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３．合理布局，完善配套措施，提升整体实力：高等
医学院校和附属医院要结合自身实际，强化顶层设

计，坚持科学规划，整合资源，优化配置，重塑管理顺

畅、高效合理的基层教学组织尤其是临床教学组织及

科学规范的专业布局。完善研究生招生办法，提高研

究生入学质量；丰富研究生科研活动，适时增加助教

课程，强化科研能力和教学能力的培养；强化临床轮

训过程管理，探索以“５＋３”为主体的培养模式推动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衔接

机制，增加优质临床人才供给。加大对附属医院教学

投入力度，改善教育教学条件；同工同酬，提升临床教

师的职业荣誉感和事业获得感。制定并完善高等医学

院校附属医院临床教学基地的建设标准，建立纳入、预

警和退出机制，形成能上能下的动态化管理体制，充分

激发附属医院在医学人才培养中的主阵地职能
［１１］
。

　　四、展　　望

医学的未来取决于医学教育的更新和发展，高等

医学教育自身的特点和规律造就了高等医学院校与

其附属医院之间的特殊存在。随着“新医科”建设和

“双改”的深入推进，我国医学教育实现内涵式发展

的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作为临床实践教学的关

键节点，附属医院必须紧跟时代步伐，完成自我变革；

另一方面，高等医学院校也要在激励附属医院主动对

接新医改和促使其高标准完成学校下达的医教研及

高层次人才培养任务之间寻找完美契合点和利益相

关点，而多方参与、同心向力的医教协同、医教研深度

融合则是两者相互依存、互利互赢的必然选择，更是

顺应时代需求、满足人民群众美好愿景，开创医学教

育事业发展新局面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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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专业“５＋３”一体化培养《口腔科学》线上
教学的考核评价研究

李　菁　尹　君　贾雪婷　刘　勇　常世民　杨　瑛　颜　兴　李景辉　高润涛　黄晓峰

摘　要　目的　探索临床医学专业“５＋３”一体化培养《口腔科学》线上教学的考核评价。方法　本研究建立临床医学专业

“５＋３”《口腔科学》线上教学课件和线上模拟试题库，完成了 ８个课后作业和期末考试试题，同时设计 １份模拟试题对学习效果

影响的学生调查问卷和教师访谈内容。选择首都医科大学 ２０１６级临床医学专业“５＋３”一体化培养学生共 ３４名，根据是否当日

完成 ８个课后作业分为两组：当日交作业组和随机交作业组，对两组学生的平时成绩、期末成绩和总成绩进行比较；根据是否完

成模拟试题也分为两组：完成模拟试题组和非完成模拟试题组，也对两组学生的平时成绩、期末成绩和总成绩进行比较；回收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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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问卷，分析学生对线上教学和考核主观评价的各项百分比并对结果进行分析。结果　当日交作业组学生的平时成绩、期末成

绩和总成绩高于随机交作业组（Ｐ＜０．０５）；完成模拟试题组学生的期末成绩高于非完成模拟试题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８０％学生感到线上考试不紧张，６０％学生认为线上考试让他们感觉放松，利于发挥。３０％学生疫情之后仍愿意采取线上

期末考试的方式。师生均认为当日完成作业能够提升学习效果。结论　高等医学线上教学的及时、即时考核和师生互动反馈等

方式对医学生的学习起到了积极的督促作用，有利于提高线上教学的效果。

关键词　线上教学　高等医学教育　考核评价　临床医学　口腔科学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８　　　　文献标识码　 Ａ　　　　ＤＯＩ　１０．１１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５４８Ｘ．２０２１．０５．０４０

　　医学院校课程的变化和调整应与时代发展相契
合，在“５＋３”一体化培养成为主流模式后，医学教改
应重新设置医学课程体系，以适应社会需求，考核也

应根据课程所采取的不同授课方式而选择相应的考

核方式
［１～３］

。在互连网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互联网线

上教学是未来发展趋势，也是国家教育教学改革的大

方向。以往，高等教学的主要形式是面授课程，尤其

是医学高等教育的实践课程和临床科室更是需要面

授和言传身教。线上教学是高等教学的补充形式。

但是，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来，受条件限制，

线上学习已成为高校教学的主流方式。对于线上

教学，学生会有更多的自主性，但是教学效果的评

价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如何利用线上考核来促进

和提升教学效果，成为目前线上高等医学教学的一

个重要问题。

本研究是针对临床医学专业“５＋３”一体化培养
学生的《口腔科学》教学过程，通过线上教学、作业和

测验相结合的方式，评价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学习效

果。希望能更好地利用网上平台，探索出符合线上教

学的考核评价模式，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为高

等教育线上课程的评价提供参考。

一、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首都医科大学 ２０１６级临床医学专
业“５＋３”一体化培养学生共 ３４名，其中男生 １５名，
女生１９名。研究对象分组：学生每次均授课当日完
成作业并提交者为当日交作业组；在非授课当日随时

提交作业为随机交作业组。本研究授课方式为首都

医科大学网络教育平台（ＢＢ平台）线上理论授课和
钉钉平台线上见习直播授课。教师在 ＢＢ平台布置
平时作业，共８次，学生手写拍照上传至 ＢＢ平台，教
师线上评分并及时反馈。教师在 ＢＢ平台建立模拟
试题库，供学生考前练习，但不作为考核成绩。在医

视网进行线上期末考试，学生用手机答题。

２．课程的考核方式：在 ＢＢ平台的 ８次作业成绩
取平均分作为学生的平时成绩；在线上期末考试的成

绩作为学生的期末成绩；以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各占

５０％相加的成绩作为学生该课程的总成绩，均为百分
制。比较当日完成作业组和随机完成作业组学生的

平时成绩、期末成绩和总成绩。比较完成模拟试题组

和非完成模拟试题组学生的期末成绩。

３．调查问卷和教师访谈：通过问卷星发放线上匿
名调查问卷，调查同学对于平时考核、线上期末考核

的反应。包括选择题和主观题。通过访谈，调查教师

对于本学期授课和考核方式的反应。

４．统计学方法：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学软件对数
据进行处理分析，定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ｘ±ｓ）表
示，所有计量资料进行正态性检验，正态分布的数据

表示采用两样本 ｔ检验；对于非正态分布的数据采用
秩和检验，以 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　　果
１．对于当日交作业组和随机交作业组学生各项

成绩的比较：当日交作业组共 ２４名（７０．６％）；随机
交作业组共１０名（２９．４％）。分别对两组平时成绩、
期末成绩、总成绩进行比较。经正态性检验结果显

示，当日交作业组平时成绩、期末成绩、总成绩不具有

正态性；随机交作业组平时成绩、期末成绩、总成绩为

正态分布（表１）。秩和检验结果显示，两组间平时成
绩、期末成绩、总成绩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当日交作业组各项成绩均高于随机交作业组
（表２）。

表 １　两组平时成绩、期末成绩和总成绩比较（ｘ±ｓ，分）

成绩
当日交作业组

（ｎ＝２４）
随机交作业组

（ｎ＝１０）

平时成绩 ９５．６８±４．０１ ９３．３７±３．６１
期末成绩 ９５．６７±３．６１ ９２．７０±４．１３
总成绩 ９５．６８±３．１６ ９３．０４±３．３６

表 ２　两组平时成绩、期末成绩和总成绩比较

成绩
当日交作业组

秩次（ｎ＝２４）
随机交作业组

秩次（ｎ＝１０）
Ｚ Ｐ

平时成绩 ４８２．００ １１３．００ －２．３４６ ０．０１９
期末成绩 ４８３．５０ １１１．５０ －２．４０６ ０．０１６
总成绩 ４８１．５０ １１３．５０ －２．３２５ ０．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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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对于完成模拟试题组和非完成模拟试题组学
生期末成绩的比较：课程结束后至期末考试之前，教

师在 ＢＢ平台布置一套模拟试题。统计并比较完成
模拟试题组（１４名，４１．２％）和非完成模拟试题组（２０
名，５８．８％）学生的期末成绩。完成模拟试题组学生
的期末平均成绩９６．６４±２．２８分，显著高于非完成模
拟试题组学生的平均成绩９３．５０±４．３９分，两组期末
成绩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３．学生对于考核的主观评价：通过问卷星小程
序，向班级群内发放问卷，调查同学对于线上教学和

考核的反应。总共发出调查问卷 ３４份，收回有效问
卷３０份，有效回收率为８８．２４％。

参与调查的学生中，２３名（７６．７％）为当日完成
作业，７名 （２３３％）为 随 机 完 成 作 业。２９名
（９６７％）学生看到了教师在 ＢＢ平台的作业反馈。
回顾学习过程，２８名（９３３％）学生认为当日完成作
业的方式会更利于学习。

本次线上期末考试，６名（２０％）学生认为线上期
末考试让他们更紧张或焦虑，而 ２４名（８０％）学生否
认了这一点。１８名（６０％）学生认为线上期末考试让

他们感到更放松，利于发挥，另外 １２名（４０％）学生
否认了这一点。

本次期末考试时间共 １ｈ，题量为 ５道填空题，共
１５个空格；单选题１５题，每题４个选项；简答题４题；
病例分析题 １题，共 ３问。关于题量的问题，７名
（２３．３％）学生认为题量偏多，２３名（７６．７％）学生认
为题量合适，没有学生认为题量偏少。学生对于线上

期末考试的建议包括：４名学生认为挺好，２０名学生
无建议，其余 ６名（２０％）学生的建议分别为：减少题
量；简答题可能作答不太方便比较费时间；可以选择

题多一点，填空题少一点；希望增加过程分，减少最终

考试比重；打字太累；感觉有些选择比较偏，希望能更

新题库。

关于复课之后的期末考核方式，２１名（７０％）学
生仍愿意选择传统笔试，９名（３０％）学生选择线上考
试，理由分别为：比较方便；疫情所迫；更有利于系统

学习知识，而不是为了考试硬背；考试时间地点灵活；

没有传统考试前和考试时的紧张氛围；时间把控方

便，写错了方便修改；不需要手写；节约纸张、保护环

境（表３）。

表 ３　学生对于考核的评价

　　评价项目 人数（ｎ＝３０） 百分比（％）
你是如何完成平时作业的？

　当日 ２３ ７６．７
　随机 ７ ２３．３
你是否查看了教师对于课后作业的反馈？

　是 ２９ ９６．７
　否 １ ３．３
回顾学习过程，你认为哪种交作业方式更有利于学习？

　当日 ２８ ９３．３
　随机 ２ ６．７
你是否认为线上期末考试让你更紧张或焦虑？

　是 ６ ２０．０
　否 ２４ ８０．０
你是否认为线上期末考试让你更松弛，利于发挥？

　是 １８ ６０．０
　否 １２ ４０．０
你对此次线上考试题量的看法？

　偏多 ７ ２３．３
　合适 ２３ ７６．７
　偏少 ０ ０．０
复课之后，你更愿意选择哪种考试方式？

　传统笔试 ２１ ７０．０
　线上考试 ９ ３０．０

　　４．教师对于考核的主观评价：由于授课教师较少
（１０人），采取了访谈的方式收集教师对于本学期教

学和考核过程的反应。教师普遍认为：线上授课没有

压力，但缺乏师生互动；线上作业的形式能让教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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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掌握学生的学习效果，利用作业反馈环节作为补充

教学，帮助学生提升教学效果；随机交作业方式拉长

了教师的工作周期，教师普遍更倾向于学生当日完成

作业。

对于线上期末考试，教师认为：线上模拟试题库

的建立有利于学生的复习和考前训练，并且可以长期

使用；线上阅卷工作较传统纸质试卷更方便，统分也

更方便省时。

三、讨　　论
长学制高等医学教育是我国在医学教育领域实

施的重大改革之一，为培养卓越医生而实施的人才培

养新模式，以实现高等医学精英教育为培养目

标
［４，５］
。因疫情造成的本学期临床医学专业“５＋３”

一体化培养《口腔科学》授课形式全部改为线上进

行。线上教学由于缺少监督，需要学生自觉学习；教

师也缺乏面授课程时来自于学生的授课反馈。本研

究试图通过作业及作业反馈的形式来探索线上教学过

程中师生互动的平衡点和对提升教学效果最佳的教学

模式和考核模式，使之发展成为跟踪、安排和改进学校

课程的重要工具，随时掌握学生的学习动向
［６，７］
。

在平时作业环节，考虑到学生个性化的学习体验

和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因素，本研究设计了当日

提交作业和随机提交作业的两种交作业方式
［８，９］
。

其中随机交作业的方式分别为预习后即交作业、授课

后几天至２周不定时交作业和授课结束后期末考试
前一次性交作业。通过比较两组学生的成绩，发现当

日交作业组的各项成绩均高于随机交作业组，学习效

果更佳。在结课后的问卷调查也显示这组学生在未

来仍会选择当日交作业的方式进行学习，而随机交作

业组中７１．４％（５名／７名）的学生选择在未来的学习
中采用当日交作业的学习方式。线上教学师生并不

见面，作业完成情况可以认为是线上教学的过程监督

评估机制
［１０］
。本研究结果显示，作业完成得越及时，

学习效果也就越好。因此研究可以认为，在未来的教

学过程中督促学生当日完成作业和复习是值得提倡

的高效率学习方式。

在教学反馈的环节，线上教学反馈与传统面授课

后反馈也不相同。传统教学过程中，理论授课后教师

会在课后布置思考题并公布自己的电子信箱，方便师

生交流，但不要求学生交作业，因此实际发生的师生

交流并不多见。线上线下的学习评价模式对学生的

学习态度具有引导性作用，能对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

习效果进行追溯，更利于加强师生的交流和驱动学生

自主学习
［１１，１２］

。本学期的线上教学，教师充分利用

了 ＢＢ平台的布置作业、为作业评分和反馈作业的功
能，与之前传统教学教师不要求交作业的教学方式比

较，增加了教师的工作量，同时增加了师生交流的力

度，当日交作业组的学生能更及时地就作业反馈信息

与教师进行微信沟通，表现出更强的学习主动性。教

师能及时纠正学生在学习过程的理解记忆错误，给予

正确的指导，提升了学习效果。同时教师也更希望学

生能当日完成作业，以便提高工作效率。

ＢＢ平台模拟试题库的建立，是针对临床医学专
业“５＋３”一体化培养学生建立的《口腔科学》试题
库，这类试题库是之前没有的，这也是线上教学带给

笔者研究的成果，今后可以不断完善，并用于学生的真

题模拟学习，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
［１３］
。学生

在考前进行模拟试题自测，找到学习短板，通过复习加

强对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从而提高期末考试成绩。

问卷星匿名评教方式能让学生客观、真实地评价

教学情况，合理的教学评价方式可以及时反映教学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为以后教学设计及实施的优化提供

重要线索
［１４，１５］

。本研究将评价数据线上及时反馈给

教师，促进了教学反思。在师生对于线上期末考核的

主观评价中，本研究发现多数学生对于线上考试的反

应是没有更加紧张焦虑；多数学生感到放松，利于发

挥。本次线上考试的题量基本合理。笔者认为，尽管

选择题在线上出题、答题、阅卷时有许多方便之处，但

期末考试题型仍以混合题型为佳，填空、选择、简答、

病例分析题能分别从不同角度考核学生的记忆、理

解、应用和综合分析能力，比单一题型（选择题）更能

全面反映学生的学习效果。后期阅卷和统分的便利，

让教师提高了工作效率，也是教师认为线上期末考试

方式值得推广的原因之一。

本次考试采取的是医视网手机答题，对于作弊问

题虽不能和教室内的监考同日而语，但后台设计了退

出界面锁定和超时锁定等功能，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

防范作弊的作用。

本研究通过摸索、建立了临床医学专业“５＋３”
一体化培养《口腔科学》平时考核及期末考核相结合

的线上考核模式，并完成对考核模式的主、客观评价。

线上平时考核对学生的学习起到了监督和督促的作

用，其中授课后当日交作业的平时考核方式，加之及

时的教师反馈，是提升学习效果的最佳方式。针对性

模拟试题库的建立，帮助学生复习巩固，提升了学生

的期末成绩。线上期末考试的题型、题量得到了初

·７６１·

　　医学研究杂志　２０２１年 ５月　第 ５０卷　第 ５期 ·医学教育·　



步的确定。通过学生和教师对考核过程的主观评

价，本学期的线上考核方式基本得到了师生的肯

定。在疫情常态化和后疫情时段内，仍可借鉴和保

留线上考核的部分优势，与传统考核相结合，不断

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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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ＤｅｃｋｅｒｓＭＭ，ｖａｎＢｅｚｏｏｉｊｅｎＲＬ，ｖａｎｄｅｒＨｏｒｓｔＧ，ｅｔａｌ．Ｂｏｎｅｍｏｒｐｈｏ
ｇｅｎｅｔｉｃ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ａｎｇｉ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ｓｔｅｏｂｌａｓｔ－ｄｅｒｉｖｅｄ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Ａ［Ｊ］．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２，１４３
（４）：１５４５－１５５３

３７　ＹｕｎＹＲ，ＷｏｎＪＥ，ＪｅｏｎＥ，ｅｔａｌ．Ｆｉｂｒｏｂｌａｓｔ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ｓ：ｂｉｏｌｏｇ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ｉｓｓｕｅ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Ｊ］．ＪＴｉｓｓｕｅＥｎｇ，
２０１０，２０１０：２１８１４２

３８　ＣａｌｌａｇｈａｎＭＪ，ＣｈａｎｇＥＩ，ＳｅｉｓｅｒＮ，ｅｔａｌ．Ｐｕｌｓｅ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ｆｉｅｌｄｓ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ｎｏｒｍａｌａｎｄ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ｗｏｕｎｄｈｅａｌｉｎｇｂ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ＦＧＦ－２ｒｅｌｅａｓｅ［Ｊ］．Ｐｌａｓｔ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Ｓｕｒｇ，２００８，１２１（１）：１３０－１４１

３９　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ＴＥ，ＳａｋａｉＹ，ＧｒａｂｉｎｅｒＭＤ，ｅｔａｌ．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ｏｆｍｕｒｉｎｅｃｅｌｌｓｔｏ
ｐｕｌｓｅ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ｆｉｅｌｄｓｒａｐｉｄｌｙ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ｓｔｈｅｍＴＯＲ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ｗａｙ［Ｊ］．Ｂｉ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２００６，２７（７）：５３５－５４４

４０　ＬｉＳ，ＬｕｏＱ，ＨｕａｎｇＬ，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ｐｕｌｓｅ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ｆｉｅｌｄｓｏｎ
ｃａｒｔｉｌａｇｅ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ｓｉｇｎａｌｌｉｎｇｐａｔｈｗａｙｓｉｎｏｖａｒｉｅｃｔｏｍｉｓｅｄｒａｔｓ［Ｊ］．Ｉｎｔ
Ｏｒｔｈｏｐ，２０１１，３５（１２）：１８７５－１８８２

４１　ＢａｇｈｅｒｉＬ，ＰｅｌｌａｔｉＡ，ＲｉｚｚｏＰ，ｅｔａｌ．Ｎｏｔｃｈｐａｔｈｗａｙｉｓａｃｔｉｖｅｄｕｒｉｎｇｏｓ
ｔｅｏｇｅｎｉｃ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ｕｍａｎｂｏｎｅｍａｒｒｏｗｍｅｓｅｎｃｈｙｍａｌ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ｓ
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ｐｕｌｓｅ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ｆｉｅｌｄｓ［Ｊ］．ＪＴｉｓｓｕｅＥｎｇＲｅｇｅｎ
Ｍｅｄ，２０１８，１２（２）：３０４－３１５

４２　杨建成，张昊，商澎．静磁场对骨组织的影响及其分子机制探讨
［Ｊ］．科学通报，２０２０，６５（１３）：１２３８－１２５０

４３　ＺｈｏｕＪ，ＭａＸＮ，ＧａｏＹＨ，ｅｔａｌ．Ｓｉｎｕｓｏｉｄａｌ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ｆｉｅｌｄｓｐｒｏ
ｍｏｔｅｂｏｎ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ｈｉｂｉｔｂｏｎｅｒ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ｉｎｒａｔｆｅｍｏｒａｌｔ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ｖｉｔｒｏ［Ｊ］．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ＢｉｏｌＭｅｄ，２０１６，３５（１）：７５－８３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１－０３）
（修回日期：２０２０－１１－１０）

·８６１·

　·医学教育· ＪＭｅｄＲｅｓ，Ｍａｙ２０２１，Ｖｏｌ．５０Ｎｏ．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