]
第三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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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90.48%的学生能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统计指标，

89.69%的学生能够根据具体问题准确选择统计推断方法，以

上数据说明学生对统计学知识的运用已经游刃有余。实现了

布鲁姆认知理论
[5]
第四个层次：分析。以上的应用和分析都

属于深度学习的范畴。能够较为熟练地操作统计软件与灵活

运用理论知识解决问题，便是混合式教学更高层次的成果产

出。

3.2 存在的问题

3.2.1 线上课程不统一

所选用的课程分别是中山大学和福建医科大学的《医

学统计学》，课程内容和结构不尽相同，而且前者需要付费

使用，所以只使用了三个学期，学生线上学习体验受到一

定影响。

3.2.2 线上教学时间过长影响教与学的效果

混合式教学要求安排 20%—50%的教学时间实施学生线

上自主学习，而疫情较为严重时，学生主要居家上课，传

统意义上的线下教学实际是借助企业微信等方式开展，实

际超过一半时间在线上。居家上课期间，因不能跟教师直

接面对面交流，自律性不高的学生无法全心投入学习，尤

其是部分学生存在“刷课”现象。教学效果和学习效率受

到较大影响。

3.2.3 实训课时偏少

实训课只有 8课时，若把实训演示和练习全部放到实训

课上，则无法全面涉及到 SPSS 界面介绍、统计描述和统计

推断的内容，因讲解、演示均需时间，所以学生在机房自行

操作练习的时间非常有限，这也是出现部分学生使用 SPSS

处理数据不甚熟练的原因之一。

3.3 应对措施

3.3.1 建立本校线上课程

2022 暑假组织教师录制并建立了符合本校学情本校的

线上课程《卫生统计学》，并在超星平台运行。

3.3.2 科学设计线上和线下的衔接

恢复正常教学秩序之后，根据课程的性质和特点，进一

步设计好课程在时间、空间和内容上的有效衔接。在时间上，

线上与线下学时按 1：1 分配，以保证线下深度学习时间；

在空间上，线上任务完成后，根据实际需要及时切换到线下

课堂；在内容上，线下翻转课堂解决的案例与课前自主学习

的知识点相对应。

3.3.3 借助混合式教学提高实训课效率

因课程的课时是在专业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中已经确

定，较难变更，所以在实训课时有限的前提下，需借助混合

式教学手段提高实训课效率。

实训课之前请学生自主学习事先录制的实操视频，熟悉

操作步骤。实操作业提前推送给学生，实训课上随机请学生

在机房演示和讲解操作流程，教师点评并现场指导，根据学

生表现赋予平时分。此项措施不但可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积

极性，而且通过自主学习、消化吸收、表达输出的过程，使

学生将该部分实操内容真正内化于心。在布鲁姆的认知理论

[5]
中操作和演示属于第三层的应用，实现了从浅层学习向深

层学习的进阶。

总之，《卫生统计学》内容较抽象，不易理解。通过基

于 OBE 理念的混合式教学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目前依然

存在课程思政融入不够、部分内容线上线下衔接脱节和过程

性评价有待细化等问题，后续教学中计划通过挖掘思政元

素、合理设计线上与线下衔接及完善过程性评价方案等措

施，进一步提高该课程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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