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配制操作,以及血清特异性免疫球蛋白 E 检测。 由

于临床医学系班级人数较多,本教研室需要妥善安排

见习课表,让学生分多个批次进入门诊不同部门及岗

位见习轮转,以保证教学质量。
值得注意的是,调查中对肺功能检查见习感兴趣

的学生仅占 39. 2% ,而肺功能检查是诊断与评估气

道过敏性疾病尤其是哮喘的关键手段,也是变态反应

学教学中的重要内容。 学生对此兴趣缺乏,可能与既

往变态反应学课程中缺乏哮喘及肺功能的专门课堂

教学有关。 为此,在今后的课程设计中,应当添加哮

喘与肺功能的教学内容,以激发学生的见习积极性。
此外,学生在门诊期间最希望见习的疾病类型调查结

果与前述感兴趣的课程内容调查结果一致,变应性鼻

炎和食物过敏位居前 2 名,而特应性皮炎为最后 1
名。 这同样提示应当加强对本科生的过敏性疾病科

普宣传,不仅要介绍常见病多发病,也要强调认识变

态反应科特色疾病的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显示,北京协和医学院八

年制临床医学系学生认为疾病治疗类课程内容的难

度较大,对于增加过敏植株 / 花粉识别教学以及门诊

见习教学具有较强烈的需求。 本研究初步指出了本

系变态反应学教学中的难点及需求点,为将来的课程

改革及教学优化提供了参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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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在妇产科
临床见习教学中的应用

高福梅 　 谢 　 冰 　 陈 　 哲 　 吴 　 燕 　 王建六

摘 　 要 　 目的 　 探讨在妇产科临床见习中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应用。 方法 　 以 2016 级临床医学专业见习医学生为

对照组,采用传统线下教学模式;以 2017 级为实验组,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结果 　 两组学生见习结束后的出科

考试中,理论学习和技能操作成绩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但是实验组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自学能力、分析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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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信息资料的管理能力明显提高(P < 0. 05)。 结论 　 在妇产科临床见习中,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能提高学生的学习

兴趣,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是值得推广的临床见习教学模式。
关键词 　 教学模式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妇产科

中图分类号 　 R71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 11969 / j. issn. 1673-548X. 2022. 08. 041

　 　 临床见习是医学生培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医学生通过在医院临床观察,与患者接触,在临床医

生的指导下开展、实施医疗行为,开始从课堂理论知

识到医院临床实践的过渡,完成从医学生到医生的临

床角色转变 [1] 。 妇产科临床见习具有鲜明的专科特

点,包括涉及面广、对医患沟通技巧及专业水平要求

高、理论与实践结合强等,因此需要扎实的基本功。
传统的高等医学教学模式是以面对面课堂授课为主,
通常采用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式,这种方式的主要

特点是教师主导,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参与性

不高。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受疫情常态化防控

模式的影响,传统的教学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和冲击。 因此,新的教学模式应运而生。 有研究提出

了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概念,它将传统的面授线下教学

与网络线上学习结合起来,把课堂的主体归还给学

生,学生自主学习,而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起到启发、
引导和监督的作用 [2,3] 。 本研究旨在深入剖析线上

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在妇产科临床见习教学中取得

的效果和存在的不足,为进一步提高妇产科学临床课

程的教学质量提供参考依据。
一、对象与方法

1. 教学对象与分组:选取北京大学医学部于

2019 年 9 月 ~ 2021 年 3 月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妇产

科见习轮转的 2016 级和 2017 级两个年级的共 84 名

临床医学专业大四见习医学生作为教学对象。 以

2016 级的 37 名见习学生为对照组,其中男生 19 名,
女生 18 名,平均年龄为 22. 00 ± 0. 18 岁;以 2017 级

47 名见习学生为实验组,其中男生 25 名,女生 22
名,平均年龄为 22. 00 ± 0. 14 岁。 两组学生的性别、
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 研究方法:教学分为理论教学与技能操作两部

分。 其中理论教学中,对照组采用传统面对面理论授

课的线下教学方法,而实验组则采取线上学习的形

式,呈现形式为授课教师录制讲课视频后上传至学习

通 APP,学生通过电脑或手机应用自学,不限时间、地
点,可重复学习。 两组的技能操作采用线下讲解、实
操的方式进行。

3. 考核方法:在完成 4 周妇产科临床见习后对两

组见习学生进行考核,包括理论知识(100 分)和技能

操作(100 分)两部分;同时填写调查问卷以评价两种

教学模式的教学效果,调查问卷主要评估了不同教学

模式对学习兴趣,学习积极性主动性的调动,以及对

能力(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等)的

培养;共包括 8 项(表 2),通过 4 分法评价,每项评分分

为优(3 分)、良(2 分)、中(1 分)、差(0 分)。
4. 统计学方法:应用 SPSS 25. 0 统计学软件对数

据进行统计分析,本研究中的成绩和满意度评分均为

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 x ± s)表
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以 P < 0. 05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二、结 　 　 果

1. 教学成绩:理论知识方面,实验组平均成绩为

81. 36 ± 4. 38 分,对照组平均成绩为 83. 09 ± 6. 30
分;操作技能方面,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成绩分别为

88. 97 ± 4. 91 分和 88. 73 ± 6. 00 分,两组成绩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 > 0. 05,表 1)。

表 1　 实验组和对照组见习同学出科考核成绩 (分,x ± s)

项目 对照组( n = 37) 实验组( n = 47) P
理论知识成绩 83. 09 ± 6. 30 81. 36 ± 4. 38 0. 17
操作技能成绩 88. 73 ± 6. 00 88. 97 ± 4. 91 0. 85

　 　 2. 问卷调查:实验组回收有效调查问卷 45 份,回
收率为 95. 74% ;对照组回收有效调查问卷 34 份,回
收率为 91. 90% 。 调查结果显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

学模式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自学能力,锻炼分

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信息资料管理能力方面均显

著优于对照组(P < 0. 05,表 2)。

表 2　 两种教学模式教学效果的问卷调查结果(分,x ± s)

项目 对照组 实验组 P
激发学习兴趣 1. 89 ± 0. 64 2. 51 ± 0. 51 0. 03

分析解决问题能力 1. 75 ± 0. 71 2. 56 ± 0. 50 0. 00
提高创新能力 2. 50 ± 0. 76 2. 41 ± 0. 72 0. 75

加深知识理解能力 2. 63 ± 0. 74 2. 38 ± 0. 67 0. 37
提高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 2. 50 ± 0. 75 2. 28 ± 0. 72 0. 45
提高信息资料的管理能力 2. 13 ± 0. 99 2. 85 ± 0. 37 0. 00

提高自学能力 1. 89 ± 0. 83 2. 59 ± 0. 64 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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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讨 　 　 论

本研究比较了在妇产科见习的两组同学的基本

情况,包括他们的入科情况(年龄、性别比例)、出科

的成绩和教学效果的调查问卷。 两组学生年龄及性

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表明这两组学生具有

可比性。 经过不同的见习教学方法后,实验组即线上

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组的学生理论与技能考核成绩

不低于对照组即线下教学模式组。 而问卷调查结果

发现,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教学模式更能提高学生的学

习兴趣、自学能力,提高了信息资料的管理能力及分

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可见线上线下的教学模式在妇产

科见习中具有一定的优势。 下面对线上线下教学模

式的发展及优缺点进行探讨。
传统的妇产科临床见习教学是以线下课堂面对

面理论讲授为主,其后进行技能操作(盆腔检查、四
步触诊、骨盆测量等)和临床知识学习。 传统的线下

理论教学内容枯燥单一,学生对授课方式和内容没有

兴趣,不能很好发挥学生的自主学习性和分析解决问

题的能力 [4] 。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国家教育

事业发展的 “十三五”与“十四五” 国家信息化规划

明确指出:加快建设“互联网 + 教育”大平台,构建泛

在的网络学习空间,支撑各类创新型教学的常态化应

用,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开放共享,是国家教育事业的

重要抓手 [5] 。 在此背景下,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

式应运而生出现在课堂中。 线上线下教学模式是

“互联网 + 教育”和传统线下教学相结合的一种新型

教学模式。 在网络课程共享平台上,授课教师上传学

习资料的视频,学生可使用电脑或手机客户端学习,
教师可以后台查看学生线上学习的记录,从而进一步

在线下课堂中可以有的放矢,针对这节课的重点、难
点、记忆点进行讲解,使学习过程更优化、高效 [6] 。

此外,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大量

学生同时集体面授上课的教学模式受到了挑战。 本

研究积极响应疫情防控策略的同时,形式灵活,理论

知识采用线上视频讲授,学生利用网络课程平台进行

自主学习,只要有网络,学生可随时随地进行学习,并
根据需求进行重复,使得学习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

制;并且针对授课教师的随堂作业,利用网络自主检

索答案,然后线下与老师反馈、讨论沟通;这种混合的

教学模式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灵活支配学习的时

间和空间,充分调动了其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
时针对随堂作业,学生需要自主查阅资料寻找答案,
培养 了 学 生 自 主 学 习 能 力 和 分 析 解 决 问 题 的

能力 [7] 。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模

式,其优点是对于理论学习较多的妇产科来说,线上

教学不仅解除了对教师与学生的时空限制,而且作为

线下教学的补充,使线下的教学更有效率。 线上教学

的特点:(1)时空灵活:传统的教学需要固定的时间

表,标注上课的时间和地点,而线上教学仅依托网络

教育平台,无需将师生同一时间集中起来,无需教室,
教师录制课程,学生可以利用日常生活中琐碎的时

间,只要有网络,学生随时随地可以进行线上学习,使
知识的传递变得更加高效和灵活 [8] ;对于医学授课

教师而言,因为授课教师均为临床医生,线上授课提

前录制更灵活便捷。 (2)学习兴趣和主观能动性得

到提高:传统的授课教学形式单一,缺乏创新,学生常

因内容枯燥乏味而影响学习效率和成绩,新的教学模

式的应用、灵活的内容与形式,能更好的调动学生的

学习兴趣和主观能动性。 (3)锻炼了学生的自主学

习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线上授课过程中教师

提出的问题和作业,学生通过网络自己进行学习和

思考,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4)教学相长:
新的教学模式使教师对课程有很多新的思路,并及

时获取学生对相应形式与内容的反馈,促进教师对

教学方法的改进。 (5) 妇产科是一门知识量大、知
识点多的学科,需要大量的时间进行理论学习,同
时妇产科也是操作技能要求较高的科室,线上视频

学习可以充分利用学生分散化的时间进行学习,给
线下集中进行操作练习提供了时间保证和机会。

线下教学的特点是在这种混合模式中线下教学

不再以授课为主,而教师的主要任务变成了监督督

促。 教师可以直观根据课程的点击率、作业完成

率,了解学生的学习动态,监督学生的学习;并对课

堂的重点、难点、记忆点进行强化指导,督促学习,
从而使学习变得灵活高效。

任何事物都有双面性,混合教学模式也不例外。
这种教学模式利用网络解放师生时空不统一,提高学

生兴趣和能力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包括:(1)线

上授课使教师和学生不能面对面进行情感交流,教师

不能即时获取学生的反馈,学生参与讨论的程度有待

提高 [9] 。 (2)由于缺乏过程的约束性,存在学生仅仅

单纯地为了完成学习任务,而进行刷课的现象。 为了

避免以上问题的出现,本研究中采取线上授课前先给

学生留一些跟授课内容相关的思考题和作业,授课结

束后,通过提问的方式考察学生自主学习的效果,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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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学生进行自我学习,调动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规
避其缺点同时取二者之长。

本研究探讨了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在妇产

科临床见习教学中的应用,发现混合式教学模式不但

不影响学生的理论成绩和技能成绩,能明显提高医学

生的学习兴趣、自学能力和分析解决能力。 综上所

述,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可以打破师生授课与学习

的限制,使知识传播更灵活高效,但是需要摸索新的

监督约束体制促进学习效率与效果,值得在妇产科教

学领域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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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感染病的教学现状和教学方式探索

魏琳琳 　 赵 　 娟 　 高 　 文 　 徐 　 斌

摘 　 要 　 新发感染病(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 EID)是指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出现的,存在地域性、突发性、不确定性等特

点。 目前新发感染病的教学内容存在缺陷,授课教师实践经验不足,传统教学方式不能应对新发感染病的教学需求。 因此,亟需

进一步改进 EID 课程的教学方式,改善 EID 学科的教学效果。 本研究对 EID 的流行病学特征和教学现状进行分析,探索归纳了

新的教学方式在 EID 教学中的优势,以期为 EID 的教学改进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 　 新发感染病 　 教学现状 　 教学方式 　 探索

中图分类号 　 R51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 11969 / j. issn. 1673-548X. 2022. 08. 042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出现的新发感染病 ( emer-
ging infectious disease, EID),是新种或新型病原微生

物引起的感染性疾病,以及近年来导致地区性或国际

性公共卫生问题的感染性疾病 [1] 。 近年来严重急性

呼吸窘迫综合征 (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埃博拉出血热、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coronavir-
us disease 2019, COVID - 19,简称新冠肺炎)等新发

感染病的出现,严重影响着人类的健康和生活方式。
新发感染病的流行特征和防治方法正处于探索阶段,
教材的编写相对滞后,目前新冠肺炎疫情也影响了医

学生在校园及医院的常规学习,这些给新发感染病的

教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改进新发感染病的

教学方式成为当下亟需解决的问题 [2] 。
一、新发感染病流行病学特点及教学现状

1. 新发感染病流行病学特点:新发感染病目前分

为新发现的感染性疾病、再发感染性疾病和多重耐药

菌 3 类 [3] 。 新发感染病具有以下流行病学特点:(1)
病原体种类复杂,病毒及细菌为主要病原体,还有真

菌、立克次体、衣原体、螺旋体及寄生虫等。 (2)人兽

共患性,宿主种类多样,分布广泛。 新发感染病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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