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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杭州医学院为例，对采用传统方法的对照组和将私播课融入移动学习模式的实验组在医学计算
机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效果进行对比，结果表明该教学模式有助于提高学生成绩及课堂参与度、互动性和满

意度以及自学能力、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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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随着移动互联网和硬件设备的发展，移动设备

开始逐渐渗透到人们的学习和生活之中［１］。移动设

备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已成为支持正式和非正

式学习的重要工具，也因其可携带性、可移动性和

强交互性的特点被广泛应用于教育教学中［２］。智能

移动设备成为大学生学习、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

分，深刻影响着大学生生活、学习和娱乐方式［３］。

移动学习是指基于移动设备、能够在任何时间、地

点进行学习的模式［４］，移动学习所使用的智能移动

设备必须能够有效地呈现学习内容并且提供教师与

学习者之间的双向交流。私播课也称小规模限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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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课程 （ＳｍａｌｌＰｒｉｖａｔｅ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ｕｒｓｅ，ＳＰＯＣ）［５］，

是指利用现有信息技术，打破时间和空间限制来实

现资源共享的一种新型学习模式。＂Ｓｍａｌｌ＂是指学生

人数一般在数１０人到数百人之间，有助于提升学

习参与度、互动性及完课率；＂Ｐｒｉｖａｔｅ＂是指只对满

足准入条件的少部分申请者完全开放课程，具有一

定的私密性［６］，这种模式与以移动智能终端为标志

的移动学习有较好的契合度。本研究是将私播课融

入移动学习的教学模式应用于杭州医学院２０１８级

临床和护理专业的医学计算机课程教学之中，与采

用传统教学模式进行授课的药学和影像技术专业相

比较，结合浙江省计算机等级考试成绩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该模式取得较好的应用效果。

２　对象与方法

２１　研究对象

选择杭州医学院 ２０１８级临床、护理、药学和

影像技术专业大学一年级的 ２２０名学生为研究对

象。开课时间为第１和第２学期。教学模式在开课

前均予以告知，所有学生对本研究均知情同意。

２２　研究方法

采用实验对照方法。根据开课时间的先后，将

第１学期开课的２０１８级药学和影像技术专业１１２名

学生作为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方法；将第２学期

开课的２０１８级临床和护理专业１０８名学生作为实验

组，采用将私播课融入移动学习的教学模式。两组

学生均是２０１８届高考统招学生，其年龄和第１次课

前课程测试成绩情况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３　内容

３１　教学实施

３１１　教学内容　两组学生均选用西安交通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８年８月出版的 《医学计算机应用基础》

第１版为通用教材，教学内容使用配套案例和同一

批网络资源，两组教学班的任课教师为同一位教

师。

３１２　对照组　按照教学大纲和课程进度表，对

照组采用传统讲授式教学方法，由任课教师用课件

在一体化教室进行内容讲授。根据课程设计，理论

知识讲解部分，每次课前根据教学内容提出相应问

题，在课程内容的讲解过程中进行随堂提问，课程

结束前几分钟进行本次教学内容的回顾和总结；实

验课部分，学生登录练习系统自行练习由任课教师

提前布置好的实验案例，教师只针对有问题的学生

进行辅导答疑，不进行统一讲解。

３１３　实验组　采用将私播课融入移动学习的教

学模式进行授课。（１）资源选择。主要包括教学班

级名单导入和管理、教学课件视频录制和发布、作

业测验和考试管理以及学生使用教学资源统计分析

等。杭州医学院使用的是和浙江中医药大学合作申

报的浙江省高等学校在线精品课程平台资源。 （２）

课前。开课前任课教师将上课学生名单导入到该平

台数据库中，学生只需输入学号即可登录使用在线

平台。每次课前任课教师会提前发布相应教学视

频、作业和测验，要求学生通过移动智能终端登录

平台自学自测自评。（３）课间。教师根据学生课前

在线学习时间、次数和自测自评情况，将每次课堂

教学知识点进行梳理，对重难点部分，课间开展分

组讨论、师生互动、任课教师总结。（４）课后。课

后学生需完成教师发布的测验和考试，如有疑问可

在讨论区提出，由教师进行网络答疑，实现师生实

时互动的教学模式。学生最终成绩由平时成绩和期

末考试成绩按一定比例组成，线上参与情况作为平

时成绩的主要部分。由于两种教学模式平时成绩评

测方式不一致，教学效果的评价参考课程考试成绩

并结合浙江省计算机等级考试成绩。

３２　教学效果评价

教学结束后分别对两组学生进行统一闭卷考

试，试题来自于难度系数一致的试题库。其中基础

理论部分采用客观题，满分为 ３０分，分别是单项

选择１０分、多项选择１０分以及判断题１０分；操作

题目按难度系数和在课程中的重要程度赋予相应分

值，合计７０分。引入浙江省计算机等级考试成绩

和课程考试成绩进行对照，评价不同教学模式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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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效果是否具有一致性。

３３　统计学分析

对实验班组和对照班组的学生采用难度系数相

同的试题库进行考核，计量资料通过平均分 ±标准
差 （ｘ－±ｓ）表示，考试成绩优秀率由人数优秀率
［ｎ（％）］表示，成绩之间的比较、统计分析使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取 Ｐ＜００５
具有统计学意义，计数资料通过百分率进行数据

分析。

４　结果

４１　私播课后台统计数据分析

对私播课后台数据库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学

生登录私播课平台进行移动学习，作为移动学习

终端所使用的学习设备中智能手机占比最高，为

６９１％，平板电脑如 ｉＰａｄ占比２３６％，ＰＣ机占比
７３％，说明智能手机和平板设备已成为学生进行
移动学习的主要设备。同时对学生登录私播课平

台的访问时间、频率、视频观看次数以及完成测

验情况数据进行分析，实验组学生个体间差异性

不大，说明只要任课教师要求，学生学习自觉性

趋同。

４２　成绩对比

第１次正式上课前对照组和实验组学生均进行
课程测试，对照组的平均分 ±标准差是 ４５９６±
１１７７，实验组的平均分 ±标准差是４５９６±１３４５，
Ｐ值为０９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课程结束后两周
内参加课程考试和全省统一的计算机等级考试，实

验组学生课程考试和省计算机等级考试成绩的平均

分都高于对照组学生，考试优秀人数及优秀率与考

试成绩比较结果一致，课程成绩和等级考试成绩对

照组和实验组之间Ｔ检验值分别是２９７和３３７，Ｐ
值均小于００５，两组数据的比较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学生不同教学法考试成绩及优秀率比较

组别 人数

课程成绩 等级考试成绩 考试成绩优秀率

（ｘ－±ｓ） （ｘ－±ｓ）
课程考优

秀率

等级考优

秀率

对照组 １１２ ７１９±８７ ６８５±１２９ １５（１３３９％）１７（１５１７％）
实验组 １０８ ７５９±７８ ７２９±１２１ ２９（２６８５％）３１（２８７１％）

４３　调查结果数据分析

课程结束后采用问卷星以无记名方式对上课的两

组学生进行在线问卷调查，可知实验组学生教学参与

度和学习帮助性评价均高于对照组，见表２、表３。

表２　两组学生对同一课程不同教学模式教学参与度评价 ［ｎ（％）］

评价项目
对照组 （ｎ＝１１２） 实验组 （ｎ＝１０８）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Ｐ值

课堂参与度　　 ４１（３６６） ３３（２９４） ３８（３３９） ７９（７３１） ２８（２５９） １（０９） ００３７

课堂互动度　　 ３７（３３０） ５２（４６４） ２３（２０５） ９０（８３３） １６（１４８） ２（１８） ００１４

教学模式满意度 ３１（２７６） ３７（３３０） ４４（３９２） ７２（６６６） ３５（３２４） １（０９） ０００１

任课教师参与度 ３５（３１２） ３９（３４８） ３８（３３９） ７３（６７５） ３３（３０５） ２（１８） ００２９

　　注：百分比是选择该选项的人数除以班组的ｎ值。

表３　两组学生对同一课程不同教学模式学习帮助性评价 ［ｎ（％）］

评价项目
对照组 （ｎ＝１１２） 实验组 （ｎ＝１０８）

很有帮助 有帮助 没有帮助 很有帮助 有帮助 没有帮助
Ｐ值

提高学习效率 ３３（２９４） ４４（３９２） ３５（３１２） ８８（８１４） １８（１６６） ２（１８） ００２１

提高学习兴趣 ３７（３３０） ３９（３４８） ３６（３２１） ９２（８５１） １５（１３８） １（０９） ００４９

培养自学能力 ３９（３４８） ４５（４０１） ２８（２５０） ８７（８０５） １８（１６６） ３（２７） ０００８

培养信息素养 ４３（３８３） ４６（４１０） ２３（２０５） ９３（８６１） １３（１２０） ２（１８） ００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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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讨论

５１　概述

移动学习模式是适应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必然趋

势。私播课融入移动学习模式将学生主动学习和线

上线下交互性学习能力激发出来，提高学生课堂主

动参与性和师生互动性。学生通过移动学习设备，

利用碎片化时间随时查阅私播课线上教学资源，进

行自主练习和自我测评。任课教师根据私播课平台

数据统计分析，在课堂教学上进行小组讨论和针对

性解决重难点问题，促进教与学良性发展。

５２　私播课融入移动学习模式提高学生学习成绩
及其他能力

　　无论是课程考试还是计算机等级考试，实验组
学生成绩较对照组有较为明显的提高，说明这种教

学模式对学生成绩有正向提升效果。此外实验组学

生在课堂参与度、互动性、教学模式满意度等方面

评价远高于对照组学生，在提高学习效率、学习兴

趣、培养自学能力和信息素养方面实验组学生也有

更高的认可。

５３　私播课线上资源获取和使用

现有的网上慕课 （ＭａｓｓｉｖｅＯｐｅｎ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ｕｒｓｅｓ，
ＭＯＯＣ）和私播课教学资源有很多，如中国大学
ＭＯＯＣ国家精品课程在线学习平台、ＭＯＯＣ中国在
线平台以及各省教育主管机构主管的高等学校在线

开放课程共享平台等。这些线上资源基本上只能以

访客形式进行访问。各个高校学生需要学习的内容

和进度千差万别，想开课的教师若想获取和使用该

线上资源需要付费，而一般高校没有资金支持，这

对海量而丰富的在线教学资源是一种浪费。如何使

教师通过正常渠道获取和使用这些私播课线上资源

值得教育管理部门探讨和解决。

５４　教师职能变化

　　采用私播课融合移动学习的教学模式，教师职
能必将发生变化，首先应该是学习者，而不单单是

学生学习的引导者［７］。随着移动学习模式的持续发

展，未来学生通过线上资源即可学习大多数课程的

教学内容。“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从本质上

说，教师的工作在于塑造灵魂、引领人生，这是教

师区别于其他职业的根本所在。

６　结语

本研究对在医学计算机课程教学中采用私播课

融合移动学习的模式进行探索分析，结果表明该教

学模式在提高学生成绩方面效果显著，学生对教学

参与度评价以及教学模式对各项能力的帮助性方面

都有较高的认可，值得在相关课程教学中进一步探

索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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