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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网络教学授课形式在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医学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２０１６级临床医学五年制和八年制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按照有或无网课学习经历分
为两组，两组学生均因疫情原因，在家学习同一网络课程。疫情缓解期间，学生均已回归校园，于同时同地用同一

份试卷进行考核，并进行主观问卷填写，结果应用ＳＰＳＳ２１．０作分析。结果　作为客观指标的理论考试成绩结果显
示，实验组（８２．０４±５．８７）分，对照组（８４．２２±４．１２）分，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表明本次网课
内容适当合理，同学们面对新的教学形式未见明显的适应不良，教学质量较满意。作为主观测试指标的教学质量

问卷显示：对于网络教学的公认优缺点和特殊时期开展的必要性，两组均比较认同，但对于对于网课的实际效果、

自身适应能力等仍存在一定疑虑。结论　网络教学是未来发展必不可少的教学形式，也是较为肯定的发展趋势，
但目前可能仍不适合完全替代传统的线下课堂。借由此次的宝贵经验，让线上及线下课程相辅相成，使线上教学

成为医学教育中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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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发
展情况，２０２０年２月教育部办公厅与工信部办公厅
联合印发通知，提出了“停课不停学”的指导意见。

全国院校积极响应，组织学生居家隔离期间进行网

络学习。为了符合特殊时期和时代进步的要求，在

原有网络课程建设的基础上和有限的时间内，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耳鼻咽喉科学系组织了全上海市最

优秀的一批专家教授，录制了《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学》的网络课程，并有序安排所有本学科学生在网

络平台上学习，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为了了解疫情

期间医学生对本次网络课程学习的主观评价和客观

效果，我们对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

院临床医学院的五年制及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学生

开展了主观问卷调查和考试成绩评估，希望为本学

科和医学教育进一步开展、改进和完善网络学习课

程提供参考。

１　对象和方法

１．１　教学对象
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九院临床医学院的

２０１６级临床医学专业五年制及八年制学生共３４人
（男１３人，女２１人，平均年龄２２岁）作为研究对象，
分为两组，其中有过网课学习经历的 ２５人
（７３．５３％）作为实验组，没有网课学习经历的９人
（２６．４７％）作为对照组。经过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耳鼻咽喉科学系教师讨论，按照教学大纲和原定教

学计划任务的要求，邀请了学系最优秀的一批教师，

将《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内容录制成了网络课程。

讲课老师遵照教材结合幻灯片及多媒体演示，录制

成视频课件，学生在规定的上课时间在家上网观看

课件，并有相关教师即时在线答疑。

１．２　教学效果评估
两组教学皆为１８学时，在相同网络平台上按照

教学日历学习了相同内容的课程。进行考试时学生

无人感染，均已平安返回校园。在教务处安排下，在

同一时间地点进行同一份考卷的考试。课堂考卷考

察学生对于教学大纲要求的知识点的掌握，由从事

教学工作多年的教师出题，针对教学大纲中的重点

掌握内容，１００分制，要求学生在６０ｍｉｎ之内完成。
考试成绩作为学生对课程理论知识掌握程度的客观

依据。

考试结束后，发放网络教学主观问卷调查表，以

考察学生对本次网络授课的主观评价，以及与以往

课堂教学比较的看法，共２２个方面进行评判。评分
标准为：不同意（１分）、不太同意（２分）、一般
（３分）、比较同意（４分）、非常同意（５分）。
１．３　统计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统计软件进行独立样本ｔ检验，
数据用 珋ｘ±ｓ表示，分析对照组和实验组２２项指标
的主观评分以及随堂测验客观评分的差异性，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考试成绩实验组为（８２．０４±５．８７）分，对照组
为（８４．２２±４．１２）分，两组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ｔ＝１．０２４，Ｐ＞０．０５）表明调查对象两组间的考
试成绩，没有受到是否有网课经历的影响。从另一

个方面也说明本次网课内容适当合理。

作为主观测试指标的教学质量问卷显示：对于

网络教学的公认优缺点和特殊时期开展的必要性，

两组均比较认同，但对于对于网课的实际效果、自身

适应能力等仍存在一定疑虑。具体数据见表１。
结果显示，问题２、４、６、１８两组都比较同意和认

可，但对照组同意程度均较高，两组经比较差异均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５）。
从表１中还可以看出，得分≥４分的有问题１～

４、６、１４、１８共７项，介于３～４分的有１４项，＜３分
的有１项（问题１７），反应了学生们对于不同问题的
倾向性。

·２０６·



易彬，等：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网络课程在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教学工作中的应用 第５期　

表１　本次网课主观问卷统计结果　（分）

序号 问题 分组 均值 标准差 整体均值 Ｐ
１ 学习地点和时间控制更自由 实验组 ４．４８ ０．７１４ ４．５６ ０．２５２

对照组 ４．７８ ０．４４１
２ 更有利于复习和重复回放 实验组 ４．４８ ０．８２３ ４．５９ ０．０４８

对照组 ４．８９ ０．３３３
３ 内容更精炼、准确、稳定和优质 实验组 ３．８８ １．０５４ ４．０３ ０．１７４

对照组 ４．４４ １．０１４
４ 教师来自于全市临床医学院最优秀的教师 实验组 ４．２０ ０．８６６ ４．３８ ０．０２８

对照组 ４．８９ ０．３３３
５ 不利于实时交流和解答疑问 实验组 ３．９６ １．０６０ ３．９４ ０．８６４

对照组 ３．８９ １．０５４
６ 对个人学习自觉性要求较高 实验组 ４．１６ ０．９４３ ４．３２ ０．０４７

对照组 ４．７８ ０．６６７
７ 减少了学业压力 实验组 ３．３６ １．１８６ ３．１８ ０．２０８

对照组 ２．６７ １．８７１
８ 有利于提高学习兴趣 实验组 ３．５２ １．１５９ ３．４４ ０．５２７

对照组 ３．２２ １．３０２
９ 更容易理解掌握知识和考试取得好成绩 实验组 ３．４８ １．００５ ３．４１ ０．５３５

对照组 ３．２２ １．２０２
１０ 需要附带随堂测验 实验组 ３．８０ １．１１８ ３．９４ ０．１９３

对照组 ４．３３ ０．７０７
１１ 有助于缓解疫情时期的内心负面情绪 实验组 ３．６０ １．３５４ ３．６５ ０．７２１

对照组 ３．７８ ０．９７２
１２ 对本次授课体验满意 实验组 ３．８８ ０．９７１ ３．９４ ０．５２６

对照组 ４．１１ ０．７８２
１３ 自己很快能适应网课的形式 实验组 ３．６４ ０．９５２ ３．７６ ０．１７７

对照组 ４．１１ ０．６０１
１４ 是更适合社会发展现状的教育方式 实验组 ３．８８ １．０１３ ４．００ ０．２１０

对照组 ４．３３ ０．５００
１５ 比起录播更喜欢直播形式的网课 实验组 ３．３６ １．３５０ ３．４１ ０．７１１

对照组 ３．５６ １．３３３
１６ 比起传统课堂教学更喜欢网课形式 实验组 ３．４８ １．４１８ ３．３５ ０．４０４

对照组 ３．００ １．５８１
１７ 可以完全取代课堂理论教学 实验组 ３．２８ １．６２１ ２．９７ ０．０７６

对照组 ２．１１ １．６９１
１８ 在疫情及类似的特殊时期更支持开设 实验组 ４．４８ ０．７１４ ４．５９ ０．０３１

对照组 ４．８９ ０．３３３
１９ 希望在其他课程中增加网课的形式内容 实验组 ４．０８ １．０３８ ３．９１ ０．１４４

对照组 ３．４４ １．２３６
２０ 对除本课程外的课程学习有启示和帮助 实验组 ３．９６ １．０２０ ３．９４ ０．８６０

对照组 ３．８９ １．０５４
２１ 本次网课会对将来自我专业选择产生影响 实验组 ３．４０ １．１１８ ３．３５ ０．７２６

对照组 ３．２２ １．７１６
２２ 会向其他同学交流或推荐 实验组 ３．５２ １．２２９ ３．５９ ０．５９１

对照组 ３．７８ １．２０２

　　注：实验组为２５人，对照组为９人。

３　讨论

３．１　疫情期网络教学的特点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决策

部署，教育部办公厅与工信部办公厅联合印发的

“停课不停学”通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响应号

召，积极开展医学网络教育。耳鼻咽喉科学系组织

了全市专家教授，录制了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学年第二学期
五年制及八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同学的在线课程。在

有限的时间内，合理有序安排，积极更新维护网络平

台，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随着时代的进步，教学实践中涌现出了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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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新方法和新手段，如何顺应时代发展并提高教

学效率和质量，成为了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医学教育

工作者努力的方向［１５］。在如今的网络时代，高速

流畅的网络提供了在距离较远的地理位置进行同步

教学的可能性，在幼教、外语、中小学基础学科教育

中，网络课程已经在全世界蓬勃发展。而医学作为

一门高深的学科，开展网络教学并非易事，如何在疫

情特殊时期在家隔离的条件限制下，完成较好的教

学效果，给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的医学教学提出了

新的挑战。本研究组中，有过网课经历的学生比例

达到了７３．５３％，一方面显现出当代教育网课的覆
盖范围已经非常广；另一方面也表明此次研究的对

象较有研究的价值。因此，在这些学生完成网课后，

我们结合主观问卷及考试客观评估，判断本次网课

的效果以及对学生个人观点的影响。

３．２　本次网课整体的评价
本研究结果显示，网课经历对两组间的成绩差

异没有显著影响，且分数大多位于８０～９０分。客观
上表明本次网课内容适当合理，避免了同学们面对

新形式可能带来的适应不良，教学质量较为令人

满意。

而在７个≥４分的调查问卷问题中我们看到，
成长于网络时代的这一批同学们，对于网络教学这

个新形式的公认优点：如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可以

反复回放、内容精炼等，这些结果也与其他研究者的

结论相符合［６］。网络教学可以减少传统现场课堂

教学教师和学生状态不佳的可能性，另外同学们也

意识到，因为缺乏教师的现场监督和环境约束，对于

自身的自律性要求较高。虽然课程中设置了定时定

量打卡，但还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是现有网络教

学需要进一步加强的地方。此外，对于符合时代发

展以及特殊情况下的优势，同学们也给予了较大的

认同。我们可以认为，网络教学是未来发展必不可

少的教学形式，也是较为肯定的发展趋势。

在１４个３～４分的问题中我们可以发现，同学
们对于网课的实际效果、自身适应能力等仍存在一

定疑虑，对比传统线下课程仍未到达“比较同意”的

选择倾向。而且对于录播还是直播的形式态度也不

甚明朗。这和成长时的学习习惯、思维惯性、对于未

知事物的困惑等密不可分。考虑到若非疫情特殊，

教育部也不可能一下子大刀阔斧全部转为在家在线

教学，本次教学经历有时代特殊性，也是难得的一次

学习和研究机会，值得我们所有教育者去仔细思考。

此外还有一些调查结果忠实反映了医学生学业压力

大、学习任务重及学习课程难等较为公认的问

题［７］，网课在这些方面对于学生的帮助并不是特别

大，这个也是医疗行业本身壁垒较高，需要终生进行

专精学习所决定的。对于改变学生择业或者影响他

人上，也并没有达到“较为同意”的程度，我们不应

对网课的效果夸大其词，期望其有奇效。此外，在

“对本次授课体验满意”的问题上，初次网课的对照

组较为满意，得分 ４．１１分，而实验组平均得分
３．８８分，总体平均得分３．９４分，憾一步之遥未达到
４分的标准，考虑本次网课因为是第一次制作，经验
和时间上的不足，故而令体验感未达到非常适合网

络平台和易于学习的程度。另外，本专业与大内科

和大外科相比课时相对较少，而课程内容相对较

多［８］，在与其他学科优秀的网课相比，肯定还有改

进和提高的空间，对此一定要多学习其他学科优秀

网课的长处，在细节上精益求精。

对于唯一一个得分低于３分的问题１７：“可以
完全取代课堂理论教学”，当下网课必定还存在许

多的不足，不可能完全替代线下课堂的功能，尤其是

在医学学习中极其重要的解剖、临床操作、见习实

习［６］、教学查房［９］、问题教学法 （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ＰＢＬ）［１０］、案例教学法（ｃａｓｅｂａｓ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ＢＬ）［１１］等方面的教学，绝不可能摆脱现场实时沟
通和操作。此外结合相关问题５、１５、１６（也均未达
到４分），我们可以发现学生们对于课堂理论教学
实时交流的需求和肯定更为明确。我们虽然考虑到

这些问题的存在，采取了教师实时在线答疑的方式，

但仍没有让学生们特别满意。我们未来的思考方向

应该为线下和线上如何相辅相成，互相发挥各自优

势。在增加学生学习兴趣的一些选修课程上，可以

考虑率先实施。

３．３　对于初次学习网课学生的影响
作为没有网课经历的对照组学生在大部分问题

上都得分较高，尤其是“更有利于复习和重复回

放”、“教师来自于全市临床医学院最优秀的教师”、

“对个人学习自觉性要求较高”、“在疫情及类似的

特殊时期更支持开设”，这４个问题与有网课经历
的同学相比有显著性差异，考虑为初次体验的新鲜

感和对未知新形式的效果期望值较高。对于问题４
教师团队质量评分上两组的差异，我们回溯课程发

现因时间较紧，课程开始对于专家的介绍不够充分。

有些外院专家同学可能不太熟悉，而曾有网课经历

的同学可能在其他课程见到过较为详细的专家讲者

介绍，有横向对比的情况下评价比对照组稍低（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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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４分）。这是我们的网课需要改进的地方。
综上所述，本次研究通过教学主观和客观反馈

证实，特殊疫情期的网课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

很多网课本身局限所带来的缺陷仍需要进一步改进

和完善。虽然网课可以完成最基本的教学需求，目

前可能仍不适合完全替代传统的线下课堂。因此，

在新冠疫情完全缓解之后，借由此次的宝贵经验，大

力提升和发展网课，发挥其优势，使其能更好的结合

线下教学，让两者相辅相成，使线上教学成为医学教

育中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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