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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比较临床医学本科生妇产科理论大课网络直播教学模式与线下课堂课程教学模式的优劣。 方法 设

计一个前瞻性的队列研究。 将 ２０１４ 级（８８ 名学生）和 ２０１５ 级（７８ 名学生）北京协和医学院八年制学生分为 Ａ 和 Ｂ
两组，两组学员接受相同教授进行的、相同内容的妇产科学理论教学，但 Ａ 组学生以线下课堂模式教学，Ｂ 组学生

为网络直播授课模式教学。 课后 １ 周内进行课程满意度问卷调查及妇产科学理论闭卷机考。 采用 ｔ 检验用于比较

两组平均成绩差异。 结果 Ａ 组学生考试总平均成绩显著优于 Ｂ 组学生（８２ ８９ ｖｓ ７９ ４５，Ｐ＜０ ０１），且接受网络直

播授课的 Ｂ 组学生主观题平均成绩显著低于 Ａ 组学员（Ｐ＜０ ００１），但在客观题方面，两组学生差别不大。 课程满

意度方面两组学生差别不大，但 Ｂ 组学生认为网络直播课程中师生互动明显不足。 大多数学生希望妇产科学理论

大课能够采取课堂教学和网络直播教学相结合的模式进行。 结论 通过课堂授课能够让学生更好的理解妇产科学

理论。 但在客观概念的记忆方面，课堂授课模式和网络直播授课模式相差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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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产科学理论是妇产科实践的基础，是医学

生接触妇产科学的开始。 北京协和医学院临床医

学八年制医学进入妇产科病房开始临床见习、实
习之前，需先完成妇产科理论学习。 传统妇产科

学理论大课教学采取教师课堂讲授，但受场地和

时间的制约，授课内容、讨论时长均受限。 此外，
还包括新型冠状病毒型肺炎疫情期间，为避免人

群聚集，对即将进入临床实习的八年制医学生首

次开展妇产科理论网络直播课程，前瞻性观察学

生的学习效果及对课程的满意度。 本研究主要比

较课堂授课和网络直播授课后学生对妇产科学理

论知识的掌握程度，探讨妇产科学理论知识网络

直播授课的可行性，为今后采取更为多元化的授

课方式传授妇产科学理论知识提供参考。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设计一个前瞻性队列研究。 选取北京协和医学

院临床医学 ２０１４ 级（Ａ 班）和 ２０１５ 级（Ｂ 班）八年制

医学生作为研究对象，两班学生均在大学第五年进

入临床见习、实习之前进行妇产科学理论大课的学

习，学生在此之前从未接触过妇产科学相关学习，其
中 Ａ 班 ８８ 名学生，Ｂ 班 ７８ 名学生。
１ ２　 研究方法

１ ２ １　 课程设计：参照教学大纲制定妇产科学理论

课教案，涵盖普通妇科、妇科肿瘤、妇科内分泌、产科

等 ４ 个方面的全部内涵。 授课时间为 １ 周。 授课老

师、授课内容一致。 授课模式分为线下课堂授课和

网络直播授课两种。 线下课堂授课即传统的教学模

式，在时间允许情况下，可以课堂间或课后进行交

流。 网络直播授课，学生可以通过平台反复播放自

主学习，授课时可以随时通过文字、语音进行交流。
Ａ 班学生全部接受线下课堂授课，Ｂ 班学生全部接

受网络直播授课（图 １）。

图 １　 学生分组及实验流程

Ｆｉｇ １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１ ２ ２　 测评指标：理论课最后一堂课结束后 １ 周内

进行闭卷机考，卷面满分 １００ 分，包括客观题和主观

题两大类题型，其中客观题采取单选题方式，总分

６０ 分；主观题包括名词解释和简单题，总分 ４０ 分；
客观题和主观题得分总和超过 ６０ 分为及格；考试结

束后安排妇产科临床见习，见习期满 １ 月后进行问

卷调查。
１ ３　 统计学分析

ＳＰＳＳ１９ ０ 进行数据统计，连续性数据采用 ｔ 检
验；分类变量采用非参检验或卡方检验。

２　 结果

２ １　 两组课程满意度调查结果

Ａ 组共收回 ５６ 张有效问卷，Ｂ 组共收回 ５９ 张

有效问卷。 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同学对线下课堂

和网络直播课堂的满意度是一致的。 相比线下课

堂，网络直播课程中同学能更好地全程参与课程，且
更多地学生认为课后对于妇产科理论知识的掌握更

好（Ｐ＜０ ０５）（表 １）。 但是，网络直播课程也体现了

某些不足，比如网络直播课程中师生课堂上的互动

显著不足（Ｐ＜０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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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两组妇产科理论课效果问卷调查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 ａｎｄ 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ｏｕｒｓ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问卷调查项目

２０１４ 级

（Ａ 组）
［ｎ（％）］

２０１５ 级

（Ｂ 组）
［ｎ（％）］

课程参与情况

　 ＞８０％课程 ５１（９１ ０８） ５６（９４ ９２）

　 ５０％～８０％课程 ５（８ ９３） ３（５ ０８）

　 ５０％以下 ０ ０

平均每堂课实际听课时间∗

　 全程 １５（２６ ７９） ３７（６２ ７１）

　 ＞８０％ １９（３３ ９３） １７（２８ ８１）

　 ５０％～８０％ ２１（３７ ５） 　 ４（６ ７８）

　 ５０％以下 １（１ ７９） １（１ ６９）

课程满意度

　 非常满意 ２１（３７ ５） 　 １９（３２ ２）

　 满意 ３２（５７ １４） ３８（６４ ４１）

　 一般 ３（５ ３６） ２（３ ３９）

课堂互动∗

　 能有效互动 ３４（６０ ７１） １８（３０ ５１）

　 互动少或无互动 ２２（３９ ２９） ４１（６９ ４９）

教师授课节奏

　 跟不上 １（１ ７９） ６（１０ １）

　 一般，跟得上 ５２（９２ ８６） ５０（８４ ７５）

　 太慢，乏味 ３（５ ３６） ３（５ ０８）

自觉妇产科学理论知识掌握度∗

　 好 ２４（４２ ８６） ３６（６１ ０１）

　 一般 ２９（５１ ７９） ２２（３７ ２９）

　 差 ３（５ ３６） １（１ ６９）

妇产科自主学习能力提升

　 帮助很大 ２８（５０ ００） ３２（５４ ２４）

　 一般，没什么帮助 ２８（５０ ００） ２７（４５ ７６）

课后试题难度

　 很难 ２（３ ７５） ６（１０ １７）

　 适中 ５４（９６ ６１） ５３（８９ ８３）

∗Ｐ＜０ ０５， Ａ 与 Ｂ 组比较．

２ ２　 两组理论考试成绩比较

Ａ 组和 Ｂ 组同学课后理论闭卷考试均全部及

格。 分别比较两组总平均成绩、客观题平均成绩和

主观题平均成绩，发现总平均成绩（Ｐ＜０ ０１）和主观

题平均成绩具有显著差异（Ｐ＜０ ００１） （图 ２），但客

观题平均成绩两组差别无统计学意义（图 ２）。

∗Ｐ＜０ ０１，∗∗Ｐ＜０ ００１，Ａ 组与 Ｂ 组学生总平均成绩和

主观题平均成绩比较

图 ２　 两组学生妇产科学理论考试平均成绩比较

Ｆｉｇ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 ａｎｄ 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ｓｃｏｒ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２ ３　 两组对妇产科学理论授课模式的期望调查

Ａ 组同学虽未参加妇产科学理论网络课程，但
９４ ６４％的同学参加过其他课程的网络课程，并且

接近 ９０％的同学希望开设妇产科理论网络直播课

程。 Ｂ 组同学完全参与网络直播课程，超过 ６０％
的同学认为与线下课堂授课相比，网络直播课程

在很多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比如可以反复回

看，可以在自己舒适的环境中完成学习，不怕迟

到，不用到处跑，效率高，并且可以充分利用碎片

时间进行学习。 同样，超过 ５０％同学认为网络直

播课程也有一定劣势，如容易受网络条件限制，
师生互动不那么真实有效。 未来妇产科学理论

课程开展形式调查结果显示，６６ ０７％的 Ａ 组同

学和 ６９ ４９％的 Ｂ 组同学希望妇产科学理论能够

采取线下课堂授课和网络直播课程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表 １） 。

３　 讨论

网络教育以网络为传输介质，开展多种教学活

动，包括知识传输、学习组织和学习支持服务等［１］。
医学网络教学形式多样，并且在教学活动中广泛开

展，效果显著，尤其是临床技能教学方面。
本研究焦点放在妇产科学的理论大课授课的网

络模式探讨，不涉及具体临床病例、手术操作等教

学。 参加课堂授课和网络直播课堂的两组同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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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课堂授课学生在主观题中得分优势显著，这体

现了线下课堂授课对学生深度理解妇产科学理论有

很大帮助。 课堂上师生课堂互动积极活跃，助于学

生理解和掌握妇产科学理论知识。
利用网络直播软件进行妇产科学授课，学习

效果各有千秋，容易受网络、手机、电脑、对软件熟

悉程度的影响［２］ 。 在早期探索网络教学兴起阶

段，较多研究肯定了网络教学的优点，认为网络教

学的学习效果更优，且能更好地发挥学生学习的

主动性，更好地实现个性化教学［３］ 。 网络教学在

临床实习教学中也体现了相应的优势［４］ 。 本研究

发现在妇产科学理论知识授课方面，网络课程在

传授客观概念性知识方面不劣于课堂授课，但主

观理解妇产科学理论知识方面劣势显著。 今后妇

产科学理论知识是否有需要增加网络教学授课？
如何最大限度地规避网络直播授课的劣势，发挥

网络授课最大优势？ 如何和课堂教学相结合？ 这

些是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
问卷调查显示大多数同学希望能够采取面授＋

网络课程两者相结合的模式进行理论授课。 参照本

实验结果，可酌情通过网络直播授课形式获得妇产

科概念性理论知识，通过课堂授课学生可充分和教

师进行互动，答疑解惑，加强对妇产科学理论知识的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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