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防医学研究 ·医学教学· 

 ·179·

新疆某高校疫情期间网络线上教学效果 

评价与心理状态的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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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了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新疆某高校本科生网络教学的效果及存在的问题，同时对疫情期间医学生的心理状况进一步评价，提

供相关理论依据及早期干预。方法 随机选取新疆医科大学 2019 级、2020 级的 1280 名医学生进行问卷星电子量表调查。结果 95.62％的学生能够坚持按时上课，

42.19％的学生认为线上学习效果比传统线下学习效果差。医学生的焦虑症状的检出率为 30.55%；抑郁症状检出率为 38.13%。结论 需进一步完善线上教学模式，

提高教学效果。医学生需合理安排学习和休息，调节不良情绪。学校需积极关注医学生的心理状态，做好疫情宣传和学生心理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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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0 年初至 2023 年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为贯彻执

行教育部和各省教育厅相关文件，新疆医科大学本科教育积极开展线上

网络教学，让“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落在实处。根据往年开展混

合式教学的经验，结合疫情防控，探讨出“腾讯课堂+超星学习通”的教

学模式。因此，为及时了解学生学习和教师的授课情况以及医学生的心

理状态，组织开展此次网络线上教学及心理状态调查研究，一方面在网

络教学上提出一些可行性建议，以期进一步完善线上教学；另一方面了

解医学生的心理压力及情绪反应，做好积极应对和疏导。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随机选取新疆医科大学 2019 级、2020 级的 1280 名医学生，其中男

生 498 名（38.91％），女生 782 名（61.09％）。临床医学专业 580 名（45.

31％），护理学专业 232 名（18.13％），药学专业 158 名（12.34％），医学

检验技术专业 120 名（9.37％），影像专业 190 名（14.84％）。 

1.2 研究工具 

1.2.1 设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医学生网络线上学习情况》调查问卷，

主要从学生在线时长、学习效果、教师授课情况等三方面进行调研。 

1.2.2 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和抑郁自

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SAS 量表包含 20 个项目 4

级评分的自评量表，＜50 分为正常；50-60 分为轻度焦虑；61-70 分为中

度焦虑；＞70 分为重度焦虑。SDS 量表包含 20 个项目 4 级评分的自评量

表，＜50 分为正常；50-60 分为轻度抑郁；61-70 分为中度抑郁；＞ 70

分为重度抑郁。利用问卷星发放问卷 1280 份，收回 1280 份，有效问卷 1

280 份。 

1.3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处理分析应用 SPSS 25.0 统计软件进行，计数资料用[n（％）]

描述。 

2.研究结果 

2.1 疫情期间医学生在线学习现状调查 

调查发现约有 95.62％的学生能够坚持按时上课，在线时长符合要求；

有 4.38％的学生不能按时进入课堂或提前退出的情况，在线时长不符合

要求。69.92％的医学生对网络线上授课表示满意；约有 24.84％的医学生

表示基本满意；有 5.23％的医学生表示不满意，认为学校并未很好地开

展在线学习的各项前期网络指导及培训工作。见表 1。 

表 1  疫情期间医学生在线学习现状调查 

选项 人数（％） 

在线时长符合要求 1224（95.62％） 

在线时长不符合要求 56（4.38％） 

网络线上授课满意 895（69.92％） 

网络线上授课基本满意 318（24.84％） 

网络线上授课不满意 67（5.23％） 

2.2 疫情期间医学生在线学习效果 

调查发现医学生认为网络在线学习效果良好的 9.38％，较好的 27.42

％，一般的 58.75％，差的 4.45％。大多数同学认为教学效果一般，42.19

％的学生认为线上学习效果比传统线下学习效果差。进一步分析线上学

习效果的主要影响因素：电子设备及网络 315（24.61％）、学生自律性 462

（36.09％）、学科兴趣 523（40.86％）、教师与学生互动 825（64.45％）。 

表 2  疫情期间医学生在线学习效果 

选项 人数（％） 

良好 120（9.38％） 

较好 351（27.42％） 

一般 752（58.75％） 

差 57（4.45％） 

电子设备及网络 315（24.61％） 

学生自律性 462（36.09％） 

学科兴趣 523（40.86％） 

教师与学生互动 825（64.45％） 

2.3 疫情期间教师授课情况 

调查发现医学生认为教师课前准备充分、推送教学资料，有 PowerPo

int 课件预习 40.08％；PPT 制作生动有趣、简单易懂 35.31％；教师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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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互动好，启发式教学 36.56％；课后作业教师及时修改并反馈 46.72％。 

表 3  疫情期间教师授课情况 

选项 人数（％）

教师课前准备充分、推送教学资料， 

有 PowerPoint 课件预习 
513（40.08％）

PPT 制作生动有趣、简单易懂 452（35.31％）

教师与学生互动好，启发式教学 468（36.56％）

课后作业教师及时修改并反馈 598（46.72％）

2.4. 医学生焦虑自评量表得分结果 

＜50 分（正常）的学生 69.45%；50-60 分（轻度焦虑）的学生 22.26%；

61-70 分（中度焦虑）的学生 6.17%；＞70 分（重度焦虑）的学生 2.11%。

综上，本研究中，医学生焦虑检出率为 30.55%。 

2.5 医学生抑郁自评量表得分结果 

＜50 分（正常）的学生 61.88%；50-60 分（轻度抑郁）的学生 25.39%；

61-70 分（中度抑郁）的学生 11.79%；＞70 分（重度抑郁）的学生 0.94%。

根据本研究，医学生的抑郁检出率为 38.13%。 

表 4  医学生焦虑、抑郁自评量表得分结果 

数值（分） 焦虑人数（％） 抑郁人数（％） 

＜50 889（69.45） 792（61.88） 

50-60 285（22.26） 325（25.39） 

61-70 79（6.17） 151（11.79） 

＞70 27（2.11） 12（0.94） 

3.讨论 

本研究调查了在新冠疫情期间医学高等教育从传统教学模式向在线

教学模式的转变中，学生对网络线上授课的评价，对提高线上教学和学

生在线学习质量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1]。对疫情期间医学生的焦虑、抑郁

情绪予以测评，进一步了解医学生的心理健康情况。 

关于研究问题 1，医学生在疫情期间参与网络线上授课积极性很高，

调查发现约有 95.62％的学生能够坚持按时上课，在线时长符合要求；有

4.38％的学生不能按时进入课堂或提前退出情况，在线时长不符合要求。

针对少数不符合要求的学生调查原因发现，部分学生使用手机网络信号

不稳定导致闪退现象。这表明学生上课的积极主动性很高，同时也说明

老师对学生的出勤率要求严格。69.92％的医学生对网络线上授课表示满

意；约有 24.84％的医学生表示基本满意；有 5.23％的医学生表示不满意，

认为学校并未很好地开展在线学习的各项前期网络指导及培训工作。新

冠疫情期间，我校使用了“腾讯课堂+超星学习通”的联合教学模式，课

前分别对学生和老师进行多次培训，最大程度满足了教学需求并获得了

大多数学生的高度认可。针对少数学生还需一对一进行辅导，要求全员

覆盖。 

关于研究问题 2，调查发现 58.75％的同学认为教学效果一般，进一

步分析线上学习效果的主要影响因素：电子设备及网络 315（24.61％）、

学生自律性 462（36.09％）、学科兴趣 523（40.86％）、教师与学生互动

825（64.45％）。大部分学生认为教师与学生互动是主要影响因素。针对

该问题，有的学校采取线上互动教学，如中山大学、中国医科大学[2、3]，

在结合学生学习需求的基础上，选取雨课堂、钉钉、ZOOM 等优质线上教

学平台进行直播互动讨论、在线答疑、课后反馈等。针对医学生的学习

特点，选取合适的医学线上互动教学方案，引导学生主动学习。线上学

习既需要授课教师做好课程准备工作，讲课中适当穿插问题要求学生解

答，提高学生注意力，也需要学生课前预习和踊跃提问，带着问题主动

参与到学习中[4]。 

关于研究问题 3，调查发现医学生认为教师课前准备充分、推送教学

资料，有 PowerPoint 课件预习 40.08％；PPT 制作生动有趣、简单易懂 35.31

％；教师与学生互动好，启发式教学 36.56％；课后作业教师及时修改并

反馈 46.72％。 

线上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精心设计教学流程（如提出问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5]，引导学生思考，激发学习兴趣，医学知识有别于其它

学科，单纯的线上教学难以让学生体会和领悟所学知识，建议高校教师

要充分利用网络优质教学资源，多结合案例进行深层次讲解，改变单一

教学模式，并鼓励学生多提问、多讨论，设置论坛供学生课后交流，让

学生尽可能置身实际工作之中[6]。教师应设置学生提交作业时间，在规定

的时间内完成作业批改，并给与相应的奖惩制度，督促学生认真完成课

后作业，以期达到掌握学习内容。 

关于研究问题 4，本研究中，医学生焦虑检出率为 30.55%，抑郁检

出率为 38.13%，大部分学生为轻度焦虑、抑郁。焦虑和抑郁等消极情绪

的产生和堆积，会对医学生的身心造成严重危害。在新冠流行期间，疫

情恐慌、家庭环境封闭和家庭成员间的矛盾、线上学习效果不理想、就

业压力大等因素都极易加大医学生的心理压力，导致消极情绪的产生，

从而影响医学生在线学习状态。实际上，在线学习情境下，可运用网络

突破心理辅导的时空限制。收集在线学习相关的医学生心理问题案例，

把不同的案例融于相关辅导、咨询或培训中。这样对医学生开展心理咨

询与辅导可以更有针对性、持续性。 

医学生要坚持初心、坚定信心，树立起“救死扶伤”的决心。新冠

疫情之下学校和社会更要重视和关心医学生的心理状态，帮助医学生心

理疏导，共同保护好医学生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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