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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网络学习在“糖尿病护理”教学中的探索

李 璐 1 马 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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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自主网络学习在“糖尿病护理”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方法：以本校同级的两个班级作为具体实验对

象，以班级为统一单位分为实验班和教学班。教学班的学生采用常规的护理教学方法完成学习，实验班的学生在此基础之上

添加自主网络学习模式。两个班级均完成“糖尿病护理”的相关内容学习。课程学习结束后通过统一测试和问卷调查的形式

来对学生课程完成情况进行评价。结果：实验班学生学习后的单元测试成绩高于教学班学生，数据对比存在明显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班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高于教学班学生，两组数据对比差异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自主网络学习在“糖尿病护理”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是积极的，它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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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autonomous network learning in "diabetes nursing" teaching. Methods: Two

classes at the same level in our school were taken as the specific experimental objects, and the classes were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classes and teaching classes. The students in the teaching class use conventional nursing teaching methods to complete their learning,

and the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class add autonomous network learning mode on this basis. Both classes completed the learning of

relevant contents of "diabetes nursing". After the course study, the students' completion of the course will be evaluated through unified

tests and questionnaires. Results: The unit test scores of the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clas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teaching

class, and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data comparison (P<0.05). The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of the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clas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students in the teaching class,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autonomous network learning in the teaching of "diabetes nursing" is positive. It can

improve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cultivate their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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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是网络和计算机的时代，互联网技术的突破

性发展已经影响了全社会，信息技术在便捷了人们生活的同

时，也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了新的应用模式和出路。网络

教学是当前新兴的一种教学方法，它利用网络资源的便利性，

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将更为广阔的教育教学资源提供给

受教育者。从其应用便捷性和可使用性角度思考，网络教育

百利无一害，能够将很多知识串联结合起来呈现给学生，这

是传统的教学模式无法做到的。近两年来我国医疗卫生事业

的发展有目共睹，而市场的不断前进意味着需要更多的人才

储备支持，因此在受教育阶段，如何更好地培养医护专业的

学生，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成为了重点。糖尿病护理是《成

人护理》教材中的一大项学习内容[1]。也是本研究主要选用

的实验部分，因为糖尿病是当前临床上较为多发难愈的慢性

疾病，并且伴随着社会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当前临床上

糖尿病患者的数量在不断地增加。因此不论是学校教育还是

社会教育过程中，对这部分疾病情况的认知都需要加深。自

主网络教学为当前糖尿病护理的教学提供了一种新的学习

路径，它能够帮助学生找到更多与课程有关的学习素材，学

生能够借助网络来提升自己对糖尿病的认知，并不短的开阔

自己的学习视野，增强自己的学习动力。本研究将试分析自

主网络学习在“糖尿病护理”教学中的应用效果，为研究医

学教育水平和教育模式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现将研究结果

做如下汇报：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本校同级的两个班级作为具体实验对象，以班级为统



临床医学研究: 2022 年 4 卷 11 期

ISSN: 2705-0939(Print); 2705-0475 (Online)

88

一单位分为实验班和教学班。实验班学生共 42 人，全部为

女生，年龄为 18~21 岁。实验班学生采取的是自主网络式教

学，在教师的引导下对“糖尿病护理”相关知识进行学习。

教学班学生共 41 人，全部为女生，年龄为 18~20 岁。教学

班学生采用传统课堂授课的方式进行学习。两组患者的一般

资料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教学班的学生采取传统课堂授课的方式进行学习，

由教师带领着学生完成教学任务。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可以

利用多媒体课件等手段进行辅助教学，为学生进行糖尿病的

护理评估和护理措施讲解工作。所有课程的讲解及内容的输

出基本都由教师主动，学生在课堂学习任务完成之后完成教

师布置好的课下作业。

（2）实验班学生采取自主网络学习的方式完成教学任

务，教师作为辅助形象出现。①首先实验班需要先组建自己

的教学微信群，整体的教学安排依靠线上完成。在群里传达

一些关于课程安排和学习内容的相关问题。虽没有线下授课，

但需要教师提前在班级群内将基本的课程内容以课表形式

发送，让学生知晓课程的前后顺序及学习顺序，自主安排学

习时间。学生可以自行分组，每组学生大约在三四人左右，

按照班级的总人数，分为十组。以小组为单位制定本组的学

习计划，同样以课程表的形式表明小组学生学号及姓名发送

到班级群中。教师利用班级群输出一部分糖尿病患者病例，

学生小组挑选病例进行针对性的学习，以接龙模式将小组挑

选病例发送到班级群。每个小组成员根据小组需求，分配不

同成员的学习和资料收集任务，根据病例上网查找相关的疾

病内容。先搞清楚该疾病的发病机制，患者的临床表现之后

确定初步的护理方案。每个小组都需要将自己总结出的患者

信息及对应护理方案收纳成文档，包括应该进行的健康教育

和护理。不同小组将本组的讨论内容进行记录，打包上传到

微信群中[2]。教师则负责在小组文件均上传完毕后浏览学生

的文件和讨论记录，从中找出问题，并在班级群中给予指导。

文件处理后学生需要准备线上汇报，对自己的护理方案和研

究成果进行总结，所有的汇报课件制作均由学生小组自己完

成。教师根据学生课件的制作情况和进行打分。②学生在的

课件汇报需要考虑课件内容的完整性、病例分析的全面性、

参考知识的多样性以及小组成员的参与度。教师需要观察不

同小组的课件制作情况，以及小组内成员的资料收集情况进

行打分。教师需要提前告知学生，在课件汇报时尽量表明不

同资料收集个人的姓名和学号，以及最终课件制作人的姓名

和学号，好作为额外评价指标。③除课件汇报之外，为了保

证评价结果的公正性和准确性，教师还需要提出对应的问题

要求学生进行解决，比如对课件中提到的部分知识，教师可

以提出存在但课件中并未展示出来的问题，来考察这一组同

学对这部分知识的调查情况是否彻底。在自主网络学习过程

中需要注意教师的能动性，因为该教学模式更加重视学生的

主动学习能力，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主要体现自己的辅助

功能和指示功能，不过多对学生的研究情况进行干涉。

1.3 观察指标

（1）观察并对比实验班学生和教学班学生同一时期内

同一课题试卷的考试分数。本次的单元考核采取闭卷考查形

式，一共出具二十五道单项选择题，满分为一百分。

（2）观察并对比实验班学生和教学班学生的问卷调查

情况，问卷调查由教师自己制定，问卷内容包括学生对自我

管理水平、学习主动性、知识吸收情况、小组凝聚力这四点。

满分为十分，分数越高说明学生对自我的认识越积极，一分

为退步很严重，两分为有所退步，三分为有轻微进步，四分

为有一定进步，五分为进步较大[3]。该次问卷调查采取的是

同班同行的方法，两个班级在同一时间进行问卷调查，问卷

不署名，最终以回收问卷数量和有效份数作为考核标准。

1.4 统计学分析

将收集到的数据通过 SPSS18.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以 t

检验，等级资料比较选择独立样本的非参数检验，以 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班学生单元考核成绩的比较

系统学习完成后，实验班学生和教学班学生同时完成单

元知识考核，最终成绩表明，实验班学生的考核成绩要高于

教学班学生，两组数据差异明显，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表 1 两班学生单元考核成绩的比较[n(%)]

内容 n 实验班 教学班

考核成绩 42/41 85.15±3.24 75.26±3.17

t - 14.053

P - 0.000

2.2 两班学生问卷调查情况的对比

两班学生在同一时间内完成匿名问卷调查，从问卷调查

的自我管理水平、学习主动性、知识吸收情况、小组凝聚力

这四点进行分析，发现实验班学生的分数要高于教学班，两

组数据对比明显，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2 两班学生问卷调查情况的对比

组别 n
自我管

理水平

学习主

动性

知识吸收

情况

小组凝

聚力

实验

班
42

4.52±

0.13

3.71±

1.52

3.69±

1.43

3.67±

1.28

教学

班
41

3.27±

0.55

2.68±

1.37

2.37±

1.52

1.44±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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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 14.327 3.240 4.076 8.153

P - 0.000 0.002 0.000 0.000

（注：上接表 2）

3 讨论

借助网络平台完成教育教学工作是否具有相当的积极

性这个问题已经是当前教育界讨论了多次的话题之一。网络

是把双刃剑，但是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网络的利大于弊。

本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对网络学习的能动性进行阐述。首先

是网络对学生学习主动性的培养，“自主网络学习”是本研

究的主要内容，也是网络平台建设和应用过程中最常呈现的

一种应用优势。学习的主动性培养势必要从学生个体出发进

行，而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显然没有那么大的驱动力能够考虑

到学生和教师集体的发展，因此多把目光集中到教师教学上

去，对学生学习能动性的关注度不大，也没有给予充分的展

示空间。但网络教育不同，利用网络进行学习几乎是所有学

生都具备的一种能力，因此对学生这种这样的学习方法本身

就具有能动性和主动性，学生的学习兴趣也会更强[4]。网络

能够提供给学生更多的学习资料，这部分内容可以填补教师

教学时长的束缚，学生能够通过网络和课堂教学同步进行学

习，这样一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能够被调动起来，学习的效

率也会增强。其次是学习资料的获取，护理专业的学生不仅

需要学习系统的全面的护理知识，还要具备一定的实践能力

和能动性。在护理知识教学的过程中，不同板块知识点的侧

重不同，学生需要考虑的学习重点也不同。糖尿病护理这一

单元的教学需要考虑糖尿病疾病在如今社会的发展和影响

力，需要考虑临床患者的特殊性，需要考虑不同护理模式的

应用效果和积极影响。因此在教学阶段就需要尽可能地多为

学生提供教学资料，让学生全方位的了解疾病的临床发展，

明确护理模式的实际应用情况[5]。最后是本研究选用的自主

网络学习方法中涉及到的团队协作部分，将班级内的学生划

分为不同的小组，小组内成员从收集资料到最终完成汇报文

件，不同成员会发挥出自己不同的能动性。这样一来，学生

的团队协作能力有所加强，也为未来的临床护理增添了一份

保障。护理工作需要与医师和其他护士进行合作，必要时还

需要和患者及患者家属达成一致，这对护理人员来说是必要

的工作素质。而在学习过程中，通过小组讨论和小组合作，

能够进一步的强化学生的合作意识，锻炼学生的合作精神，

这都有助于提升学生个体的团队协作能力，对未来护理事业

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在本研究中，实验班的学生采用了自

主网络学习的方法，而教学班的学生依旧沿用传统的教学模

式。系统学习完成后，实验班学生和教学班学生同时完成单

元知识考核，最终成绩表明，实验班学生的考核成绩要高于

教学班学生，两组数据差异明显，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两班学生在同一时间内完成匿名问卷调查，从问卷调查的自

我管理水平、学习主动性、知识吸收情况、小组凝聚力这四

点进行分析，发现实验班学生的分数要高于教学班，两组数

据对比明显，有统计学意义（P<0.05）。综合来看，本研究

结果表明，自主网络学习在“糖尿病护理”教学中的应用效

果是积极的，它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培养学生的自主

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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