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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 融合案例教学在健康评估中的应用
张艳慧 杨 慧

黄河科技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63

【摘 要】：随着互联网与共享资源的高度发展，MOOC在我国也取得了长足进步。通过运用 MOOC的网络教学资源与案例教学相融合，探索《健

康评估》课程更有效的教学方法。

【关键词】：MOOC；案例教学；健康评估；应用

在互联网及共享资源的高速发展时代，学生的知识来源早已突破

单一的课堂渠道，大量的信息来自于网络，并且单调的“教师一言堂”

的授课模式也无法引起学生的兴趣。面对这样的变化，作为知识的传

授者，一定要了解当代学生的心理变化及学习习惯的变化，创新授课

模式，将互联网与课堂结合起来，将“一言堂”翻转过来，只有紧跟

学生的变化，贴近学生的需求，才能真正提高教学效果和学习效率。

MOOC是指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是一种新型、有效的学习模式。

MOOC由 5~15分钟左右的短小视频组成，具有规模化、开放性、灵活

性的特点。2012年，美国顶尖大学陆续设立网络学习平台，2013年，

MOOC大规模进入亚洲，香港科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相继

提供网络课程。慕课的出现改变了现有班级授课制中面临的“以教师

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在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设计方面的“一刀切”，

难以考虑学生的个性化需求等问题，慕课有希望将学习者置于教学的

中心[1]。加之 MOOC资源丰富，各大高校均有优秀课程开放，这给学

生的学习带来了极大便利，突破了单一的在课堂上获取知识的局限，

能将课前、课后的时间有效利用起来，将学生的学习由课堂拓展成了

“课前、课上、课后”三个时间段的有效结合。

《健康评估》是护理学专业的必修课程，是联系基础课程与专业

课程的桥梁课程。评估是护理程序的起点，贯穿于护理实践的始终，

《健康评估》课程不仅仅要求学生熟练掌握“三基知识”，学生多数

时候是在被动接受知识，主动思考的能力培养较少，这就要求我们更

要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主动思考、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临床思维

能力。

案例教学是以临床案例为导向，注重临床思维与临床技能的培养

[2]。20 世纪由美国商学院提倡，教师根据教学的目标要求，提供一个

典型病例，让学生置身情景中，指导学生合理地运用所掌握理论进行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一种教学方法[3]。

基于以上，我校《健康评估》教学团队提出了“MOOC融合案例

教学”的教学理念，利用中国 MOOC平台及典型临床案例，试将线上

共享资源与培养学生临床思维融合起来，应用到《健康评估》教学中。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随机抽取 2019级 2个护理本科中的 1 个班为研究对象。实验组

50人，年龄（20.23±0.62）岁，其中男生 10 人；对照组 50人，年龄

（20.34±0.61）岁，其中男生 12人。两组学生年龄，男女生比例，前

期所学课程，学习能力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

可比性。

1.2方法

（1）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模式，理论课堂、实验课堂均以教师授

课为主。

（2）实验组采用“MOOC 融合案例教学”教学法，分为课前、课

中、课后三步。

表 1 课前-课中-课后教学设计

理论课 实验课

课前
教师：发放案例，提出问题 教师：发放案例

学生：MOOC 预习，回答问题 学生：MOOC 预习

课中
教师：引导学生，掌控课堂 教师：示教、总结

学生：授课，回答问题 学生：练习

课后
教师：发布测试题，批改作业 教师：发布作业

学生：MOOC 复习，完成作业 学生：录制操作视频

课前：教师遴选出典型临床案例，提出预习目标，在下次课前一

周发布给学生，学生根据典型案例及预习目标，在中国 MOOC进行相

对应的课程内容预习。

课中：理论课将学生分成小组，采用翻转课堂模式，按照护理程

序（先评估、再诊断）进行案例讲解。讲解后，学生根据理解的程度

进行提问，由授课小组进行回答。最后由教师对重难点知识进行梳理

讲解，将碎片化知识链接起来，使学生的学习系统建立起来。教师在

课堂上做好引导，掌控课堂节奏。实验课，学生两两结合，互为标准

化病人，根据临床案例进行护理评估，先简要问诊，再进行体格检查。

理论课与实验课案例一致，有利于学生加深理解。

课后：理论课学生根据自身学习情况在MOOC平台进行复习，并

且按照思维导图的格式做知识总结，同时完成教师在翻转校园 APP发

布的课后测试题。实验课学生录制操作视频，并提交到翻转校园。

（3）举例。理论课以症状学中的“发热”为例，课前一周，给学

生发放临床案例，之后提出具体预习问题，如“发热的概念”“发热

的原因”“发热的机理”“发热的类型”“护理评估要点”“护理诊

断”等。学生在中国MOOC进行预习，并根据问题做好预习笔记。课

中，随机抽取授课小组，授课小组推荐成员进行讲解，时间为 20 分钟。

之后，让学生自由提问，提出不能理解的问题，并由授课小组回答。

时间为 10 分钟。最后，由教师对该部分内容进行梳理，讲透重难点，

将知识串起来，形成系统化。

实验课仍然以“发热”为例，课前一周，给学生发放临床案例，

提出问诊的具体要求，并且结合肺部体格检查提出相关体格检查项目，

学生结合教材在中国MOOC进行预习。课中，教师随机抽取学习小组

进行检查，要求小组同学完成问诊，随后教师进行体格检查示教，时

间为 30分钟，接着要求学生分组进行练习，时间为 50分钟，最后进

行总结，时间为 10分钟。课后，根据教师发布的作业，学生录制体格

检查视频并发到翻转校园。

1.3效果评价

1.3.1理论课

分为平时成绩（占总评成绩 20%）、试卷成绩（占总评成绩 50%）

两部分。其中平时成绩包括课前预习、课堂表现、出勤，课后作业，

随堂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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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实验课

实验课共占总评成绩 30%，分为平时成绩（20%）、实验报告（30%）、

考核成绩（50%）三部分。其中平时成绩包括出勤、课堂表现。

1.3.3问卷调查

（1）采用护理本科生自主学习能力测评量表：包括信息能力、自

我管理能力、学习合作能力共 18个方面 3个维度。从“完全不符合”

到“完全符合”分别赋值。该量表 Cronbach's a 的系数为 0.863。

（2）采用自制调查量表：包括提高对健康评估知识的理解，提高

临床护理思维，提高分析解决问题能力，提高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

率等 5个方面。

1.4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8.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 ±s）

表示，计数资料以[n（%）]表示，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P<0.05为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理论成绩比较

试验组成绩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2 两组理论成绩比较

组别 n 平时成绩 试卷成绩

试验组( ±s) 50 90.42±2.17 85.37±3.25

对照组( ±s) 50 86.42±3.37 79.83±2.17

p ＜0.05 ＜0.05

2.2实验成绩比较

试验组成绩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3 两组实验课成绩比较

组别 n 平时成绩 实验报告 考核成绩

试验组( ±s) 50 92.32±4.37 92.42±3.57 88.69±2.38

对照组( ±s) 50 89.52±2.48 91.12±3.56 80.62±5.46

p ＜0.05 ＜0.05 ＜0.05

2.3自主学习能力比较

相对对照组，试验组同学在自主学习能力总分、信息能力、自我

管理能力、合作能力得分均表现的更突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对照组学习前后表现变化较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表 4 两组自学能力比较

注：*试验组教学前后比较，P＜0.05。

2.4对不同教学方法的评价比较

相对对照组，试验组同学对新的教学方法更为满意，新教学方法

在提高知识理解、临床护理思维、分析解决问题、学习兴趣、学习效

率方面更具有突出的优势，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5 两组学生对不同教学方法的评价比较[n(%)]

组别 试验组 对照组 p

n 50 50

提高对知识的理解 有帮助 47(94) 35(70) ＜0.05

提高临床护理思维 有帮助 43(86) 30(60) ＜0.05

提高分析解决问题能力 有帮助 46(92) 32(64) ＜0.05

提高学习兴趣 有帮助 43(86) 31(62) ＜0.05

提高学习效率 有帮助 48(96) 34(68) ＜0.05

3 讨论

护理学专业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专业，其任务是帮助患者恢复

健康、帮助健康的人促进健康。在护理学专业中，《健康评估》课程

是一门桥梁课，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是在临床课程之前必须先要掌

握的一门课程。虽然《健康评估》课程至关重要，但是在学生的心中，

这门课却无法受到重视。首先这门课程相对来说系统性偏弱，知识呈

现碎片化，记忆和掌握起来都有一定难度。其次，学生往往认为该门

课程在临床应用较少，不需要深入学习和掌握。这就导致学生听课效

果差，学习效果更差。近年来，各高校针对这一情况进行了思考，并

开展多样化的课程改革，如案例教学、情景模拟、SP病人使用、翻转

课堂、OBE 教学理念引入、BTS教学理念，以岗位需求为导向等各种教

学方法的应用，以促进教学，提高质量。

互联网和MOOC的发展，让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成为新的教学方

法，作者采用的“MOOC融合案例教学”就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经

过实践发现“MOOC融合案例教学”在教师与学生两方面均能起到积

极的促进作用。

3.1教师方面

促进了教师团队成长。此种教学法要求教师首先学习中国MOOC

中优秀的《健康评估》课程，了解其授课方法，课件制作，以及观察

视频录制的效果，为之后自己进行课程录制提供参考。案例教学要求

教师依据临床病例进行编写，提高了教师案例编写水平，充实了该课

程的案例库。

3.2学生方面

促进了学生的学习。混合式教学能很好的把学生的“课前、课中、

课后”三个时间段链接起来，让学生的学习时间从课上延伸到课后，

改变了高校学生课堂学习，课下不学的特点。而案例教学则能培养学

生的整体护理观，使学生具有临床护理思维能力，为之后的临床护理

课程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MOOC融合案例教学”虽然具有良好的一面，也具有不足的一

面。比如，学生认为MOOC平台上《健康评估》课程较多，存在选择

困难。并且觉得课前、课后学习时间过长，任务过重，存在一定的抵

触情绪。有些案例过于复杂，对于初学者难度较大。这些问题都是我

们在以后的应用实践中需要慢慢克服解决的。

总之，课程改革永无止境，我们不仅要授学生以鱼，更要授学生

以渔。让学生既能学到知识，又能提高全方位能力，以更好的状态适

组别 n
信息能力 自我管理能力 合作能力

前 后 前 后 前 后

试验组( ±s) 50 29.14±2.32 34.58±1.48* 30.59±2.87 37.58±3.15* 19.95±1.78 26.73±2.25*

对照组( ±s) 50 29.32±3.12 29.48±1.47 29.87±5.48 29.68±3.45 20.13±3.36 20.53±3.16

p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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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人才市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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