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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评价任务驱动教学结合形成性评价在《护理研究》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以2016级56名护理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将任务驱动教学法与形成性评价在《护理研究》课程

教学中结合应用，引导学生参与并完成整个护理研究过程。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了解学生在课程前

后自主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学习行为的变化，以此评价教学效果。采用SPSS 24.0进行 t检验和卡方

检验。结果 课程前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得分（90.43±9.45）与课程后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得分

（94.73±9.64）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1.87，P<0.05），突出表现为信息能力和学习合作能力的变化

有统计学意义（P<0.05）。课程前学生的创新能力得分（73.64±10.12）与课程后学生的创新能力得分

（77.34±12.31）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05，P<0.05），其中创新思维能力和创新实践能力的变化有

统计学意义（P<0.05）。此外，学生的学习行为也有显著改变，表现为预习、复习以及提问行为的增

多。结论 任务驱动教学法结合形成性评价能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学习行为和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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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task- based teaching combined with

formative evaluation in the teaching of Nursing Research. Methods A total of 56 nursing students from

Batch 2016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 task-based teaching method and formative evaluation

were applied in the teaching of Nursing Research to guide th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and complete the

whole nursing research process. The changes of students'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learning behavior and

innovation ability before and after the course were investigated by questionnaires, so as to evaluate the

teaching effect. SPSS 24.0 was used for t test and chi- square test. Resul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cores of students' independent learning ability before the course (90.43±9.45) and that

after the course (94.73±9.64) (t=-11.87, P<0.05), especially in the aspects of information ability, learning

and cooperation ability (P<0.05).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core of students' innovation ability

before the course (73.64±10.12) and that after the course (77.34±12.31) (t=-3.05, P<0.05), especially in

the aspects of innovative thinking ability and innovative practice ability (P<0.05). In addition, the students'

learning behavior also changed significantly, which was manifested in the increased action of preview, review

and questioning. Conclusion Task-based teaching method combined with formative evaluation can improve

students'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learning behavior and innovat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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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已成为护理人

才培养的基本要求，并已纳入 2018年出台的《护理

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中。《护理研究》课程主要介

绍护理研究的基本过程和方法，其教学目标是培养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提升发现问题、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任务驱动教学是建立在

建构主义理论基础上的一种教学方法，是指在教学

过程中，教师把知识转化为具体学习任务，学生通过

完成任务来掌握知识和技能，发展能力并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 [1-3]。本研究在《护理研究》课程中将任务驱动教

学法与形成性评价相结合开展教学，取得了较好的

教学效果。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 2016级护理专业一个教学班 56名学生作

为研究对象。《护理研究》于第6学期开课，此前学生

已经完成了护理统计学、护理学专业基础课和部分

专业课的学习，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

1.2 研究方法

采用自身前后对照设计，选择2018至2019学年

第二学期开设的《护理研究》课程作为试点课程。教

材选择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护理研究》（第五

版）。本课程共18个学时，其中理论课9学时，实验

课9学时。课程在理论授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任务

驱动教学法，即在讲授完一个研究步骤后，立即发布

任务。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完成任务，并在实验课上

展示任务成果，教师组织学生讨论并反馈意见。

1.2.1 任务驱动教学法的实施过程

1.2.1.1 任务前

学习任务设计。课程总体任务是要求学生以小

组方式完成一项完整的护理研究项目。根据授课内

容和进度将总任务分解为 6个子任务，具体包括研

究问题的确定与陈述、对研究问题进行文献综述、制

定研究方案、资料收集、资料的整理与分析、项目总

结。根据章节内容，要求学生以不同的方式完成。

例如，在选题环节，要求学生以小组方式在“老年护

理、儿童护理、社区护理、慢病管理”4个研究方向选

择某一具体的护理研究问题，并在实验课上汇报该

问题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研究目标以及研究假

设。在文献检索环节，要求每个学生根据前面的研

究问题进行文献检索，并提交文献检索结果，内容包

括检索题目、检索词、数据库名称、检索策略以及检

索到的主要相关文献（中英文至少 5条题录及其摘

要）。在研究方案制定环节，要求学生以小组方式制

定方案并在实验课上汇报，方案的内容包括研究设

计类型、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工具、研究步骤、

质量控制、统计学方法等。在资料收集环节，要求学

生到研究现场采集数据，每名学生至少收集10份数

据。在资料的整理与分析环节，要求各组汇总、分析

本组数据，以小组方式提交数据分析报告并进行汇

报。在项目总结环节，要求各组对整个研究进行总

结，以小组方式提交研究报告。

学习任务主要以小组为单位完成。课程开始

前，先将学生分成 4个大组、8个小组，每个小组 7
人，各小组自行推荐组长1名。

1.2.1.2 任务中

学生在接受每个环节任务后，小组成员内部进

行分工，通过学习教材、查阅资料、讨论，按照任务要

求完成书面作业、制作PPT，并进行课堂汇报。汇报

人由教师在小组中随机抽取。汇报完，组织学生提

问、讨论和总结评价。

教师在学生准备任务过程中，通过微信、QQ、超
星学习通对学生进行启发和引导，答疑解惑。在汇

报环节，教师起组织协调作用，并对学习任务的完成

情况进行总结评价。例如，教师在介绍完选题的来

源、基本原则、题目的陈述及评价标准后，学生课后

通过学习讨论形成一个研究问题，在下次的实践课

上按照事先的要求进行汇报，并从题目的创新性、科

学性、可行性和实用性方面进行自评。每个小组汇报

完，教师组织学生就该小组的研究问题展开讨论，如

研究题目的要素（研究对象、观察变量、研究方法）是

否完整、题目是否太过宽泛、可行性问题等。小组成

员将讨论的结果进行汇总以备进一步完善。所有小

组汇报完，教师再进行总结，就一些共性的问题进行

集中点评，如研究目的和目标的混淆，研究背景阐述

不够清楚、创新性和可行性论证不充分等。

1.2.1.3 任务后

学生根据课堂汇报中发现的问题及讨论结果对

学习任务进一步完善，再提交给教师进行评阅。教

师评阅后给出成绩及具体意见，对于学生仍旧存在

的问题，在后面的课程中再给予强调。

1.2.2 形成性评价的实施

形成性评价表现为在任务驱动教学法的各个环

节及时反馈信息给教师和学生，以便及时调整教与

学（图1）。通过学生自评、学生互评和教师自评3种
方式来实现。学生自评是小组成员对本组任务完成

情况进行评价。在每个任务完成后，各小组成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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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任务的完成情况、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完善
任务成果。学生互评是其他组别学生对该组任务
完成情况进行评价，指出优点、不足，或是提出改进
的措施等。教师自评是教师根据任务完成的情况
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
时调整授课内容和进度。

1.3 教学效果评价
1.3.1 《护理专业学生自主学习能力问卷》

该问卷由林毅[4]开发，由28个条目构成，包括自
我管理能力、信息能力和学习合作能力 3个维度。
采用 Likert 5级评分法，“完全不符合”=1分，“比较
不符合”=2分，“一般”=3分，“比较符合”=4分，“完
全符合”=5分，总分范围：28~140分，分数越高，表明
自主学习能力越强。该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
度，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37。
1.3.2 《大学生创新能力问卷》

该问卷由王琪琪[5]开发，由21个条目构成，包括
创新思维能力、创新学习能力和创新实践能力 3个
方面。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非常不符合”=1分，

“比较不符合”=2分，“不确定”=3分，“比较符合”=4
分，“非常符合”=5分，总分范围：29~145分，分数越
高，说明创新能力越高。该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和
效度，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61。
1.3.3 《学习状况调查表》

该调查表是研究者参考文献自行设计，在课程
中期和课程结束时进行。调查内容包括在不同时
期学生的上课投入度、预习情况、复习情况、提问情
况。本研究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61。
1.4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采用 SPSS 24.0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
定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来描述，定量资料的
比较用配对 t检验，等级资料和计数资料采用频数
和百分数来描述，等级资料的比较用配对设计的秩
和检验，计数资料的比较用配对卡方检验。检验水

准α=0.05。
2 结果

2.1 课程前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比较
除自我管理维度外，课程前后学生自主学习能

力总分、信息能力得分、学习合作能力得分的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表1）。课程结束后学
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总分、信息能力得分和学习合作
能力得分均高于课程前。

2.2 课程前后学生创新能力的比较
除创新学习能力外，课程前后学生创新思维能

力得分、创新实践能力得分、创新能力总得分的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表2）。课程后学生
的创新能力高于课程前的创新能力。

2.3 课程不同阶段学生学习行为的比较
期中和期末学生的上课投入度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157）；而期中和期末学生的预习情况和
复习情况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期末
学生预习和复习程度均高于期中（表3）。期中和期
末学生的提问情况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课程后期学生的提问情况多于课程前期（表3）。

表1 课程前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比较[n=56，（x±s），分]

项目

自我管理能力

信息能力

学习合作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总分

课程前测

33.65±3.77

34.08±4.55

22.70±3.46

90.43±9.45

课程后测

34.18±3.39

36.67±5.05

23.88±3.22

94.73±9.64

t值

-1.96

-10.44

-7.82

-11.87

P值

0.055

<0.001

<0.001

<0.001

图1 任务驱动教学法与形成性评价模式

表2 课程前后学生创新能力的比较[n=56，（x±s），分]

项目

创新思维能力

创新学习能力

创新实践能力

创新能力总分

课程前测

31.86±4.72

20.88±3.24

20.91±3.43

73.64±10.12

课程后测

33.84±5.80

21.38±3.81

22.13±3.77

77.34±12.31

t值

-3.00

-1.13

-3.42

-3.05

P值

0.004

0.265

0.001

0.004

表3 课程不同阶段学生学习行为的比较[n=56，n（%）]

项目

上课投入度

预习情况

复习情况

提问情况

完全投入

部分投入

从不预习

偶尔预习

经常预习

从不复习

偶尔复习

经常复习

否

是

期中

9（16.1）

47（83.9）

17（30.4）

39（69.6）

0（0.0）

10（17.9）

46（82.1）

0（0.0）

28（50.0）

28（50.0）

期末

11（19.6）

45（80.4）

14（25.0）

41（73.2）

2（1.8）

10（17.9）

40（71.4）

6（10.7）

20（35.7）

36（64.3）

Z值

-1.41

-2.00

-2.45

-

P值

0.157

0.046

0.014

0.008

发布任务

展示任务成果

评价任务成果

完善任务成果

反馈 课下准备
学生

教师

反馈

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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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任务驱动教学能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学习
行为和创新能力的提升

《护理研究》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学生能掌握护
理研究的过程及方法，具有一定的科研意识、创新
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本课程只有18个学时，要
实现在较少的课时下达成课程目标，需要充分发挥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调动学生自主学习行为。学生
学习行为的根本动力是学习需求。Anderson等[6]在
《学习、教学和评估的分类学——布卢姆教育目标
分类学修订版》一书中将教育认知目标分为记忆、
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和创造6个层次，其中对知识
的记忆、理解和应用的学习属于低阶学习，而利用
已有的知识进行分析、评价和创造则属于高阶学
习。高阶学习能提高学生的高阶思维、团队协作、
自我管理、可持续发展等能力。研究结果显示，在
任务驱动教学法实施前后，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
创新能力均有提高，尤其是在信息能力、学习合作
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创新实践能力方面。本研究
鼓励学生以学习小组的方式完成相应的学习任务。
小组成员需要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提出新的问题，
通过分析、搜集各种资料完成研究设计并实施，创
造出研究成果，并对研究成果进行展示和评价。在
此过程中，学生不仅对研究过程和研究方法有了更
深入的认识，而且其分析、评价和创造能力得到有
效提高。因此，任务驱动教学法能有效地提升教学
效果[7]，有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相互协作、分析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2 形成性评价是任务驱动教学实施效果的重要
保障

任务驱动教学法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学生能
力不足、学习动力不足、应付学习任务等情况。Cowie
和Bell提出形成性评价通过设计任务来收集学习者
的学习证据，并据此判断学习者的学习水平与教学
目标之间的差距，并做出反馈以促进学习者的学
习[8]。学习动机是学习活动的动力[9]，激发学生的学
习动机是维持学习活动的重要手段。形成性评价
通过即时反馈能够让学生了解自身存在的不足，不
断产生新的学习需求和学习动机，从而保证任务教
学过程的持续性和完整性。本研究中，形成性评价

贯穿于整个任务驱动教学过程中，形成一个动态
的、连续的、循环的评价模式。学生接受、完成特定
的学习任务并进行展示，让教师及时了解学生的学
习效果，发现教学中存在的不足。另外，学生在完
成任务及成果展示中，通过教师的评价及学生间的
讨论，明确自身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完
善学习任务成果，并反馈给教师。整个过程，教师
和学生均可不断获取反馈信息，提升教学效果。本
研究结果显示,学生的学习状况在学习过程中有一
定改变，表现为预习、复习以及提问行为的增多。
这进一步证实了形成性评价通过各种反馈能强化
学生的学习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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