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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医学院校面临如何安全、有效开展教学工作的难题。重庆医科大学

儿科学院以网络教学平台为依托,开展混合式线上教学,顺利完成了《小儿外科学》的教学任务,并获得了满意的教学效果。该文

就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网络教学平台和混合式线上教学的应用及其重要意义进行了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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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春,在全国人民齐心协力抗击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新冠肺炎)的特殊时期,随着复课时间的到

来,各医学院校不可避免地面临新的问题:在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期间,如何以新的教学模式安全、有效的

开展专业课程授课? 如何保障教学质量不受疫情的

影响? 重庆医科大学儿科学院外科教研室在教务处

的指导协调下,充分利用现有的网络教学平台和数字

化教学资源库,通过实施网络教学平台播放教学视

频、手术录像,组织线上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PBL)
教学,微信平台上师生互动答疑、讨论,理论课知识在

线测验等互联网+混合式教学,顺利完成了2016级

儿科系《小儿外科学》的授课任务,并取得了良好效

果,现报道如下。
1 以网络教学平台为依托的混合式线上教学模式

1.1 网络教学平台和数字化教学资源库 在既往的

教学研究中,本校儿科学院外科教研室十分重视网络

教学的建设,已建成了包括普外科、新生儿外科、肿瘤

外科、肝胆外科、烧伤整形外科、神经外科、泌尿外科、
矫形骨科、胸心外科等9个亚专业在内的"儿科学院

精品视频教学资源库",录制了涵盖上述各专业的理

论课教学视频和经典手术,以适应线上教学对教学资

源的需求。同时,数字化教学资源库在"重庆医科大

学在线教育综合平台"上设置了链接,便于学生登录

观看,为此次疫情防控期间顺利开展线上教学打下了

坚实基础。
1.2 混合式线上教学模式 此次采用的教学模式融

合了线上视频授课(包括理论课视频和观看手术录

像)、线上PBL互动教学、微信平台答疑讨论、学生在

线测验等多种形式。具体实施方案:(1)全体理论课

授课教师通过网络平台以视频会议的形式集体备课;
(2)教师课前录制授课视频,每学时40

 

min,提交给电

教科进行编辑和后期合成,辅以相关手术录像,上传

至网络教学平台的《小儿外科学》课程学习板块内;
(3)授权2016级儿外科研究生在规定时间内凭学号

登陆网站,自行收看授课视频和手术录像学习,并完

成课后作业;(4)授课教师在网络平台上组织学生分

组进行PBL教学,引导学生进一步加深对课程内容的

理解并灵活掌握其临床应用;(5)授课教师利用微信

平台建讨论群,线上实时互动进行讨论和答疑;(6)学
生进入网络平台"在线测试"板块,完成与授课内容相

关的测验题。
2 新教学模式的效果评价

  对以网络教学平台为基础的混合式线上教学模

式进行了教学效果评价,对比2016级儿科系学生39
人和既往常规授课的2015级36人课后测验得分[分
别为(85.94±2.31)、(86.72±2.65)分],显示两组成

绩无差异,提示该教学模式能有效保障教学质量。
3 新教学模式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作用和

意义

  随着各类院校复课时间的到来,教育部发布了

《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在线教学

组织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该
文件要求各高校以线上网络教学代替常规的线下集

中授课,做到"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这一指导

意见对各高校的"互联网+教学"建设水平和实施能

力提出了挑战,同时也指明了高等教育未来不可或缺

的发展方向。
线上教学模式是近年来随着网络建设的不断推

进而衍生出来的新教育教学模式[1-4],医学教育利用

互联网和线上教学平台也在教学方法和形式上得到

了飞速提高,已有较多研究和报道证实了在医学教育

中"互联网+教学"的优势和作用[5-8],慕课、翻转课

堂、微课等多种线上教学形式为医学教育提供了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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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择[9-11]。本校儿科学院在网络教学平台和数字化

教学资源库建设中已积累了较多经验[12-13],面对新冠

肺炎疫情的严峻形势,外科教研室在教务处的组织协

调下及时启动了混合式线上教学模式。该模式的重

点:充分的课前准备、混合式的教学方法、多维度的教

学考评。充分的课前准备要求授课教师要根据课程

安排提前录制好教学视频,同时准备好PBL教学讨

论话题,并建立授课班级的师生微信群用于课后答疑

和讨论。视频教学要求一律为"录播授课",虽然会耗

费大量的人力、财力、精力,但可以有效避免"直播授

课"时易出现的各种"教学差错",如镜头偏离黑板或

教师、忘记打开音频、直播中出现不当言行等。也不

会发生大量学生同时上线,导致授课视频卡顿、延迟

和断线现象。此次采用的混合式教学方法涵盖了教

学视频授课(理论课和手术)、线上PBL教学、基于微

信平台的课后答疑和讨论,以多种形式的教学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进一步加深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有助

于改善和提高教学效果[14]。多维度的教学考评包括

对学生网上签到、课后作业、线上测验、答疑和讨论参

与度等多维度的考核。通过测验成绩对比结果显示

疫情流行时期实施的新教学模式可以有效保障教学

效果的稳定。
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不仅给全社会造成严重危

害,也给医学教育带来了极大的困扰。本次效果评价

证实基于网络教学平台的混合式线上教学模式在疫

情防控期间可以有效保障教学工作安全、有效的开

展,值得推广实施。各医学院校也应以此次疫情为契

机,大力推进网络教学平台和教学应急机制的建设,
以应对可能再次出现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自然灾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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