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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時期本科在讀醫學生 

網路教學意向初探 

張玉婷    

四川大學華西醫院 

 

日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發展，對高校正常開學和課堂教學造成嚴重影響。2020

年 2 月教育部印發《關於在疫情防控期間做好普通高等學校線上教學組織與管理工作的指導

意見》，提倡高校在疫情防控期間利用網路教學“停課不停教，停課不停學”。此次疫情的影

響下，網路教學、翻轉課堂等全新的授課方式前所未有地在全國各大高校大範圍地開展。 

為瞭解疫情期間高校醫學生對網路教學的態度需求、前期準備、意見建議等，研究採用

“問卷星”網路方便抽樣，以四川大學、昆明醫科大學、福建中醫藥大學、同濟大學等高校中 

670 名醫學相關本科在讀學生為調查對象，調查包括：①基本資訊包括性別；②網路課程經驗

及準備；③網路課程期望板塊等。 

調查發現，受試者中存在網路效果差或無網路的情況，為全面開展網路教學，西南、西

北地方可進一步提高無線網路覆蓋。疫情對網路學習傾向性影響很大，近一半受試者認為若非

疫情不會選擇全麵線上學習。考慮為網路教學模式僅在部分高校及部分課程中使用，課程架構

和內容、以及在國內醫學生中的應用仍待進一步探索。調查發現，學生更傾向於線上線下混合、

多板塊、多過程考核的教學模式。線上上自學時間的調查中發現，超過一半的學生每日在家能

夠自學專業課的時間為 1~4 小時，提示在網路教學模式的課程設置中，教師需要考慮多方式

的教學模式以促進學生對知識的掌握以及邏輯思維的應用，同時適當分配自學內容，適應學生

的自主學習時間，以鼓勵線上自學。 

從調查中我們看出，受試者普看重課件及課件講解，這與國內常規線下教學方式以課件

授課方式有關。線上教學的難點在於如何確保學生線上上模組中主動學習的參與度和重點知識

的掌握程度。另有研究表明，對於重點知識的掌握，重複閱讀提前勾畫的重點並不一定是最好

的學習模式。在進階的邏輯思考中，自己對照重點進行分析和理解，比單一記憶更有利於知識

的轉化與吸收。提示我們在課程設計中，在強調重點的同時，須計畫討論和實踐內容以促進學

生對知識的理解和應用。此外，網路教學形式的變化必將需要過程考核形式隨之改變。必要的

線上測試、案例分析、各種教學效果的即時回饋手段的應用，也能在促進學生自主學習的同時，

及時的發現教學過程中的問題，修訂教學方法和內容。 

隨著虛擬模擬系統與網路平臺的建設，越來越多的教育者開始關注遠端或虛擬實踐操作

在臨床教育中的作用，這樣的發展來自於對導師與學生人數比、患者安全、資源分享等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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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張玉婷授課《環境問題的作業治療》線上實踐及討論。上圖，2017 級作業治療學生黃寅康于

“家居環境評估”課程環節繪圖；下圖，2017 級作業治療學生小組用思維導圖線上分享文獻。 

的考量。目前，線上標準病人的案例集合以及討論平臺是常用的遠端實踐方式。有研究表明，

虛擬模擬系統在類比真實醫療環境對病人操作的教學中，能夠提高醫學及相關專業學生人際交

往能力和實踐操作能力，且相較傳統實踐操作練習，學生更傾向於使用虛擬模擬系統。此外，

芝加哥拉什大學針對護理學生建立了以能力為基礎的教育（CBE, Competency based education）

的遠端教育模組，除案例分析和討論外，還通過 GoReact 平臺評價學生上傳的與虛擬患者互

動視頻中的實踐動作表現。誠然，線下實踐是醫學及相關領域本科生在臨床操作前不可缺少的

環節，隨著線上諮詢與網路會診的的興起，虛擬模擬技術與線上實踐操作，在網路教學中為醫

學及相關專業學生提供知識應用及整合的訓練，同時也將會為他們在今後的線上診療中奠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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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 

                     

圖：張玉婷授課《軀體功能障礙的作業治療-骨骼肌肉》多過程考核。右圖為 2017 級作

業治療學生根據患者病歷，線下模擬評估操作。 

 

此次因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全國各大醫學院校開展“停課不停學”線上教學，是建

立並發展網路教學的契機，同時也是探索多樣化授課模式與傳統授課模式教學效果差異的機會。

調查顯示，為實現全面網路教學，部分地區需加強穩定、免費無線網路的覆蓋，同時通過建立

多元化教學模組、規劃自主學習時間，提高醫學及相關專業的學生對網路教學的依從性和對知

識的掌握。此外，在此次因疫情而大規模開展的網路教學中，也需要向醫學及相關專業學生展

示，各個醫療領域在重大疫情中發揮的作用，培養臨床技能的同時加強作為醫務人員的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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