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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基于互联网+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模式在护理学导论教学中的应

用。方法 将 2019级、2020级共计 301名学生按照年级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

其中对照组 147人，干预组 154人。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模式，干预组采用雨课

堂+翻转课堂教学法。比较两组理论成绩、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一般自我效能

感及对课堂的满意度。结果 干预组护生理论成绩、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一般

自我效能感及对课堂的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P<0.05）。结论 互联

网+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模式可以在护理学导论课程中提升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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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7 月 1 日，国务院颁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

[1]，“互联网+”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引领了新的方向，混合式教学模式正逐渐成

为教育行业的“新发展”。“互联网+”时代的混合式教学中教师需要更加注重

对学习目标的审视，对学习内容和学习过程及教学策略的重新组合，最终以学习

活动和学习体验形式展现。在此过程中，教师可以作为学生的引导者、激励者[2]。

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又称翻转教学（Flipped teaching），指教师在课

前提供不同形式与教学相关的学习资源，学生在课余时间进行自主学习，课上时

师生进行面对面答疑解惑的一种教学方式[3]。学生利用课余时间了解各种资源，

预习即将要掌握的知识。让学生在上课前对要掌握的知识有整体把握，提升课堂

效率，在授课过程中，教师充当激励、答疑、解惑的角色，引领学生深入思考，

也能随时掌握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效果[4]。《护理学导论》是护理学专业学生首门

专业课，对引导学生专业情感、树立正确职业价值观至关重要[5]，但是由于其理

论性强，学习时有一定难度且枯燥极易导致厌学、弃学。以往的教学模式不再满

足信息环境下学生对知识的需求，如何在有效的时间内，达到最好的教学效果，



探求适合《护理学导论》教学方式与方法成为高等护理教育中急切需要解诀的问

题。鉴于此，本研究采用中国大学慕课平台中北京大学护理学院开设的走进护理

作为学习资源，采用雨课堂 App 作为教学平台，并与翻转课堂有机结合，打破传

统教学模式。

1.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试验研究对象为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佳木斯学院 2019、2020级护理四年制

本科班学生为研究对象。整群抽样法选取 2019级护理本科 3个班级为对照组共

计 147人，2020 级护理本科 3个班级为干预组共计 154人。调查的时间是 2020

年 9月～12 月和 2021年 3月～2021 年 7 月试验前将两组学生第一学期各科

平均成绩进行统计学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1 对照组

对照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以及师资配备均与试验组相同，对照组采用传统

的教学模式，以教师“教”为主，注重教师“教什么”，“怎么教”，主要利用

课前布置预习内容，课中授课，课后布置习题复习为主。

1.2.2 试验组

对试验组采用“网络信息技术+翻转课堂”教学方法：即每班分 8小组，每

小组 6人；以学生为主，让学生动起来，忙起来。教师提前 1周通过网络平上传

视频课程；学生观看视频内容，回答线上问题；以小组为单位网上查阅相关资料，

完成作业；课堂中学生以角色扮演、病例分析、演讲自评、小组讨论、小组间评

价等多种方式展示作业完成情况；通过雨课堂 APP随机点名，调动学生积极性

与学生互动，布置练习题随时了解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最后教师通过点评、

答疑，巩固、内化相关知识点。

1.2.2.1 分解课程知识点

以护患关系与人际沟通一章为例，将其分解为人际关系、护患关系、人际沟

通、护理工作中的沟通四部分。

1.2.2.2 制作微视频

①制作课件:内容包括知识点概念、重难点解析等。②录制视频:利用

Adobe 录制视频。③剪辑视频：修改或删除视频中冗长或无意义内容。



1.2.2.3 翻转课堂的预备

由专职教师及临床专科护士组成双师型教学团队共同备课。设计教学目

标，头脑风暴适合本节课内容的临床经典案例，每节课设计 2 个案例，每组

推荐 1名同学负责师生沟通与学习任务转达。

1.2.2.4 实施翻转课堂

涉及三个步骤，分别是课前准备、翻转课堂、回顾反思。教师根据教学

目标与课堂实际情况进行调控。①课前准备：开课前 7天通知学生安装好雨

课堂软件，并熟练掌握其功能。每节课开课前 3天发布做好的短视频并发送

相关习题到雨课堂后台，通知学生按时观看并完成习题。教师可通过后台查

看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并及时解答学生的相关问题。②翻转课堂：课上

先利用 5min 进行与短视频相关的 10道题小测试，随之教师引出教学案例，

由浅到深，由简到繁，学生进行小组讨论，雨课堂随机抽取一名同学发表见

解，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并质疑。灵活使用雨课堂的弹幕功能，与学生进行

互动，了解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③回顾反思：课堂即将结束前，教师总结

本节课知识的重、难点，通过雨课堂布置 10道题，限制学生 5分钟之内答完，

掌握学生对本节课教学内容掌握程度。对学生在雨课堂的问题进行集中答疑，

布置课后作业，组织学生对教学效果进行评价。

基于互联网+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模式在《护理学导论》教学中的应用

1.3 评价指标

①课程成绩：包括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平时成绩包括预习测验题

题、课堂测试题、课后练习题三部分，两组题目相同，占据总成绩 30%。②自

主学习能力测评:采用姜安丽[6]等人研究的护理专业本科生自主学习能力要素

进行设计，问卷包括三个维度，即自我管理能力评价、信息管理能力评价、

学习合作能力评价。问卷满分 80 分，采用 Likert5 级评分法，分别是非常同



意、同意、不确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分别对应分值为 5 分、4分、3分、

2 分、1 分，得分越高代表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越强。③一般自我效能量表

（ 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GSES）[7]：该量表共 10个条目，采用 Likert４

级评分法，完全不正确计１分，部分正确计２分，大部分正确计３分，完全

正确计４分。分值在 0-40分，得分越高代表自我效能感越强，反之则自我效

能感越弱，自信心相对较差。该量表有较高的信效度，内部一致性信度指标

Cronbach’sα系数为 0.875，分半信度为 0.821。④试验组对翻转课堂的满意度，

内容包括提升学习主动性、增进师生交流、提升课堂效果、提高合作交流能

力。

1.4 统计学方法

利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采用 t 检验进行计量资料组间比

较，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采用2检验进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计数资料

采用频数和百分比表示。以 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学习成绩结果（表 1）

学习成绩结果（表 1）（%）

2.2 自主学习能力比较效果（表 2）

自主学习能力比较效果（表 2）（ x ± s）

组别 自我管理能力 信息能力 学习合作能力 总分

对 照 组

（n=147）

22.88±2.323 23.67±1.324 15.85±1.549 62.65±3.254

试 验 组 25.33±1.658 26.27±1.976 16.98±1.692 67.94±3.462

组别 优秀 良好 中等 及格 不及格

对 照 组

（n=147）

22（15） 35（23.8） 33（22.4） 50（34） 7（4.8）

试 验 组

（n=154）

45（29.2） 63（40.9） 28（18.2） 18（11.7） 0（0）

2 38.222

P 0.000



（n=154）

t -2.675 -10.674 -3.975 -8.456

P 0.003 0.000 0.000 0.000

2.3 一般自我效能比较结果（表 3）

一般自我效能比较结果（表 3）（ x ± s）

组别 一般自我效能

对照组（n=147） 24.45±3.634

试验组（n=154） 33.82±2.875

t -34.736

P 0.000

2.4 学生对课堂效果满意度结果（表 4）

学生对课堂效果满意度结果（表 4）（%）

组别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对照组（n=147） 113（76.9） 20（13.6） 14（9.5）

试验组（n=154） 145（94.2） 9（5.8） 0（0）

2 21.991

P 0.000

3.讨论

3.1 互联网+翻转课堂可以有效提升护生护理学导论成绩

护理学导论位于护生基础护理学专业课的首位，可以培养护生的职业价值观

和职业素养。但护理学导论内容较为抽象、护生在学习课程之前未接触过临床工

作，在知识理解上加大了困难。传统的教学模式主要以教师“教”为主，忽视了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学生的学习空间主要以课堂为主，很少进行自主学习和合作

交流。翻转课堂将传统的教学知识细化，制作成与教学相关的微视频教学材料并

发布给学生以供学生自主学习，课上通过案例分析、小组讨论、情景模拟等方式

帮助学生记忆知识点[8]，充分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9]。学生通过雨课

堂扫码进入班级，可以预习下节课要学的知识点，教师通过发布练习题，学生可

以及时知晓个人知识掌握程度以及疑问，课上针对性课上解惑，提升了学习效果。

表 1数据显示，试验组护生的理论成绩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1) ，说明与传统



教学模式比较，基于“互联网+”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可以有效提高护生的成绩。

这与吕妃[10]等人的研究结果相似。

3.2 互联网+翻转课堂可以有效提升护生自主学习能力

表 2中结果显示，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互联网+翻转课堂可以有效提升护

生自主学习能力（P<0.05），传统教学模式中，学生的学习主动性难以发挥，“灌

输式”教学很难让学生有时间知识内化。雨课堂+翻转课堂相结合，鼓励学生参

与到教学中，以“学生为中心”最大限度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发挥学生的主观

能动性[11]。课前通过微视频并在雨课堂发送问题预习本节课学习内容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课上带着问题针对性学习并通过小组讨论、案例分析、情景模拟等方

式，让学生参与到课堂，课后有疑问或想法可以在雨课堂与教师或同学进行互动。

最大限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鼓励学生善于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让学生在学

习中找到成就感继而激发学习主动性。

3.3 互联网+翻转课堂可以有效提升护生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用来评价个人对完成一件事的信心程度，一般自我效能量表分数

较高的人会有较强自信心，会更加从容迎接挑战与困难，会较好的发挥个人水平。

一般自我效能量表分数较低的人，遇到困难会表现出焦躁、偏激等严重后果从而

影响正常水平的发挥，这对一名大学生今后的学习、工作、生活都有至关重要的

作用。表 3显示，互联网+翻转课堂可以有效提升学生的自我效能感（P<0.001），

传统教学模式单纯的为教师教什么，而将雨课堂与翻转课堂有机结合后，课前学

生通过预习将即将学习的知识进行初步了解后，课上一些简单的问题可以迎刃而

解，有疑惑的问题可以针对性解决，课堂学习效率提升，课后习题正确率提高，

学生的自信心也会相继提高，如此良性循环，让学生在学习中提升信心，在提升

信心中提高学习效率。

3.4 互联网+翻转课堂可以有效提升护生对课堂的满意度

表 4可以看出，在应用雨课堂结合翻转课堂教学后，学生对课堂效果满意效

果显著提升（P<0.001），在应用微视频、课前作业及课堂多种模式教学方法课

下及时巩固学习内容后，学生可以更快、更清晰掌握学习内容，在学习中找到乐

趣、成就感，更好的与同学合作，增长自己的学识，认识到现在的学习是为今后

的临床工作奠定扎实的基础，更加配合教师的教学任务，这与张琼[12]等人的研究



结果一致。

相关研究表明，翻转课堂的最佳班级人数为 25-40人[13]，本研究的班级人数

都为 50人左右，研究过程中发现存在讨论时间不充分、时间不够等情况，未来

将继续研究出适合 50人以上班级的新型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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