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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医学生线上学习接受度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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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暴发,使线上教学成为迫切又必需的教学方式,调查后疫情时代医学生线上学习的现

状与需求,可为今后医学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提供现实依据和改进策略。针对某医科大学在校生的问卷

调查显示:后疫情时代医学生对线上学习的态度存在群体差异,高年级、非临床学科医学生更接受线上学

习(P<0.05)。后疫情时代的特殊背景下,可以对不同年级及不同专业采取不同的教学模式,提高医学生

对线上教学的接受程度,逐渐转变为符合医学教育特点的“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模式,以提升医学生学

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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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以来,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在疫情防控

的背景下,教育部发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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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停课不停学”[1]。后疫情时代对高等教育

培养模式进行改革,利用此时期的教育契机来培养及

塑造更优秀的医学人才,是现今时代需要重视并探索

的重要问题[2]。
2018年教育部首次提出了“教育信息化2.0行

动计划”,希望积极推动“互联网+教育”发展,加快教

育现代化和教育强国[3]。目前已初步构建了一体化

的“互联网+教育”大平台,并引入了“平台+教育”服
务模式。线上教学已成为一种引领教育的新手段。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和大流行对线上教育起到了极

大的推动作用。在疫情期间更是成为全国各地学校

的一种主要教学形式[4]。
医学教育不同于其他专业教育,既往以“线下教

学+临床学习”为主,但随着“互联网+教育”的发展

和疫情防控的常态化,线上教育亦成为后疫情时代医

学教育的主要手段之一。医学生的线上学习情况如

何,是广大医学教育工作者共同关心的问题。为了解

医学生线上教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本文对某医科大

学学生的线上教学现状开展调查研究,以了解线上教

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为今后开展线上教学或线上线

下混合教学提供参考。
一、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法,以某医科大学学生为研究对

象,研究对象主要为在校学生或者在医院实习的一年

级至四年级学生,其专业主要为临床医学、护理、药
学、检验和影像等。

(二)研究方法

在确定研究目的、开展文献研究和进行专家咨询

的基础上,自行设计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包括三部

分:(1)人口学信息,包括性别、专业、年级等;(2)线上

学习状况调查,包括线上学习经历、线上学习工具运

用与平台选择、线上学习方式接受情况、线上教学存

在的问题及相关建议等;(3)对优化疫情防控期间线

上学习方式的建议。
(三)研究过程

1.问卷发放与回收

发放问卷400份,收回问卷387份,其中有效问

卷372份,有效率9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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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统计工具与方法

使用SPSS25.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数

采用频数和构成比表示。两组间比较使用 Mann-
WhitneyU检验,同时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方

法进一步统计分析。
二、结果

(一)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372名医学生中,男性170人、女性202人;临床

医学专业98人、护理专业77人、药学64人、医学影

像学73人、医学检验60人;一年级至四年级人数分

别为122、72、110和68(见表1)。
表1 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特征

频数(人) 比例(%)

性别
男 170 45.70

女 202 54.30

学科

临床医学 98 26.34

护理 77 20.70

药学 64 17.20

医学影像 73 19.62

医学检验 60 16.13

年级

一年级 122 32.80

二年级 72 19.35

三年级 110 29.57

四年级 68 18.28

  (二)线上学习现状

1.线上学习方式熟悉情况

疫情发生前接触过线上教学的有150人(40.32%),
未接触过线上教学的有222人(59.68%)。

2.对线上教学平台的态度

学生线上学习主要通过手机、iPad和电脑等工

具,利用微信、超星平台、腾讯会议、钉钉、QQ等网络

平台 进 行。学 生 最 喜 欢 利 用 腾 讯 会 议 (128 人,

34.41%)和钉钉(99人,26.61%)线上学习。

3.线上—线下教学形式倾向

认为线上教学效果好的有101人,占调查样本的

27.15%;但认为线下教学效果优于线上教学的学生

占大多数(72.85%),共有271人 。调查结果表明,
虽然疫情期间医学生总体接受了线上教学的方式,但
如果可以自由选择,后疫情时代医学生更倾向线下教

学方式。

4.线上学习方式接受度

统计结果显示,有40.86%的医学生喜欢线上学

习,27.69%的医学生喜欢程度一般;有45.43%的医

学生接受线上学习,但有36.29%的医学生持否定态

度,另外18.28%的医学生持中立态度。不接受线上

学习的最主要原因是缺少师生互动(51.11%),其次

是缺少学习氛围(23.70%),认为线上学习达不到理

想效果的人数则占18.52%,详见表2。与临床学科

相比,非 临 床 学 科 学 习 者 更 接 受 线 上 学 习(P<
0.05);与低年级组(一、二年级)相比,高年级组(三、
四年级)更接受线上学习(P<0.05)。进一步采用有

序Logistic回归分析提示与临床学科、低年级相比,
非临床学科[P<0.05,OR=2.75(1.66-4.55)]、高
年级[P<0.05,OR=8.62(5.35-13.90)]医学生

更接受线上学习。

5.线上教学存在的问题

根据反馈,线上学习存在的问题当中,以师生互

动不足(36.02%)、注意力难以集中(30.11%)、学习

氛围不足(26.61%)、实验课与临床见习等无法进行

(23.39%)占比最多,见表5。
表2 不接受线上学习方式的原因统计

原因 频数(人) 比例(%)

缺少师生互动 69 51.11

缺少学习氛围 32 23.70

效果不理想 25 18.52

想念朋友 2 1.48

耗费手机流量 2 1.48

其他(无法上实验课,临床见习

无法进行,网络卡顿影响心情等)
5 3.70

总计 135 100.00

表3 临床专业与非临床专业线上学习态度统计

不接受 中立 接受 总计

临床专业
61

(62.24%)
19

(19.39%)
18

(18.37%)
98

非临床专业
74

(27.01%)
49

(17.88%)
151

(55.11%)
274

总计 135 68 169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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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低年级组与高年级组线上学习态度比较

不接受 中立 接受 总计

低年级组
115

(59.28%)
37

(19.07%)
42

(21.65%)
194

高年级组
20

(11.24%)
31

(17.42%)
127

(71.35%)
178

总计 135 68 169 372

表5 线上教学存在的问题

存在问题 频数
应答次数

百分比

应答人数

百分比

师生互动不足 134 25.57 36.02

注意力难以集中 112 21.37 30.11

实验课、临床见习

等无法进行
87 16.60 23.39

网络卡顿 51 9.73 13.71

学习氛围不足 99 18.89 26.61

直播平台不统一 41 7.82 11.02

总计 524 100.00

  6.对线上教学的建议

医学生对线上教学的建议,包括提高师生交流互

动(39.52%)、开展实验课、临床见习视频直播仿真教

学(35.48%)、优化校园网络(34.68%)、提高线上学

习氛围(23.66%)、规范统一直播平台(32.26%)及其

他(18.55%),见表6。
表6 医学生对线上教学的建议统计

建议 频数
应答次数

百分比

应答人数

百分比

提高师生交流互动 147 21.46 39.52

物诊、实验课、临床见习

视频直播仿真教学
132 19.27 35.48

优化校园网络 129 18.83 34.68

提高线上学习氛围 88 12.85 23.66

规范统一直播平台 120 17.52 32.26

其他 69 10.07 18.55

总计 685 100.00

  (三)对疫情防控期间学习方式的建议

医学 生 对 疫 情 防 控 期 间 学 习 方 式 的 建 议,

51.08%的医学生认为应将线上教学常态化,35.22%
的学生则认为应该采取以教师答疑为主、课堂教学为

辅的学习方式。53.49%的医学生认为在后疫情时代

仍应该采取线上学习为主、线下学习为辅的学习方

式,但22.58%的学生表示应该以线下学习为主、辅
以线上学习。见表7。

表7 医学生对疫情防控期间学习方式的建议

建议 频数
应答次数

百分比

应答人数

百分比

线上教学常态化 190 31.46 51.08

教师答疑为主、

课堂教学为辅
131 21.69 35.22

线上学习为主、

辅以线下学习
199 32.95 53.49

线下学习为主、

辅以线上学习
84 13.91 22.58

总计 604 100.00

  三、讨论

(一)医学生线上学习的现状

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教学手段面临着快速革

新,新冠疫情更是推进线上线下教学在高等学校教育

中的应用[5]。本研究以医学生教育为对象展开调查,
疫情发生前接触过线上教学的学生占40.32%,未接

触过的占59.68%,提示线上教学的应用仍待进一步

推广。而从传统线下教学模式极速转向“线下+线

上”教学模式,导致学生对该教学模式的陌生感和抗

拒心理,对教学的顺利开展造成一定的影响。线上教

学在医学教学中的应用并不是从疫情防控期间才开

始的,人民卫生出版社于2014年牵头承建上线“中国

医学教育慕课平台”,其为全国范围内的优质医学教

育资源的共建共享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推动了医学教

育及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创新,助推了国内医学教育

公平的进程[6]。本研究调查显示,随着移动通信技术

的发展,目前学生主要通过手机和电脑等工具开展线

上学习,而其中,最受欢迎的平台为腾讯会议及钉钉。
线上学习的开展条件无限制,移动设备为线上学习提

供了简单便捷的条件。目前的通信技术已很好地保

障了医学生的移动学习环境,且绝大部分学生拥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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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移动学习的设备,即线上教学的技术条件和物质

条件已初步具备[7]。
医学作为实践性很强的科学,要培养专业的临床

医疗能力,除了线上的理论知识传授之外,线下的面

授学习及实践锻炼是十分重要的。本研究收集了医

学生对疫情期间学习方式的建议,调查结果显示将线

上教学常态化以及以线上学习为主、线下学习为辅占

多数,结果提示线上教学作为疫情期间的主流教学模

式已逐渐获得医学生的认可。因此,医学人才培养必

须通过“线上+线下”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从而使得医

学教育质量得到保证。
(二)医学生线上学习中的问题及其影响因素

线上与线下教学形式的倾向性调查结果显示,倾
向线下学习的学生高达72.85%,说明在后疫情时代

医学生对于线上教学形式的学习仍存在一定的疑虑,
接纳程度仍不理想,更加倾向于接受传统的线下教

学。尽管线上学习这一教学模式早有提出,但其在高

等院校教育教学中的广泛应用,是在疫情防控的大背

景中完成的,在疫情的倒逼之下,纯线上教学活动得

以广泛开展,开展时间较短,因而学生的接受程度有

限[8]。疫情期间有关线上学习的喜爱度结果显示,仅
有不达半数(40.86%)的医学生对线上学习是很喜欢

的,同时有27.69%的医学生对线上教学接受程度一

般,而疫情结束后,仍有36.29%的学习者对线上学

习表现出不接受的态度,对相关情况展开分析发现,
学习者抵触线上教学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无法进行当

面的沟通交流,学习氛围不好及学习效果差也占据不

低的比例。国内线上教学活动开展得较迟,教育机

构、教师以及学生在如何开展线上教学活动方面的经

验十分缺乏,同时还存在多种问题,包括网络不佳、线
上平台不流畅、线上教材不标准、教师准备不充分、教
师线上教学及管理等方面的经验不足、教师与学生无

法很好地进行线上交流、学生参与线上教学的积极性

不高等问题[9]。而医学作为实践性强的学科,预备医

务人员需要足够的实践经验来支撑临床工作的准确

性,线上学习缺乏实践真实感,医学生无法与教师进

行当面的沟通,以及面临着网络环境、教师资质等问

题,未能具有良好的学习氛围,因而学习效果较差。
另外,医学生反馈线上教学存在的问题与以往报道一

致[10],其中,师生互动不好及自己自控力较差无法全

神贯注等问题占比最多,进一步说明医学生不接受线

上学习的原因与其实践性差、体验性差有关。对不同

专业 和 不 同 年 级 的 医 学 生 进 行 单 因 素 和 有 序

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与临床学科和低年级组相

比,非临床学科和高年级组医学生更接受线上学习。
考虑其原因可能为高年级学生医学基础扎实,对医学

内容的学习及流程更加熟悉。同时相比临床学科,非
临床学科对临床实践的需求相对较少,因此出现上述

差异。这提示在后疫情时代的特殊背景下,可以对不

同年级及不同专业采取不同的教学模式,以达到更好

的学习效果。
(三)优化医学生线上学习体验的建议

有研究显示,先进的互联网技术的线上教学优

势,能够促进医学教学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学生弹性学

习[11]。因此通过提高医学生对线上教学的接受程

度,可能带来更好的学习效果。医学生提出的有关线

上教学的建议,反映了其教学优化的诉求,主要为实

践课程实施虚拟仿真教学、增加师生互动、优化校园

网络、规范统一直播平台、提高线上学习氛围、优化课

程安排、放缓授课节奏、多结合护考题目、直播时间不

宜过长等。这些建议可以为优化医学生线上教学提

供策略参考。(1)进一步丰富网络课程教学内容,保
障线上教学的质量。要求高校教育师资优良,与时俱

进,及时更新教学理念,跟上教学信息化的时代潮流,
开拓多种教学模式;另外,加强高校之间的合作,使得

教育内容实现搭建、融合;再通过现代网络化的数据

支持,充分利用平台功能来检验学生的知识水平和学

习能力,从而制定针对性的学习计划,进而改善线上

教学质量。(2)加强在线教学平台建设,及时解决卡

顿、资源无法下载或记录功能不完善、直播平台不统

一等基础问题。增加弹幕互动、添加字幕、分屏笔记、
学习打卡等功能均可辅助医学生更好地进行线上教

学活动,提高线上学习氛围[12]。(3)培养医学生的线

上学习能力,调动医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建议医学生

科学安排自己的学习节奏,树立正确的线上学习的理

念及态度。制订具体科学的学习规划,按时作息、规
律生活,做到上课时认真听讲,积极主动地与教师沟

通反馈,做好对课程的复习及复盘等。另外,教师做

好因材施教,针对学习较为积极的学生,提供课外学

习链接或资料作为补充学习的需求;而针对学习主动

性较低的学生,可在线上课堂多对其给予鼓励,通过

多表扬主动学习的学生来激励其他学生积极参与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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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堂,从而提高其学习的主动性[13]。
综上所述,医学教育的宗旨是培养优秀的医疗创

新人才。在后疫情时代的特殊背景下,作为医学教育

工作者可以对不同年级及不同专业采取不同的教学

模式;部分医学生对线上教学的接受程度仍需提高,
应摆正其对待线上学习的态度,建设理想的线上学习

模式,帮助学生摆脱传统的学习模式,逐渐转变为“线
上+线下”的混合式学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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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onMedicalStudents’AcceptabilityofOnlineLearninginPost-epidemicEra
LIUXiaochang,MEIQiao

(AnhuiMedicalUniversity,Hefei230022,China)
Abstract:WiththesuddenoutbreakofCOVID-19,onlineteachinghasbecomeanurgentandnecessary

teachingmethod.Investigatingthecurrentsituationandneedsofmedicalstudents’onlineteachinginthe
post-epidemiceracanprovidetherealisticbasisandimprovementstrategiesforthereform ofmedical
teachingmethodsinthefuture.Thequestionnairesurveyofstudentsinamedicaluniversityshowsthatthere
aregroupdifferencesintheattitudeofmedicalstudentstoonlinelearninginthepost-epidemicera,senior
andnon-clinicalmedicalstudentsaremorelikelytoacceptonlinelearning(P<0.05).Underthespecial
backgroundofthepost-epidemicera,differentteachingmodescanbeadoptedfordifferentgradesand
differentmajorssoastoimprovemedicalstudents’acceptabilityofonlineteaching;combinedwiththe
characteristicsofmedicaleducation,itisgraduallytransformedintoan“online+offline”blendedlearning
modetoimprovethelearningeffectofmedical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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