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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探讨以微信公众号为载体的移动教学模式，评价其在《卫生统计学》课程中的教学效果。方法: 选择部分教学

班级作为实验组，利用微信公众号在教学过程中完成知识查询、实时推送、在线交流等功能，并在教学结束时通过问卷调查获

得教学评价，同时收集学生课程考试成绩与传统教学班级进行对比分析。结果: 移动教学模式能提高实验组教学学生的考试

成绩( P ＜ 0. 05) ，在学习效果、课程评价方面与传统教学班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 。结论: 移动教学模式可以提高

《卫生统计学》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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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empirical study of mobile teaching model in health statistics

SHI Wei，DING Lei，LIANG Yali，SONG Jiangen，YUAN Hui
School of Public Health，Wannan Medical College，Wuhu 214002，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stablish the mobile teaching model for Health Statistics based on WeChat APP，and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the model on learners

for this course． Methods: Partial teaching classes were included as experimental group，to which WeChat APP was used applied to aid the teaching，inclu-

ding knowledge reference，real-time release of professional information and on-line consultation． Upon course completion，students were surveyed by ques-

tionnaire for their opinions towards such teaching model，and the learning outcomes were evaluated by comparing the achievement between this model and

conventional class teaching． Ｒesults: Mobile teaching model based on WeChat App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achievement of students in learning of Health

Statistics，and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in learning outcomes and learners' comment on the course learning between students taught with current model

and conventional teaching mode( all P ＜ 0. 05) ． Conclusion: Mobile teaching model on WeChat APP basis can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of Health Statis-

tics．

【Key words】Health Statistics; mobile teaching model; teaching effect

《卫生统计学》是统计学原理和方法在大健康

领域的应用，通过对卫生相关数据的收集和分析，辅

助处理公众健康中的不确定性问题［1］，是医疗卫生

工作人员开展医学科研和疾病防治工作的重要工

具。《卫生统计学》是医学及相关专业的专业基础

课，由于其抽象性、综合性和灵活性等特点，加之传

统课堂讲授教学模式，使医学生普遍感到该课程难

学、难懂，在医疗实践中不知如何应用［2 － 4］。移动式

教学是一种全新的学习方式，国内教学单位利用微

信公众号作为移动教学手段已取得成效［5-7］。本研

究在《卫生统计学》教学过程中结合移动教学模式

开展教学，并对教学效果进行评价。

1 对象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择某医学院校 2015 级预

防医学专业学生，随机选择 4 个班级作为实验教学

班( 实验组) ，采用移动教学模式辅助课堂教学; 同

时选择另外 4 个班级作为传统教学班( 对照组) ，采

用课堂授课传统方式进行教学。实验教学班级 102
人，其中男生 36 人，女生 66 人; 传统教学班 11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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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男生 49 人，女生 62 人。
1． 2 移动教学模型构建 根据《卫生统计学》的学

科特点，构建以微信公众号为移动手段的教学模式，

配合传统课堂教学实现辅助教学功能。
1． 2． 1 教学准备 对已完成《卫生统计学》课程的

学生开展调查，了解学生对于《卫生统计学》传统教

学手段的评价与建议，掌握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各知

识点难易度的感受，根据调查结果，搜集资料，撰写

文案，构建微信公众号教学内容主题框架，将微信公

众号功能定位为知识查询、实时推送、在线交流。
知识查询: 利用微信公众号的菜单功能，将《卫

生统计学》的主要知识点内容，按各个部分进行框

架式的总结，陈列于菜单栏中，可通过点击或通过关

键字搜索获得相应内容，便于学生查找。
实时推送: 利用微信公众号的推送功能，根据各

教学班的进度安排，推送相关预习内容、知识总结、
难题解答等内容及各种教学通知。

在线交流: 利用微信公众号的在线交流功能，与

学生进行在线交流，及时解答学生的难题与疑惑

之处。
1． 2． 2 教学过程 移动教学模式在实验教学班的

第一节课进行推广，授课教师要求全体学生关注

“医学统计学之家”微信公众号。授课过程中，在授

课前向学生推送预习要点; 在授课结束后，向学生推

送重难点总结、难题解疑及相关视频课件; 同时保持 10
×7 h 在线，及时响应学生在线交流需求。课程结束

时，向学生推送《卫生统计学》知识点串联总结、考试

样题解答、命题方案解答等，对实验教学班学生进行

在线辅导，辅助学生更好完成课程结束考试。
1． 2． 3 教学效果评价方式 待学生完成课程考试

后开展调查，了解学生《卫生统计学》的学习情况、
各个知识点难易度及对教学方式的建议与意见。同

时将实验教学班学生的考试成绩、教学评价情况与

传统教学班进行对比分析，评价移动教学模式与传

统教学模式在《卫生统计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差

异，分析移动教学模式是否存在优势。

图 1 《卫生统计学》移动教学模式构建示意图

1． 3 调查问卷 《卫生统计学》课程结束考试完成

后，对实验教学班及传统教学班进行问卷调查，“卫

生统计学教学反馈问卷”包括基本信息、学习效果

及课程评价 3 个部分。学习效果第一部分为教学内

容难易评分，主要调查各知识点学生学习难易度感

受，从容易、一般、较难、很难进行区分，按 1 ～ 4 分赋

值进行计分; 学习效果第二部分主要调查学生对于

理论授课在课堂中能够理解比例、对于课后练习能

够独立完成的比例、课后学习统计学的时长以及是

否有课外延伸学习的情况。课程评价包括学生对于

理论授课的理解程度、授课速度感受、练习课效果感

受。通过上述量表调查收集数据后，对两组学生

《卫生统计学》教学内容难易感、学习效果、课程评

价进行对比分析。
1． 4 数据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18. 0 统计软件进

行分析。计量资料使用 珋x ± s 进行描述，两组间比较

采用 t 检验; 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

2 结果

2． 1 学习效果 课程教学结束后，发放教学反馈问

卷，共 回 收 有 效 问 卷 190 份，有 效 回 收 率 为

89. 20%，实验教学班为 92 份，传统教学班为 98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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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实验教学班学生各知识点难易度评分总

分低于传统教学班学生( P ＜ 0. 05 ) ; 实验教学班学

生通过理论课程理解教学内容的比例高于传统教学

班( P ＜ 0. 05) ; 两组学生在实践课独立完成作业的

比例、课后每周学习《卫生统计学》的时长上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P ＞ 0. 05) 。见表 1。

表 1 不同教学班级学习效果比较

项目 实验教学班 传统教学班 t /Z P

知识点难易度总分平均分 53． 20 ± 8． 02 56． 33 ± 11． 17 2． 206 0． 029

通过课堂讲授理论知识理解的比例 /% ＜ 30 5 19 2． 520 0． 012

30 ～ 50 32 33

50 ～ 70 48 43

＞ 70 7 3

实践课独立完成作业的比例 /% ＜ 30 6 12 1． 102 0． 271

30 ～ 50 33 36

50 ～ 70 39 37

＞ 70 14 13

每周课后学习《卫生统计学》的时长 /h ＜ 1 37 26 1． 388 0． 165

1 ～ 3 39 55

3 ～ 5 11 15

＞ 5 5 2

2． 2 课程评价 结果显示，实验教学班较传统教学

班更多学生认为该课程对日后的学习和工作帮助很

大( P ＜ 0. 05) ; 实验教学班较传统教学班更多学生

认为授课速度适宜( P ＜ 0. 05 ) ; 实验教学班较传统

教学班更多学生认为实践课有助于理论知识的学习

( P ＜ 0. 05) 。见表 2。
2． 3 考试成绩 结果显示，不同题型之间除单项选

择题和简答题，实验教学班在总分、填空题、名词解

释及计算分析题平均得分上均高于传统教学班( P
＜ 0. 05) 。

表 2 不同教学班级教学效果比较

项目 实验教学班 传统教学班 Z P

统计学是否对今后学习、工作是否有帮助 帮助很大 39 25 2． 864 0． 004

有一定帮助 49 60

没有帮助 0 3

不清楚 4 10

理论授课速度是否适宜 较快 12 37 3． 784 ＜ 0． 001

适宜 75 58

较慢 5 3

实践课对学习理论知识是否有帮助 帮助很大 37 20 3． 176 0． 001

有一定帮助 51 68

没有帮助 4 3

不清楚 0 7

表 3 不同教学班级考试成绩比较

题型 分值 实验教学班 传统教学班 t P

单项选择题 20 15． 13 ± 2． 57 14． 60 ± 2． 52 1． 499 0． 135

填空题 20 17． 58 ± 2． 44 16． 72 ± 2． 78 2． 381 0． 018

名词解释 15 12． 18 ± 3． 20 10． 74 ± 2． 73 3． 534 0． 001

简答题 20 19． 15 ± 2． 58 19． 32 ± 1． 19 － 0． 635 0． 526

计算分析题 25 17． 43 ± 5． 48 15． 50 ± 4． 64 2． 775 0． 006

总分 100 81． 46 ± 12． 41 76． 89 ± 8． 54 3． 104 0．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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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本次教学过程中通过微信公众号共推送 29 次

各类图文消息，其中学习指南 1 篇，通知公告 1 篇，

视频微课 2 篇，课前预习 4 篇，识点总结 10 篇，习题

答案及难题详解 11 篇; 进行在线交流次数共为 48
人次，菜单点击次数共 567 人次，学生利用微信公众

号查阅知识、开展自主学习频率很高，说明移动教学

模式接受度高，与罗良涛、辛雪［8 － 9］等研究结果一

致，该模式充分发挥了辅助作用，将教学延伸至课堂

之外。
3． 1 移动教学模式的教学效果

3． 1． 1 学习效果 通过表 1 结果可知，实验教学班

学生对于卫生统计学各知识点难易度评分总分低于

传统教学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移动教学模

式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与夏鸿［10］在药理学教

学中的研究结果一致，可能公众号发布的相关学习

资料发挥了作用。实验教学班在理论授课前，可获

得推送的课程预习要点，指导学生提前预习，在课后

发布知识点总结、难题解答，有助于更好地消化课堂

理论知识，使该组学生知识点理解能力优于传统教

学班，与梁婉萍［11］的研究结果一致。
实验教学班学生实践课独立完成作业的比例与

传统教学班无差别，可能与微信公众号难题解答、知
识点总结推送时间节点存在关联，通常在相应实践

课结束之后推送，建议在下次实验教学过程中，可以

将相关推送提前至实践课之前，促进学生更好地完

成实践课的练习。
实验教学班学生在课后学习时长与传统教学班

无统计学差异，说明移动教学模式未增加学生的课

后学习负担，但考试成绩却优于传统教学班，进一步

说明移动教学模式的促进作用。
3． 1． 2 课程评价 通过课程评价相关调查问卷的

结果分析可知( 表 2 ) ，实验教学班在几个方面与传

统教学班存在差别: 实验教学班中 42. 39% ( 传统教

学班为 25. 51% ) 的学生认为《卫生统计学》的课程

对今后的学习、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在实验教学班有

81. 52% ( 传统教学班为 56. 31% ) 的学生认为理论

课程授课速度适中，两组学生理论授课进度是一致

的; 实验教学班中 40. 21% ( 传统教学班为 20. 41% )

的学生认为实践课对于卫生统计学的学习帮助很

大，说明移动教学模式可以提高学生的课程认可度、
增强学生的课堂理解力、提高学生的实践课认可度，

促进理论课与实践课之间的协同作用，提高实践课

教学效果，增加理论知识理解程度，产生双赢效果。

3． 1． 3 学生考试成绩 通过文中表 3 结果可知，实

验教学班考试卷面成绩均分为 81. 46 分，比传统教

学班卷面成绩均分 76. 89 分高出 4. 57 分，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t = 3. 104，P = 0. 002 ) 。实验教学班在填

空题、名词解释及计算分析题的平均分均高于传统

教学班( 0. 86 分、1. 44 分、1. 93 分) ，差异均存在统

计学差异( P ＜ 0. 05 ) ，说明移动教学模式在考试成

绩方面效果优于传统教学方式，与宋岚等［11 － 13］研究

结果一致。同时实验教学班相关课程评价指标多数

优于传统教学班，说明移动教学模式促进学生更好

地开展《卫生统计学》的课程学习，最终使得课程考

试成绩得到提高。
3． 2 移动教学模式的优点和局限性 通过建立移

动教学模式，将实验教学班与传统教学班学习效果、
课程评价、考试成绩多方面进行比较，均证实该教学

模式具有促进《卫生统计学》教学开展、提高教学效

果、提高学生的课程认可度、提高学生考试成绩等

优点。
此次教学研究过程中也发现一些不足之处: ①

在线视频课程数量过少，在本次的教学过程中仅有

两篇视频课程;②推送内容中缺乏综合性案例分析，

难题解答板块多以章节知识为主; ③互动形式仍有

不足，在线互动响应不够及时。
3． 3 关于移动教学模式的建议 统计学作为数学

属性强、逻辑性要求高的一门学科，许多大学生纷纷

表示该课程学习难度大，仅有课堂讲解不足以理解

相关知识［4］，需要寻求该课程教学的新方式方法，

而上述分析证实移动教学模式可提高《卫生统计

学》教学效果，故而应在统计学系列课程中大力推

广该教学模式，以提高该类课程的教学效果。
根据大学课程的发展趋势和上述分析存在的不

足之处，我们对于移动教学模式提出几点今后的改

进之处:①针对学生反馈的知识点较难部分，制作相

应的视频课程，投放于公众号资源中，丰富视频课程

资源;②根据统计学实际应用过程的常见问题，在难

题解答板块增加综合案例分析相关部分，提高学生

统计学知识综合运用能力; ③通过微信小程序的接

入或外链至其他平台( 例如问卷星等) ，增加公众号

的互动形式，开展在线测试等;④增加统计学授课教

师作为平台管理员，缩短在线交流应答等待时间，提

升学生的使用体验。通过不断完善与改进，让移动

教学模式能够在未来给更多的教师提供更好的教学

新模式，给学生提供更优质的学习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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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以团队学习为基础的 TBL 教学模式，探讨其应用效果。方法: 选择我校 2014 级临床医

学专业本科生 10 个班级共 289 名学生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 n = 147) 和对照组( n = 142) 。观察组使用线上线下结合

的 TBL 教学模式，对照组使用传统教学模式，通过课后随堂测试、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比较两种教学方法的效果。采用自制问

卷描述观察学生对 TBL 教学模式的评价与反馈。结果: 观察组学生的课后随堂测试成绩和成绩优良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P ＜ 0． 05) ; 问卷调查自主学习能力，观察组和对照组在实施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观察组在各项评分、
自我管理能力、信息能力、学习合作能力及总分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 观察组学生认为 TBL 教学模式

在教学内容、组织新式、教学效果和考核方式上新颖独特，尤其是在提高师生间与学生间的互动合作能力上有较好的效果。
结论: TBL 教学模式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学习主观能动性，对教学质量的提高有着较为积极的影响。
【关键词】TBL; 循证医学; 教学实践; 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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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comes of team-based learning mode for the course of evidence-based medicine

YANG Hui，CHEN Tianbing，ZHU Xiaolong，SHI Wei，LI Xueqin
Department of Evidence-based Medicine，Wannan Medical College，Wuhu 24100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ssess the effects of team-based learning ( TBL) mode in i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e of evidence-based medicine． Methods: A

total of 289 undergraduates from 10 classes，majoring in clinical medicine，enrolled in 2014 in our college，were included and randomized into observa-

tional group ( n = 147) and control group ( n = 142) ．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instructed with TBL based on on-line learning and classroom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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