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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小儿外科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开展了小儿外科学本科生网络教学，从“修订教学大纲、

提升教学能力、丰富教学资源、改革评价方式、营造教学文化”五大维度，通过建立入科须知、教学资

源库、电子化题库、师生双向评价表等模块，构建了小儿外科本科教学微信云平台，并融入计划–执行

–检查–处理(PDCA)理念，保证了小儿外科本科生人才培养质量，使教师线上教学水平稳步提高，平台

建设成效显著，项目获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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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Qilu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carried out online teaching 

 

 

*通讯作者。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3199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3199
https://www.hanspub.org/


陈骏飞 等 
 

 

DOI: 10.12677/ae.2023.133199 1264 教育进展 
 

for pediatric surgery undergraduates. The WeChat cloud platform for pediatric surgery under-
graduate teaching was constructed from five dimensions of “revising the teaching syllabus, im-
proving teaching ability, enriching teaching resources, reforming evaluation methods, and creat-
ing teaching culture”. The platform includes instructions for course entry, teaching resource da-
tabase, electronic question bank, two-way evaluation form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other modules. In addition, the platform integrates the concept of PDCA, which ensured the quality 
of pediatric surgery undergraduate talents training, and steadily improved the online teaching 
level of teachers. The platform construction had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and the project had 
been popularized and appl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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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9 年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在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 207 个国家和地区相继暴

发。截至 2022 年 6 月，全球已累计确诊患者超过 6 亿人次，死亡逾 650 万余人。由于新冠肺炎通过空气、

飞沫等方式传播，且致病性强，大面积人员聚集可极大增加感染率，所以多国纷纷停课以应对疫情扩散。

《教育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在

线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1]指出，要做好疫情防控，停课不停学，停课不停教，探索和完善

线上教学模式，高质等效地完成教学任务。 
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2]以及教育部在《关于加强医教协同实施卓越医生教育培养

计划 2.0 的意见》[3]中均明确提出：加快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与医学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利用高新技术

和互联网，广泛开展在线教育，全面开创医学教育改革发展新局面，实现教育教学质量的变轨超车。 

2. 后疫情时代下的“互联网 + 医学教育”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快速普及，信息技术深度渗透至医学教育的众多领域，医学生获

得知识的渠道正在由传统的课堂学习转变至“互联网+”时代下的屏幕化学习，微信、手机 QQ 以及“雨

课堂”、“腾讯会议”等新媒体形式日益丰富，成为学习的重要辅助[4] [5]。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激发了在线教育活力，还大力推动了教学方式、学习方式以及评价方式的改革。

以校园网系统或各类教学平台为依托的教育教学模式正在成为高校发展网络在线教育的主要形式和主要

环境。中国医科大学[6]以及上海交通大学[7]在疫情期间依托校园网系统，分别通过“直播教学模式”“录

播教学模式”“慕课教学模式”等方式进行线上教学，构建了“线上教学资源库”“线上金课”等教学

资源，努力确保“线上线下”“实质等效”无缝衔接，得到了同学们的一致认可和好评。Shah V、Kotsenas 
AL 等[8] [9]将社交媒体引入课前引导预习、课后解惑、课程评价反馈等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张莉，刘健等[10]通过雨课堂、雨课堂 + QQ 直播、雨课堂 + 腾讯会议等第三方教学平台开展教学工作，

圆满完成既定教学任务。 
但也发现了目前高等院校开展线上教学的诸多弊端。首先，第三方学习平台种类众多，各平台间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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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互通互联。如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的老师们通过 Blackboard 平台、学堂云、钉钉、百度网盘、阿里云

盘、微信群、微信公众平台等多个平台发布课外学习资料和布置课程作业，各平台间账号、内容无法有

效共享互动，导致学生及老师的应用不便[11]。其次，在线学习难以监管，学习效率无法互促互进。如中

南大学基础医学院的老师们发现，学生们没有了教学场的约束，临场感和参与度的缺失导致他们注意力

难以集中，并且线上学习过程中更会受到各种周围因素的干扰，使得在线学习变得松散，学习效果及学

习自主性大打折扣[12]。第三，缺乏标准规范的考核体系，学习效果无法互评互鉴。不少学生认为看完教

学内容就算完成学习任务了，教师也很难把握学生的掌握程度，目前线上学习的考试评价多通过 QQ 群

或微信群发送，无法实现考试过程的数字化、智能化、客观化，从而有效地进行考核过程监控与结果评

价[4]。最后，各类线上学习效果无法实现教师评学、学生评教的双向即时闭环反馈管理。 

3. 基于 PDCA 理念的微信教学云平台建设 

PDCA 循环[13]是美国质量管理专家休哈特博士首先提出的，由戴明采纳、宣传，获得普及。它将质

量管理分为 4 个阶段，即计划(Plan)、执行(Do)、检查(Check)、处理(Act)。这与教学过程的教学计划、教

学组织与实施、教学考评以及教学反馈 4 个环节相辅相成。 
微信作为大学生最常使用的新媒体平台，将多媒体的内容和形式融于一身，兼容文字、图片、视频、音

频等多种表现形式，兼顾签到、打卡、考核、互动等多种功能，具有即时、随时、随地、双向、云存储等优

点，可以实现数字化辅助教学，弥补了面授与传统纸质教学资源的不足，并可以通过构建讨论小组进行协助

学习。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14]依托“互联网+”新技术的即时性和便捷性的优势，使用微信推送，微

视频、媒体演示等多种多媒体新方式，在课前引导预习、课后解惑、课程评价反馈等方面获得良好教学效果。 
 

 
Figure 1. Construction of WeChat platform for pediatric surgery undergraduate teaching 
图 1. 小儿外科本科教学微信云平台建设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小儿外科秉持“学生胜任力贯穿本科生培养全过程”的理念，坚持以信息化作为

发展战略，以“新医科”建设发展需求为目标，注重顶层设计，从“修订教学大纲、提升教学能力、丰

富教学资源、改革评价方式、营造教学文化”五大维度，通过建立入科须知、教学资源库、电子化题库、

师生双向评价表等模块，构建了小儿外科本科教学微信云平台(图 1)。其中入科须知包括教学大纲、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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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章制度等内容，让学生明确包括十八项医疗核心制度在内的医疗安全制度，了解每种疾病的重点掌握

知识，以便在后期学习中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教学资源库包括 MOOC、思维导图、课件资料、临床指

南、专家共识等，方便本科生课前预习、课后复习及延伸学习；电子化题库可供教师课后随堂检测、出

科理论考核以及学生平时练习使用，并且可以即时得到反馈，教师可根据学生掌握情况针对性辅导或更

正教学方式；师生双向评价体系可对学生、教师的评价结果即时反馈给教师、学生，从而根据评价结果

改进教学活动或学习方式。并将 PDCA 理念引入本科教学，把每一次教学活动都当作一次 PDCA 循环，

将教学大纲和教学目标细化到每一个知识点(P，计划)，将教学评价指标具化到对应的每一个教学活动，

在每次教学活动(D，执行)结束时均进行双向教学即时形成性评价(C，检查)，借助问卷网系统的云端存

储及数据分析功能将老师及学生的问题与不足及时进行反馈(图 2)，设立新的改进目标(A，处理)，再次

进入 PDCA 循环，使整个教学过程环环相扣、层层循环(图 3)。进而将 PDCA 理念拓展应用于一个疾病、

一个系统，从而有利于整个教学过程的持续改进，提高教学质量。 
 

 
Figure 2. Data analysis function of questionnaire network system and immediate feedback to teachers and students’ perfor-
mance 
图 2. 问卷网系统数据分析功能并对师生表现即时反馈 
 

 
Figure 3.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WeChat teaching platform based on PDCA concept in pediatric surgery undergraduate 
teaching 
图 3. 基于 PDCA 理念的微信教学云平台在小儿外科本科教学中的实施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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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初步成效 

基于 PDCA 理念的微信教学云平台秉持“学生胜任力贯穿本科生培养全过程”的理念，坚持以信息

化作为发展战略，以“新医科”建设发展需求为目标，注重顶层设计，从“修订教学大纲、提升教学能

力、丰富教学资源、改革评价方式、营造教学文化”五大维度对医学本科生培养体系全过程进行的系统

性改革，有助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批判性思维形成、临床思维构建、综合应用能力和促进学生潜

能释放及全面发展。并促进了全体教师参与教学活动的热情，调动了广大教职医务员工对教育质量的关

注。在实施过程中，取得了初步成效。 
一是保证了小儿外科本科生人才培养质量。在 2020 年至 2022 年间毕业的 5 + 3 小儿外科专业毕业考

试通过率、执业医师考试合格率均为 100%，与疫情前线下授课成绩无差别。总体结果显示学生不仅在小

儿外科基础知识和技能方面，而且在临床思维文献阅读、信息处理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等方面显著提高。

毕业生竞争优势显著，小儿外科毕业生或进入省市级医疗卫生机构从事小儿外科工作或进入国内名校继

续深造，人才培养质量赢得社会广泛认可。 
二是转变了教师教学方法，教师教学水平稳步提高。教师教学从传统的教室面授转变为屏幕授课，

教师借助于“互联网+”技术，立足于学生知识获取转化能力、岗位胜任转化能力、致力创新转化能力培

养，逐步适应了线上教学新方式，各教师学生评教平均得分均在 95 分以上。教师获各类教学奖励、教学

改革项目数明显提升。2019 年以来，教师获院校各级教学改革项目 3 项，发表教学论文 4 篇，多人次荣

获“我最喜爱的带教老师”、“校级及院级优秀带教老师”等荣誉称号。 
三是平台建设成效显著，项目获得推广应用。该平台所取得的成果得到医学教育专家的广泛认可，

在做好疫情防控基础上，停课不停学，停课不停教，基于 PDCA 理念的微信教学云平台线上教学模式高

质等效地完成教学任务的经验在兄弟院校进行宣讲推广，得到同行的高度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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