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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分课堂的混合式教学在护理研究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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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评价基于对分课堂的混合式教学在护理研究教学中的应用效果，为提升护理研究课程教学效果提供参考。方法：以开设护理

研究课程的 2019 级护理学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以授课自然班级为单位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1-4 班，196 人）采用基于对分课

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对照组（5-8 班，198 人）采用讲授+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比较两组的自主学习能力、信息能力、自我管理能力、

团队合作能力、期末成绩情况。结果：实验组的自主学习能力为（150.98±14.89）分、信息能力为（50.63±5.25）分、自我管理能力为（92.56

±10.27）分、团队合作能力为（72.94±8.18）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的（142.56±14.07）、（46.38±4.61）、（85.34±10.52）、（68.52±7.96）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基于对分课堂的混合式教学在护理研究教学中取得较好的效果，可行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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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因护理专业人员的紧缺，许多高校开始扩招，因此也

暴露了较多问题，尤其在教学中表现较为突出，主要表现在：学生

被动接受知识、缺乏独立思考能力、课堂质量下降、综合能力较弱

等问题[1]。随着教育信息化的全面推进，各种新的教育理念和教学

模式被引入护理教学改革中，其中混合式教学应用最为广泛，也成

为各高校课程授课的主要方式，采用的教学方式主要为“线上”与

“线下”相结合。对分课堂是 2014 年复旦大学张学新教授[2]提出来

的课堂改革新模式，将课堂分为 3 个阶段，即讲授、内化吸收、讨

论阶段，是指将大部分时间分配给学生讨论，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护理研究作为一门培养护生科研能力、创新能力的护理专业课程，

具有实践性强、应用广泛的特点，但目前存在理论内容较多、实践

课时少、师生互动少等问题，对于未接触过科学研究的学生来说，

学习存在一定难度，会造成学生对此门课程丧失兴趣。故本研究将

对分课堂应用到混合式教学模式中，探讨该教学模式在护理研究课

程教学中的可行性，为提升护理研究课程教学效果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以开设护理研究课程的2019级护理学专业学生

为研究对象，以授课自然班级为单位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

（1-4班，196人）采用基于对分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对照组（5-8

班，198人）采用讲授+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 

1.2  方法  《护理研究》课程共 32 学时，分为 24 学时理论课

和 8 学时实践课，两组研究对象课程设置及授课教师均相同。学生

按照自己意愿组队，每组 5-6 人，每组同学在首次课时进行选题。 

1.2.1  教学方法  两组均采用“线上”（通过超星平台完成）+

“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进行授课。 

1.2.1.1  对照组  （1）超星平台发布教师授课视频，课前完成

相关预习任务；（2）课中理论课主要以课堂授课及翻转课堂为主，

实践课的内容包括文献检索、问卷制作、SPSS 数据分析、论文写作，

在计算机房完成；（3）课后完成超星平台发布的相关课程任务；（4）

最终考核以小组为单位完成开题报告。 

1.2.1.2  实验组  （1）超星平台发布教师授课视频，课前完成

相关预习任务；（2）课中的讲授阶段教师对基础知识进行简单说明，

再结合各小组的选题，对重点及难点内容进行精讲，让学生认识到

根据自己的选题如何去确定论文题目、文献检索、研究设计等，并

确定好需要完成的具体目标；内化吸收阶段：各小组学生根据需要

完成的具体目标，去查阅相关资料，在这个阶段各组成员要根据选

题确定下一步需要实施的具体内容，并提出自己的困惑。讨论阶段：

首先组内先根据每位成员的困惑进行汇总，组内解决较为简单的困

惑，较难的问题进行组间讨论，对于解决不了的问题由各组成员提

问，教师进行解答。最后，教师结合学生的困难将重点及难点内容

进行总结，由各组成员进行汇总，再根据课堂时间随机选择几个小

组进行成果汇报。（3）课后完成超星平台发布的相关课程任务；（4）

最终考核以小组为单位完成开题报告。 

1.2.2  考核方式  对照组采用平时成绩（40%）+期中考试

（10%）+开题报告（50%）进行课程考核，其中平时成绩包括平时

成绩包括考勤、读书笔记、课堂互动、课程视频、章节测验、作业、

实践报告；闭卷考试内容主要根据翻转课堂内容及实践内容确定。

实验组采用过程性考核（50%）+终末性考核（50%），过程性考核

包括过程性评价包括：出勤、课堂表现、作业、论文参与度、在线

讨论情况、期中考试。终末性评价主要根据制定的考核标准从论文

撰写情况进行评价。 

1.3  应用效果评价指标 

1.3.1  自主学习能力  使用王小丹等[3]编制的自主学习能力量

表评价自主学习能力，该量表共 40 个条目，共分为 6 个维度，分

别为自我动机、学习信念、制定学习目标及计划、自我监测与调节、

获取及处理信息、交流合作能力。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法进行评分，

选项为完全不符合、基本不符合、一般、基本符合、完全符合，分

别计分 1-5 分，满分 200 分。得分越高，自主学习能力越强。该量

表的 Cronbach'α系数为 0.929。 

1.3.2  信息能力  采用护理本科学生信息能力评价量表评价

学习能力：该量表由冯琳[4]编制，共 18 个条目，由信息获取能力、

信息组织处理能力、信息利用能力、信息交流能力、信息评价能力

和信息创新能力 6 个维度组成。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法进行评分，

选项为不会、了解、熟悉、掌握、精通，分别计分 0-4 分，满分 72

分，得分越高提示信息能力越强。该量表的 Cronbach′sα系数为

0.958。 

1.3.3  自我管理能力  采用张瑜[5]编制的《大学生自我管理能

力调查问卷》评价自我管理能力，该问卷包括时间管理、知识管理、

身心管理、人际关系管理、职业生涯管理、网络生活管理 6 个维度，

38 个条目。采用 Likert 4 级评分法，选项不是、较少时候是、较多

时候是、通常是分别计 1-4 分，满分 144 分，得分越高表明自我管

理能力越强。该问卷 Cronbach’s α系数为 0.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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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团队合作能力  采用李芙蓉等[6]编制的大学生团队协作

能力量表，共 22 个条目，两个维度：合作意识、合作技能。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法，从完全不同意、比较不同意、介于中间、比较

同意、完全同意分别计 1-5 分。其中条目 2、5、6、7、9、12、14、

16、20、21 反向计分。量表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4。 

1.3.5  期末成绩  根据 1.2 考核方式计算两组最终的期末成绩

情况。 

1.4  统计分析方法  采用 SPSS26.0 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服从正态分布，采用均数±标准差进行描述，比较采用 t 检验；总

体方差不齐，则采用 t’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实验组共发放 196 份问卷，有效问卷 190 份，

有效率为 96.94%，对照组共发放 198 份问卷，有效问卷 188 份，有

效率为 94.9%。 

2.2  应用效果情况  实验组的自主学习能力为（150.98±

14.89）分、信息能力为（50.63±5.25）分、自我管理能力为（92.56

±10.27）分、团队合作能力为（72.94±8.18）分，均显著高于对照

组的（142.56±14.07）、（46.38±4.61）、（85.34±10.52）、（68.52±

7.96）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1   两组护生应用效果比较 

组别 n 
自主学习能

力 
信息能力 

自我管理能

力 

团队合作能

力 

实验组 190 
150.98±

14.89 

50.63±

5.25 
92.56±10.27 72.94±8.18 

对照组 188 
142.56±

14.07 

46.38±

4.61 
85.34±10.52 68.52±7.96 

t 值  5.650 8.365 6.836 5.323 

P 值  <0.001 <0.001 <0.001 <0.001 

2.3  期末成绩情况  实验组护生期末成绩为（80.56±7.35）分，

高于对照组期末成绩（77.19±6.94）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582，

P<0.001）。 

3  讨论 

混合式教学将课堂授课和网络教学结合在了一起，可以提高学

生主动学习的兴趣、改善学习效果、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也促进

了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但是单纯的混合式教学也存在一定问题，

可能会影响学生的积极性和独立思考能力。对分课堂是把大概一半

的课堂时间留给学生，能够更好地发挥“以学生为中心”教育理念

的作用，可将被动学习转换为主动学习，尤其是在护理研究课程中

能够培养学生科研思维及创新能力，因此将对分课堂与混合式教学

相结合，可进行优势互补，丰富护理研究教学的内容，促进教学相

长。 

3.1  自主学习能力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人们对健康的关注

度越来越高，因此培养医学生具备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十分重要，

但目前大部分大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较弱[7]。本研究结果显示，实

验 组 的 自 主 学 习 能 力 显 著 高 于 对 照 组 ，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P<0.05）。说明此种教学模式更能够使学生从单纯的知识获得者

转变为知识的探索者。课中教师通过布置任务及讨论的方式让学生

有一定的压力，并主动思考，动手去查阅相关文献，也可以接触学

生存在的困惑，使他们对课程的兴趣增加，因此可在一定程度上促

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 

3.2  信息能力  有研究指出，信息能力是护理人员需要具备的

核心能力之一[8]，良好的护理信息能力可以促进护士的全面发展，

提高护理质量及患者的生活质量[9]。本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的信

息能力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研究

课程与其它课程不同，需要学生运用信息化手段去完成相关任务，

也会熟练掌握计算机相关操作，也会意识到信息能力的重要性，计

算机操作能力也越来越熟练，更有助于护生以后的职业发展及临床

护理工作胜任力[9]。 

3.3  自我管理能力  为了促进医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医学生的

全面发展，需要学生具备良好的自我管理能力。本研究结果显示，

实验组的自我管理能力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说明此种教学模式可提高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能够

让学生根据小组选题内容进行计划、组织、监督等有关提高自我管

理能力的活动。有研究显示，自我管理能力强的医学生，更有勇气

面对困难和挑战，学习投入程度更高，学习效果更好[10]。 

3.4  团队合作能力  团队合作能够使学生之间的沟通交流机

会增加，更容易解决存在的困惑，有利于学生系统性的学习。本研

究结果显示，实验组的团队合作能力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说明该教学模式可促进小组间因相同的学习目

标而经常进行交流，使得他们能相互帮助和鼓励，更能够加强对知

识的掌握，也能激发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11]。 

综上所述，基于对分课堂的混合式教学能够提高学生的自主学

习能力、信息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团队合作能力，也得到了学生

的充分肯定，可行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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