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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将概念图应用于医学查新 TY0教学中! 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学生对概念图的态度" 接受程度以及

学习中遇到的困难! 将其制作的概念图得分与查新报告得分进行相关性分析! 并把学习类型与其对概念图

的接受程度进行对应分析# 结果显示多数学生认为概念图适合应用于医学查新 TY0教学中! 多数学习类型

的学生都能够接受概念图! 其适用范围较广#

#关键词$ !概念图( 学习类型( 医学文献检索( 对应分析( TY0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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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管理$ 医学信息教育" 张晗! 讲师! 发表

论文 "# 余篇" 张旖骁! 本科生#

$%前言

$J$%概念图的内涵

概念图作为一种教与学的方法! 是由美国心理

学家37H4M 于 %$(+ 年在 '学习如何学习( 中正式

提出来的.%/

! 概念图 +278:;C5F4C, 又可称为概念

构图或概念地图! 见图 %! 是用来组织和表征知识

的工具! 它包括节点$ 连线$ 层级和命题 + 个基本

要素# 节点表示概念" 连线表示两个概念之间存在

某种关系" 命题是两个概念之间通过某个连接词而

形成的意义关系" 层级有两个含义) 一是指同一层

面中的层级结构! 即同一知识领域中的概念依据其

概括性水平不同而分层排布" 二是不同层面的层级

结构! 即不同知识领域的概念图可就某一概念实现

超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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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BP̀ H1@<Q概念图模型

$J!%概念图的作用

目前! 概念图在西方国家被广泛用作教与学的

有效工具! 概念图在国内起步较晚! 港台地区发展

较快! 特别是台湾地区以概念图作为关键词的文献

较多# 概念图是一种很好的分析和规划课程单元的

工具! 教师的复杂想法及组织$ 课程的重点$ 教科

书的编排体系等都可以概念图展示和分析.*/

" 作为

一种学习工具和学习策略可以通过修正学习者的知

识结构而帮助学习者进行有意义学习.+/

! 能够对学

生进行创造性训练.)/

! 帮助学生创造性地解决问

题.&/

" 作为评估工具可以诊断出学生对知识特别是

陈述性和程序性知识错误的理解! 此外! 学习者可

以使用概念图进行自我评价.'/

#

$J&%本次研究目的

现代教育所要求的合理的教学方法不仅包括有

效$ 新颖的教学工具 +如概念图法,! 还追求因材

施教! 即对不同类型的学生施与不同的教学策略!

以适应其学习方式! 从而达到最佳学习效果# 学习

风格或学习方式通常称为学习类型 +0;4B868?

E5@9;,# 针对学习类型的研究包括针对个人$ 学校环

境等几个方面! 其中包括教师教学类型与学生学习

类型的适配性研究# 由于目前概念图已经成为教师

的教学方法之一! 那么这种方法是否适合于医学信

息课程的教与学! 能否反映出信息专业学生的学习

成果! 是否对不同学习类型的学生都适用! 基于上

述问题! 本文旨在研究学生是否喜欢将概念图这一

教学辅助工具应用于信息系医学查新工作以问题为

基础的教学 +TB7A9;FQA4E;< 0;4B868?! TY0, 中!

以及存在哪些困难" 研究利用概念图评价学生成绩

与传统的考核成绩是否相关" 研究不同学习类型的

学生对概念图的接受程度是否相同#

!%资料与方法

!J$%研究对象

选择中国医科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医

学, 系 "##* 级学生 +共计 ** 人! 男生 %( 人! 女

生 %) 人! 其中 *" 人完成了全部学习任务, 为研究

对象! 以医学文献检索查新部分作为教学课程#

!J!%教学设计

+%, 知识准备阶段!教师先在专利检索课程中

指导学生了解概念图的相关知识! 制作概念图的方

法与软件! 缩小学生对概念图认知程度的差异#

+", 查新课程设计!采用TY0教学法! 将研究

对象分为 ' 个小组! 每组 + ,) 人! 就查新相关知识

进行讨论# 每个学生分得一个查新任务! 完成查新

报告# 就 %查新& 这一知识主题绘制概念图! 可采

用概念图绘制软件X68< X484?;B或手工方式构图#

+*, 问卷调查!采用问卷调查学生对此次教学

设计的态度$ 意见以及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 学生学习类型的界定!采用 a;9<;B和 /69N

H;BF48的学习类型量表 +R8<;L7D0;4B868?/5@9;E!

R0/,

.(/来界定学生的学习类型# 此量表通过 ++ 个

问题评价 + 方面的学习类型.$/

! 这 + 方面分别是主

动的 + 1:56H;, \反 思 的 + _;D9;:56H;,! 感 觉 的

+/;8E68?, \直觉的 +R85J656H;,! 视觉的 +d6EJ49, \

口语的 +d;BA49,! 循序的 + /;]J;85649, \总体的

+c97A49,# 每个方面包括 %% 个问题! 为 # ,%% 分!

根据量表要求将分数分为 * 组! 以主动的\反思的

为例! 第 % 组为主动型! 第 " 组为主动反思平衡型!

第 * 组为反思型# 以此法对每个学生分型! 得到学

生学习类型的分布情况#

!J&%对查新报告和概念图进行评分

+%, 查新报告评分!查新报告由从事多年医学

查新工作的专家从报告格式的规范性$ 查新策略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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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合理性$ 查新结果的准确性$ 结论的客观性等

几个方面进行评分! 以百分制计算#

+", 概念图评分!概念图评分系统大体上可分

为 * 个不同的评分系统! 其中包括诺瓦克和戈文提

出的一种较为综合$ 基于成分的评分系统.%!%#/

! 见

表 %# 本研究对上述评分系统进行微小改动! 在表 %

的基础上! 把命题部分的评分修改为两个概念间的

意义连线 % 分! 连接词 % 分! 即每个真实$ 有意义

的连接共 " 分#

!表 $ 基于概念图成分的评分系统

成分 说明 评分

命题

!

!

两个概念间的意义联系

是否用连线和关联词标

明! 这种关系是否真实

每个有意义的$ 真实的连

线得 % 分

!

层次

!

!

!

概念图是否体现了层次

结构! 下一层中的概念

是否比上一层概念更具

体

层次结构中每个有效的层

次得 ) 分

!

!

横向

联系

概念图是否说明了不同

部分概念间的有意义的

联系

每指出一个真实的$ 重要

的横向联系得 %# 分! 每

指出一个真实的$ 但不能

表明概念或命题间的综合

的横向联系得 " 分

举例

!

指出作为概念的实例的

事物

每举一例得 % 分

!

!J'%统计分析

应用 /T//软件对学生概念图的得分与查新报

告得分进行二元定距变量的相关分析# 将学生的学

习类型与对概念图的接受程度进行对应分析 +27BN

B;EC78<;8:;1849@E6E! 2P_1,! 该分析是描述两个

或多个分类变量各水平间相关性的方法! 它通过反

映变量间相互关系的对应分析图将结果显示出来!

以发现不同学习类型的学生对概念图教学的接受情

况是否一致#

&%结果与分析

&J$%调查表分析

+%, 对概念图应用于本次教学的接受程度!大

部分学生认为此次教学设计较为合理! 见表 "! 并

且对概念图比较感兴趣! 接受程度较高! 见表 *#

!表 ! 学生对本次教学设计的态度

项目内容 不同意 +-, 中立 +-, 同意 +-,

文献检索课中的医学查新

工作部分适用TY0教学

#

!

$[*(

!

!

$#[&"

!

本次教学设计合理 # %([') (%[")

这种医学查新的教学设计

有助于激发学习兴趣

&[")

!

"%[('

!

'%[((

!

!表 & 学生对概念图的态度

项目内容 不同意 +-, 中立 +-, 同意 +-,

对概念图感兴趣 %"[) *'[) )#

认为概念图有助于学习 *[%" ") '%[((

喜欢课堂中安排概念图

学习的活动

&[")

!

)*[%"

!

+#[&*

!

此外! 从调查表中还可以得出! 虽然大部分学

生以前没有用过概念图! 但是 '%[((-的学生表示

以后会用概念图来辅助学习" &)[&*-的学生表示

在制作好概念图后! 会在日后对其进行完善# 学生

们认为概念图不仅能提高知识结构浓缩及逻辑思维

能力! 还能提高学生创新$ 发散性思维的能力! 特

别在复习和做计划时应用概念图! 尤为有效#

+", 存在的困难!)&[")-的学生在制作概念

图时存在困难! 多数学生认为制作概念图时最主要

的困难在于概念间的关系难以确定! 不易将知识点

串联起来# 其次! 概念词难于提取! 不熟悉绘图软

件也是学生常遇到的困难! 也有个别同学认为自己

制作的概念图不美观且费时间#

+*, 学习类型的分布!见图 "#

图 !%学生学习类型分布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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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概念图评价学生成绩的效果

经相关分析得出学生所制作的概念图与查新报

告得分的相关系数为 #[&&%! C o#[#%! 即二者显著

相关! 且为正相关#

&J&%对应分析

大部分学习类型都对概念图有良好的接受性!

特别是平衡型# 与 %接受& 对应关系最密切) 总体

型$ 总体循序平衡型$ 感觉直觉平衡型$ 主动反思

平衡型" 与 %接受& 关系较近) 主动型$ 视觉型$

口语型$ 视觉口语平衡型" 与 %接受& 的关系相对

较远) 感觉型$ 直觉型$ 反思型$ 循序型# 但是各种

学习类型与 %不接受& 均无明显对应关系! 见图 *#

图 &%学生学习类型与对概念图的

!!接受程度的对应分析

注) 为了使图更清楚! 各学习类型采用缩写形式# 4:5表示主动

型! B;D表示反思型! 4\B表示主动反思平衡型" E;8表示感觉型!

685表示直觉型! E\6表示感觉直觉平衡型" H6E表示视觉型! HBA

表示口语型! H6\HB表示视觉口语平衡型" ?97表示总体型! E;]

表示循序型! ?97\E;]表示总体循序平衡型# 而接受$ 一般$ 不

接受表示学生对概念图 & 种不同的接收程度#

'%讨论

'J$%使用概念图的优势与困难

+%, 概念图的优势!概念图可以帮助学生组织

和理解新知识! 促进学生有意义地学习.%%/

# 在以往

的研究中! 很多研究者将概念图仅作为教师讲课工

具! 而在本研究中学生将其作为一种学习工具! 通

过绘制概念图! 学生能够清楚地看到自己学习中存

在的问题和错误! 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补充和修

正! 调整学习策略# 概念图还有助于学生将知识系

统化$ 结构化.%"/

# 学生对知识掌握缺乏系统性是

TY0教学中经常遇到的问题! 而用概念图作为 TY0

教学的辅助手段! 学生可以在制图过程中将所学知

识进行整合$ 融会贯通! 深刻理解概念间的相互关

系.%*/

! 有效避免了上述问题的产生#

+", 制作概念图时存在的困难!虽然大多数学

生对概念图十分感兴趣! 认为它有助于学习! 但仍

有部分学生在作图时存在困难# 究其原因! 首先学

生接触概念图不久! 加上对作图软件的不熟悉! 因

此造成在作图过程中不熟练! 浪费了一些时间# 其

次! 由于学生多年来接受传统的知识点记忆方式!

对知识的掌握缺乏系统性$ 连贯性! 因此学生在知

识点的整合上存在较大困难! 往往能将概念提取出

来! 但却不知道概念间的关系如何! 无法将概念联

系起来# 针对这一困难! 教师在采用概念图教学时

应注意! 首先应通过各种方式让学生熟练掌握概念

图的制作" 其次在选取教学内容时应选择比较系统

的一组概念! 利于学生整合知识点" 另外! 可组织

学生以小组形式学习! 通过讨论! 共同构建一个较

完整的概念图# 这样! 在讨论的过程中! 小组成员

各抒已见$ 取长补短! 降低了每个学生的负担! 可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

'J!%概念图作为评价工具的效果

+%, 对评分系统的修改!由于多数学生刚刚开

始接触概念图! 从他们绘制的概念图中可发现学生

对概念间连接词的理解并不透彻! 他们往往能抓住

两个概念间的关系! 却不能准确地归纳出表明概念

间关系的连接词# 因此! 对评分系统进行了如前文

所述的修改! 这种评分方法在以往的研究中也采用

过.%)/

! 它不但不影响原评分系统的评价效果! 又能

区分出学生对概念间关系 +连接词, 的理解! 可以

更加清楚地反映出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

+", 两种评分方式的关系!查新课程是一门讲

究实用的课程! 因此学生在学习中应以实践为主!

而查新报告是对学生查新实践成果的真实反映! 因

此查新报告的水平常常作为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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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本研究采用了查新报告与概念图两种评价方

法! 发现概念图得分高的学生查新报告的分数也相

应较高! 说明概念图是一种较为客观$ 准确的评价

方法# 如概念图中概念间的连接反映了学生对知识

点的理解" 等级层次反映了学生对知识结构顺序的

把握" 横向连接反映了学生对各知识点间交叉联系

的领会" 而举例则反映了学生对理论与实际的结

合# 因此概念图较为全面$ 准确地反映了学生的学

习效果! 将在教学评价中发挥重要作用#

'J&%不同学习类型学生对概念图的接受情况

从对应分析图中可以看出! 多数学习类型与学

生对概念图的 %接受& 有对应关系! 说明概念图适

用范围较广! 不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

# 从本文所

用学习类型量表的评价中可以发现! 平衡型是较为

理想的学习类型.%'/

! 因为平衡型学生对各种教学方

式都具有良好的适应性! 不会偏于某种学习方式!

排斥其他方式! 故平衡型学生较为接受概念图# 而

直觉型$ 反思型$ 循序型与 %接受& 对应关系较

远! 可能是由于这几种学习类型的学生数量比较

少! 因此不易衡量他们之间的关系! 但不代表这些

类型不易接受概念图! 因为他们与 %不接受& 也无

明显对应关系#

(%结语

概念图作为教与学的工具适合应用于医学查新

TY0教学中! 作为评价工具具有较为全面准确等特

点! 与学生实际学习效果相吻合! 多数学习类型的

学生都较易接受概念图! 其适用范围很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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