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Chinese OT e-Newsletter                                                                            September 2020 

E-mail: hkiot@hkiot.org                                                                           Website: www.hkiot.org 35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时期本科在读医学生 

网络教学意向初探 

张玉婷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日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发展，对高校正常开学和课堂教学造成严重影响。2020

年 2 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的指导

意见》，提倡高校在疫情防控期间利用网络教学“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此次疫情的影响

下，网络教学、翻转课堂等全新的授课方式前所未有地在全国各大高校大范围地开展。 

为了解疫情期间高校医学生对网络教学的态度需求、前期准备、意见建议等，研究采用

“问卷星”网络方便抽样，以四川大学、昆明医科大学、福建中医药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中 

670 名医学相关本科在读学生为调查对象，调查包括：①基本信息包括性别；②网络课程经验

及准备；③网络课程期望板块等。 

调查发现，受试者中存在网络效果差或无网络的情况，为全面开展网络教学，西南、西

北地区可进一步提高无线网络覆盖。疫情对网络学习倾向性影响很大，近一半受试者认为若非

疫情不会选择全面线上学习。考虑为网络教学模式仅在部分高校及部分课程中使用，课程架构

和内容、以及在国内医学生中的应用仍待进一步探索。调查发现，学生更倾向于线上线下混合、

多板块、多过程考核的教学模式。在线上自学时间的调查中发现，超过一半的学生每日在家能

够自学专业课的时间为 1~4 小时，提示在网络教学模式的课程设置中，教师需要考虑多方式

的教学模式以促进学生对知识的掌握以及逻辑思维的应用，同时适当分配自学内容，适应学生

的自主学习时间，以鼓励线上自学。 

从调查中我们看出，受试者普看重课件及课件讲解，这与国内常规线下教学方式以课件

授课方式有关。线上教学的难点在于如何确保学生在线上模块中主动学习的参与度和重点知识

的掌握程度。另有研究表明，对于重点知识的掌握，重复阅读提前勾画的重点并不一定是最好

的学习模式。在进阶的逻辑思考中，自己对照重点进行分析和理解，比单一记忆更有利于知识

的转化与吸收。提示我们在课程设计中，在强调重点的同时，须计划讨论和实践内容以促进学

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此外，网络教学形式的变化必将需要过程考核形式随之改变。必要的

在线测试、案例分析、各种教学效果的实时反馈手段的应用，也能在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的同时，

及时的发现教学过程中的问题，修订教学方法和内容。 

随着虚拟仿真系统与网络平台的建设，越来越多的教育者开始关注远程或虚拟实践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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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张玉婷授课《环境问题的作业治疗》线上实践及讨论。上图，2017 级作业治疗学生黄寅康于

“家居环境评估”课程环节绘图；下图，2017 级作业治疗学生小组用思维导图线上分享文献。 

在临床教育中的作用，这样的发展来自于对导师与学生人数比、患者安全、资源共享等多方面

的考量。目前，线上标准病人的案例集合以及讨论平台是常用的远程实践方式。有研究表明，

虚拟仿真系统在模拟真实医疗环境对病人操作的教学中，能够提高医学及相关专业学生人际交

往能力和实践操作能力，且相较传统实践操作练习，学生更倾向于使用虚拟仿真系统。此外，

芝加哥拉什大学针对护理学生建立了以能力为基础的教育（CBE, Competency based education）

的远程教育模块，除案例分析和讨论外，还通过 GoReact 平台评价学生上传的与虚拟患者互

动视频中的实践操作表现。诚然，线下实践是医学及相关领域本科生在临床操作前不可缺少的

环节，随着在线咨询与网络会诊的的兴起，虚拟仿真技术与线上实践操作，在网络教学中为医

学及相关专业学生提供知识应用及整合的训练，同时也将会为他们在今后的线上诊疗中奠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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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图：张玉婷授课《躯体功能障碍的作业治疗-骨骼肌肉》多过程考核。右图为 2017 级作

业治疗学生根据患者病历，线下模拟评估操作。 

 

此次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全国各大医学院校开展“停课不停学”线上教学，是建立并

发展网络教学的契机，同时也是探索多样化授课模式与传统授课模式教学效果差异的机会。调

查显示，为实现全面网络教学，部分地区需加强稳定、免费无线网络的覆盖，同时通过建立多

元化教学模块、规划自主学习时间，提高医学及相关专业的学生对网络教学的依从性和对知识

的掌握。此外，在此次因疫情而大规模开展的网络教学中，也需要向医学及相关专业学生展示，

各个医疗领域在重大疫情中发挥的作用，培养临床技能的同时加强作为医务人员的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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