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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在儿科护理教学中的应用体会 

刘思彤 1  刘勤 2，3* 

(1.西南医科大学护理学院  四川泸州  646000  2.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儿科  四川泸州  646000  3.四川省出生缺陷临床
医学研究中心  四川泸州  646000) 

摘要:目的：探讨在儿科护理教学中应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教学效果，同时分析其应用价值。方法：研究开始至结束时间为 2021 年 9 月-2023

年 6 月，共有 90 名儿科护理学生参与此次研究。随机将其分为不同教学模式的两组，其中对照组应用传统教学模式、研究组实施线上、线下混合式

教学模式，对比教学效果。结果：研究组综合评价合格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实践操作、理论考试分数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研究组学习能力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教学模式满意度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将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应用于

儿科护理教学中效果显著，能够切实提升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护理技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效能，符合现代教育的要求。 

关键词:儿科护理教学；混合式教学模式；线上线下 

 

儿科是医院重点学科，主要涉及14岁以下儿童疾病的诊断、治疗和

护理等，因患者年龄比较小，对护理就提出了更高要求0。为了让护理

学生能够更好地应对临床护理工作，应不断地更新教学模式，教学模式

是关乎理论知识、操作技能、护患沟通的关键。教学方法的有效性将成

为学生快速掌握护理能力的重要条件，成为对学生负责、对患者负责的

重要手段。在儿科护理教学中以传统教学模式为主，主动-被动为主要

的授课模式，但是单向的教学模式逐渐无法满足护理教学要求0。如何

让护理学生有扎实的理论基础、熟练的操作技能以及有主观能动性的学

习能力已经成为教学方向0。在当前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线上线

下混合式教学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的儿科护理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方式既

结合了线上教学的灵活性和互动性，又加入了线下实践的体验性和现场

性，很好地满足了学生多元化的学习需求0。对此，本研究通过对学生

学习成绩以及学习能力的观察，探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对学生的

影响，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收集2021年9月至2023年6月在儿科实习的护理学生90例，随机分为

2组，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各45例，组别之间教学模式不同，但任课

老师相同。研究对象均自愿参与此次研究，其中对照组共45名学生（男

3人，女42人），年龄均值（19.56±1.03）岁；研究组共45名学生（男5

人，女40人），年龄均值（19.60±1.08）岁。统计学分析结果显示，两

组基本资料差异不显著（P＞0.05）。 

1.2方法 

1.2.1对照组 

应用传统教学模式，由老师授课，学生听课和做笔记，课后完成作

业练习，定期开展课堂测验及知识点复习。 

1.2.2研究组 

实施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具体内容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线上教学：任课教师提前根据教学大纲做好线上教学准备，

根据教学计划引入教学案例、制作好教学 PPT 课件以及微课视频等；教

师提前利用在线教学平台传送相关教学资源，让学生对应学内容进行预

习，设定学习时限以及观看视频时长，根据在线教学平台数据，了解学

生课前预习答题情况，根据易错点、难点课堂教学中重点讲解；在完成

授课后，教师通过在线教学平台发布作业，学生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作业，并及时对学生答题情况给予评价，要求答题不合格的学生重新答

题，并给予相应的理论知识讲解等；利用在线教学平台进行理论考试，

教师根据所学内容以及题库组合试卷，并分发给每一位学生，让其在规

定时间内完成作答，学生完成答题后能够看到分数以及错题的答案讲

解，教师也可根据线上打卡情况、观看视频时长、回答问题次数以及考

生分数等了解学生学习能力等。最后，线上为学生之间，以及学生与老

师之间提供交流平台，通过对错题、难题的讨论，能够加深对知识点的

掌握，同时教师也可以为学生答疑解惑，提高学生学习实效性。 

（2）线下教学：首先由教师集中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难点、

疑问，结合教学大纲完整课堂教学，并进行有针对性的强化辅导；其次

教师带领学生完成目标任务的技能训练，由教师先进行示范，然后学生

进行操作练习，教师给予指导和纠错，规范护理流程和提供护理技巧；

最后，教师将临床实际案例添加至课堂讲解中，让学生了解到临床儿科

护理中的真实需求。 

1.3 观察指标 

考试及格率的评估以分数区间进行划分，单项分值为0~100分，代

表分数由高至低，将其分为优秀、及格以及不及格三个等级，分别对应

的分数为≥80分、60~79分、0~59分，最后计算出总的及格率0。考试成

绩得分以实践操作分数和卷面分数为标准，满分均为100分，通过分数

了解学生操作实践技能以及对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学生学习能力的评

价以教师对学生课堂及课后表现为依据，分值为0~100分，主要观察学

生5方面能力。教学模式满意度的评价通过分发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

了解学生对教学形式、教学内容、兴趣等方面的满意度，并作出评价，

以便在后续的教学工作中作出改进，为了确保结果的准确性，将采用不

记名严格保密学生信息的方式进行，最后将分数划分为不同的区间，即

非常满意、满意和不满意，分别对应的分数为80~100分、60~79分、0~59

分。 

1.4 统计学方法 

本次实验数据应用 SPSS 24.0软件进行统计学数据的分析，计量资

料使用（ sx ± ）表示，计数资料使用（%）表示 ，比较分别采用 t

检验和卡方检验，以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考试及格率统计分析及对比 

研究组考试及格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1。 

表 1  两组考试及格率统计分析及对比［n（%）］ 

组别 n 优秀 及格 不及格 及格率 

研究组 45 33（73.33） 10（22.22） 2（4.44） 43（95.56） 

对照组 45 28（62.22） 8（17.78） 9（20.00） 36（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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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     5.075 

P     0.024 

2.2两组实践操作成绩和理论考试成绩对比 

研究组两项考试分数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实践操作、理论考试分数对比（ sx ± ，分） 

组别 例数 实践操作考试分数 理论考试分数 

研究组 45 90.35±5.67 91.16±2.45 

对照组 45 86.42±3.12 86.38±2.23 

t  4.074 9.679 

P  0.000 0.000 

2.3两组教学方法对学习能力的影响对比 

研究组各项学习能力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3。 

表 3  两组学习能力评分对比（ sx ± ，分） 

组别 
临床思维能

力 

病例分析能

力 
自学能力 沟通能力 合作能力 

研究组（n=45）82.20±3.48 89.39±5.43 
92.55±

5.43 

93.43±

4.51 

95.45±

2.67 

对照组（n=45）76.37±2.25 77.37±4.20 
87.67±

5.12 

86.49±

4.46 

85.57±

2.38 

t 9.437 11.746 4.386 7.340 18.530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4两组教学模式满意度对比 

研究组教学模式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4。 

表4 教学模式满意度比对比［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情况 

研究组 45 36（80.00） 9（20.00） 0（0.00） 45（100.00） 

对照组 45 30（66.67） 7（15.56） 8（17.78） 37（82.22） 

X2     8.781 

P     0.003 

3 讨论 

儿科护理是指医护人员对儿童进行健康检查、预防和治疗护理相关

疾病、提供儿童健康宣教和指导的工作0。儿科护理具有一定的难度，

因为儿童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有其独特性，如患儿年龄小，对疾病的理解

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较差；儿童的情绪不稳定，容易出现焦虑、害怕、

不安等情绪，需要通过言语和行动进行积极疏导和安抚，提高患儿的合

作度。因此，对儿科护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

的普及，线上教育已经成为当今教育的趋势，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也

是一种新的教学方式，将传统的面对面授课和线上教育相结合，以此来

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0。 

本次研究发现，研究组考试及格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由

此说明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能够更好地提高学

生的学习成绩；研究还发现，两组学生理论考试和操作技能考试分数有

明显差异（P＜0.05），其中研究组更高，说明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有

利于提高学生理论知识掌握程度和提升护理操作技能熟练度；在本次研

究中，研究组在学习能力方面更具优势（P＜0.05），进一步说明了线上

线下混合教学模式有利于提高学生临床思维能力、病例分析能力、自学

能力、沟通能力以及合作能力等；最后，经不同模式教学后，研究组对

教学模式的满意程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说明线上线下混合教

学模式更能够满足学生对儿科护理知识的获得。分析上述结果原因，线

上教学的模式可以满足学生提前准备、随时复习的需求，让学生可以在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学习，解决了时间和地点的限制。而线下教学可以

使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更直观地了解实际操作和技能，混合式教学让学

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个性选择合适的学习方式，以此提高学习效果
0。混合式教学可以让学生在线上学习基础知识，在线下进行操作和技

能的实践，更加接近真实环境，帮助学生在实践中巩固知识点。在线下

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掌握程度进行实时反馈，提高学生的

学习效果；线上教学可以提供丰富的多媒体资源和互动形式，帮助学生

更加生动、形象地学习；而线下教学则更能增强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

体验，让学生可以通过问题交流和讨论与教师达到更加深入的沟通与学

习。混合式教学既融合了线上互动的特点，也有线下交流的优势，可以

提供更加全面的教学体现。 

综上所述，儿科护理教学中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有着明显的优

势，不仅能够提高教学的灵活度和效果，也为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教学管

理提供了新的探索和方法。混合式教学可以满足不同时期学生的不同需

求，进一步提升了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教学感受，建立了更加人性化、高

质量的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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