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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novel coronaviru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eriod, our school actively responded to the 
call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o “Study as the class is still in session. Teach as the school is still 
in function”. In the spring semester of 2020, our school adopted online teaching methods and 
achieved satisfactory teaching result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applica-
tion of online teaching in medical education,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reveale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online teaching for a period of time, and the mixed teaching mode in Pediatric 
Surgery after adjusting for the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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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期间，我校积极响应国家教育部“停课不停学，停校不停教”的号召，2020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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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学期采用了线上教学的方式进行了授课，获得了满意的教学成果。本文着重分析当前线上教学在医学

教育中的应用发展情况、实行一段时间线上教学后显露出来的优势和不足以及小儿外科针对问题调整后

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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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春季伊始，一场新冠肺炎的爆发猝不及防地打乱了全国学子的教学节奏，在这样一个特殊

的时期，线上教学成了我们当前落实“停课不停学”工作的主要方法。这一新型教学模式给高校的广

大师生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也加速了教育教学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医学教育作为高等教育体系中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门需将基础知识和临床应用相结合的学科，更加需要确保线上线下同质量，

为此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在互联网时代，利用好现代信息化技术重塑课堂教学形态，寻找课程建设的发

展新思路。 

2. 疫情期间线上教学在小儿外科教学的应用 

小儿外科作为临床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教学不仅要让学生理解并掌握相关理论基础和实践技能，

还要求在临床工作中能融会贯通、灵活运用[1]，为此临床教师围绕教学目标精心准备教学内容，通过录

播和直播相结合等方式积极推进线上教学工作，并通过在线演示的方式进行了技能课教学，为返校后学

生的实践操作做好准备，很多教师还同时用微信、QQ 等通讯工具辅助进行教学组织和师生交流。另外通

过在线提问、答疑、测试等方式，保证了教学进度和教学质量。 

2.1. 疫情期间开展线上教学以来所呈现出的优势 

首先线上教学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对于一些难懂的知识点学生可以通过线上回播功能随时随地

进行反复观看，有利于学生更好地掌控教学知识，也方便于学生对已学知识进行及时地复习。其次网络

上有丰富的教学资源，各种小儿外科手术视频、图片，使得学生学习知识的途径更广泛，文、图、声三

种方式的灵活运用，演示重点结构，讲解更加详细生动直观，更大程度地满足了学生的视听感官需求，

也易于理解，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动力。另外，教师在积极探索线上教学的过程中，也通过互联

网获取到了一些优质的教学资源，促使了教师“再学习”，对教学水平的提升有很好的推动作用。 

2.2. 疫情期间开展线上教学以来所反映出的问题 

在推进线上教学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一方面，线上教学缺乏对学生的管控，虽有签

到、打卡等督促方式，但施教者对学生听课过程的监测手段过于单一，很大程度依靠于学生的自我约束

能力，教学效果得不到很好的保证，且医学生对于实践操作技能学习需求较多，与传统课堂相较，学生

缺乏老师的现场指导，教师也无法直观面对学生的学习状态并及时发现学生的疑问，学生之间的互动与

交流也没有传统课堂那般直接，学习氛围不足。另一方面，多数老师是初次接触线上授课，对于平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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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处于摸索阶段，不能熟练掌握录屏的技术，同时对于直播了解有限，学校信息化硬件和软件建设也

不够完善，无形中增加了工作难度和工作时长，有些老师没能跳出传统授课方式的思维惯性，一味地将

线下课堂照搬到线上，并且没有找到科学的自主学习的反馈途径[2]，无法像传统课堂及时根据学生反馈

调整教学方法，学生的最终学习效果难以得到有效考量，教学效果将大打折扣。同时，由于线上教学依

赖于学生的自律性，带来的问题是每个学生的学习进度不同，对知识的掌控程度也不同，疫情结束后，

针对学情不同，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又该如何有效衔接也值得深思。 

3. 疫情过后小儿外科教学模式的新发展 

随着疫情形式逐渐好转，复课时间也随之到来，线上教学进入后疫情时期，在未来开学复课后，医

学教学该如何调整，如何更好的转变思维和教学方式，适应新时期的教学需求，成为我们要共同应对的

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线上教学的运用，可以看到诸多成效，同时也有稍许不足之处，线上教学不能完全

代替传统课堂教育，两种教学模式各有特点，应将线上和线下两者联合运用[3]，有利于提高小儿外科教

学质量，优化学生学习效果。 

3.1. 小儿外科教学发展的新模式 

为了进一步培养学生临床思维，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将推进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育模

式：由教师提前录制好线上课程，并将各种网络资源合理筛选和整合，做好教学设计，合理分配时间，

鼓励学生课前提前预习自学，找出自己的疑难点，带着问题听课，开发利用好学生自主性，再通过直播

解决学生课后互动也不能解决的重难点，针对教学重点进行有效的点拨，可以通过课堂连麦等形式提升

学生的专注度和参与度，课后设计一些巩固训练或阶段测试以敦促学生对所学知识进行复习。医学生有

其特殊性，需要将书本上所学到的理论知识灵活地运用于临床实践，因此在学生进入小儿外科见习或者

实习时，带教老师会提前根据教学计划，选择一些临床中的真实病例导入课堂开展 CBL 教学[4]，通过小

组讨论、翻转课堂等形式让学生从原来的被动接收知识转变为主动思考，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也提高了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再以疾病问题分析为教学导向，开展 PBL 教学[5]，让学生在合作中学

会如何处理临床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提高学生主动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6]，有利于促进学

生“基础–临床–再深化理解”的学习过程。临床思维能力得以有效锻炼。对于实践技能部分，同样可

以通过线上观看操作视频自学感悟，听讲教学直播解答疑问，联合线下在模型或 SP 病人身上操作训练[7]，
带教老师在旁加以纠错辅导的新型教学模式，提高教学效率和学生的动手能力。 

3.2. 提升混合式教育模式有效性的关键因素 

一方面学生要提高自身自主学习能力与信息收集能力，培养自觉主动思考的能力，对线上教学予以

传统课堂教学同等重视，主动设立学习目标以提升学习动力，自觉完成预习、听课、复习的学习任务，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不要主客倒置。 
另一方面要求教师应以让学生学为主，教为辅，多注重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让学生掌握课堂主

动权，教师则把重心放在课程引导和解决疑问上。教师应合理地选择课程的讲课方式，提前做好教学设

计，并及时收集学生在听课过程中的反馈，优化课堂内容和结构，尊重学生的个体化和差异性。 
同时学校应进一步加强信息化教学硬件和软件的建设，为线上教学提供坚实的网络技术支持保障，

集中优势力量扩大优质资源供给，拓宽线上教学途径和渠道，加强对在线教学资源配置和平台的建设，

以便学生个性化选择。另外，随着复课时间将至，还应积极推进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的衔接协调工作，

预先在线上做好教学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并结合学生学情制定不同教学方案和计划，尽量将此次疫情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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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带来的不良影响降到最低。 

4. 总结 

线上教学是疫情特殊时期教学手段的补充，不应该处于主导地位，应该充分利用其特点，开展运用

各种更高质量的线上教学，并以这次疫情为契机，大力推进“互联网 + 教学”建设，更大限度地发挥互

联网与多媒体的优势，构建线上与线下融合互补的教学模式[8]，进一步促进教学质量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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