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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基于支架式教学的翻转课堂在《传染病护理学》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择

2018 级护理、助产专业 152 名学生为试验组，采用基于支架式教学的翻转课堂教学；2017 级 182 名学

生为对照组，采用传统讲授法教学。通过对比学生成绩和使用问卷调查评价教学效果。数值型资料

使用 SPSS 18.0 进行卡方检验和 t 检验，文本型资料使用 NVivo 11 进行主题分析。结果　试验组与对

照组学生平时成绩[（83.19±7.96） vs. （79.62±3.14）]、期末成绩[（78.47±6.92） vs. （73.16±8.24）]比

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2018 级学生在线学习参与度高，问卷结果显示学生在整体感知、

课程质量感知、学习价值感知、满意度及开放性问题获得较多认可；在学习者抱怨和忠诚方面得

分偏低。结论　基于支架式教学的翻转课堂在《传染病护理学》教学中具有可行性，能够提高学生的

学习成绩与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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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the scaffolding-based flipped classroom approach in 

the teaching of Infectious Disease Nursing. Methods　We assigned 152 students of nursing and midwifery 

majors of grade 2018 (experimental group) to be taught using the scaffolding-based flipped classroom 

approach and 182 students of grade 2017 (control group) to be taught using the traditional lecture method. 

Teaching effects were evaluated through students' exam performance an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Numerical 

data were analyzed using the χ2 test and t test with the use of SPSS 18.0, and text data were processed using 

NVivo 11 for thematic analysis. Result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interim exam score (83.19±7.96 vs. 79.62±3.14, P<0.001) and final exam score (78.47±

6.92 vs. 73.16±8.24, P<0.001). The students of grade 2018 had a high level of participation in online 

learning. The questionnair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caffolding-based flipped classroom was well recognized 

in terms of students' overall perception, perceived course quality, perceived value of learning, and satisfaction 

and the open-ended question, with low scores for learner complaints and loyalty. Conclusions　 The 

scaffolding-based flipped classroom is feasible in the teaching of Infectious Disease Nursing, which can 

improve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overall compe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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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传染性疾病病谱已发生较大变化，经典传

染病发病率下降，新发传染病间断出现[1]，教材内容

更新落后于疾病谱变化。此外，传统教学以教师课

堂讲授为主，信息单向传递，不能很好发挥学生积

极主动性[2]。翻转课堂是一种课前让学生观看视

频、课件等资料学习知识，课上教师为学生讲解重

难点、师生间交流分享知识的“互联网+教育”教学

模式，能分解知识，内化难度，增加知识内化次数，

促进学习者知识能力获得[3]，但单独应用存在线上

知识点独立、线下教学缺乏整合、学习动机不强、课

堂参与度低等问题[4]。支架式教学是教师基于学生

已有知识水平，利用情境、协作、对话、意义建构等

要素充分发挥学生积极主动性和创新精神，帮助学

生理解新知识、完成知识主动有意义构建的一种教

学方法，包括搭建支架、进入情境、独立探究、协作

学习和效果评价 5 个环节[5]。此教学思想来源于维

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最近发展区是学习者

独立解决问题的实际发展水平与在教师指导下或

与同龄人合作的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教师

基于支架式教学帮助学生跨越最近发展区，向更高

的潜在水平迈进[6]，与翻转课堂教学理念相近且在

方法上有较好的互补性[4]。因此，本研究将支架式

教学的五环节与翻转课堂模式的三阶段融合进行

教学探索。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将遵义医科大学护理学院 2018 级本科 3 个班级

全体学生设为试验组（n=152），2017 级本科 4 个班级

全体学生为对照组（n=182）。试验组男生 13 人，女

生 139 人；护理专业 102 人，助产专业 50 人；对照组

男生 15 人，女生 167 人；护理专业 107 人，助产专业

75 人；两组学生授课教师和使用教材相同，一般资

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2　教学的设计与实施

1.2.1　试验组采用基于支架式教学的翻转课堂教学

教学目标：教师创设与建立通俗易懂的教学概

念框架，即在教学前将复杂的学习任务分解，搭建

适宜的学习支架，为学生的学习、探索活动提供方

向，帮助学生理解知识。以艾滋病章节为例，首先，

教师通过观察、测试、咨询了解学生现阶段传染病

相关知识储备，评估学生现有知识水平。2018 级学

生已完成传染性疾病常见临床表现、护理措施及病

毒性肝炎等章节的学习和测试，有较好的学习基础

和能力。其次，教师根据上述现状制定学生艾滋病

章节高阶知识发展水平。两个水平之间的距离，即

最近发展区的跨越通过支架式教学联合翻转课堂

实现。设计与实施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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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基于支架式教学的翻转课堂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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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教师搭建支架，支持学生主动建构意义

学习，搭建支架是学生学习兴趣的关键。①制作与

拓展工具支架：教师集体备课，根据教学大纲和学

习者现阶段水平确定教学内容，设计和录制教学视

频 2 个，时长 62 min。另根据学生能力培养需求、国

内外新发传染病情况，筛选补充中国大学 MOOC 平

台（AIDS and I——艾滋病和我）、我国艾滋病防治

“四免一关怀”政策、艾滋病治疗进展学习资源。

②提出概念与问题支架：在任务区发布学习目标、

思考问题，如病原学、免疫系统组成等与本章节相

关的基础概念支架及艾滋病流行病学、临床表现、

实验室及其他检查、护理要点等高阶问题支架，引

导学生独立探索学习。③创建互动支架：利用学习

通平台讨论区关注学生学习反馈，及时解答并收集

典型问题。④建立检测支架：建立题库，自学结束

后完成本章节题目测试。⑤融入情感支架：教师团

队围绕学生理想追求、职业精神和生活观念等挖掘

教材中思政元素，培养学生正确的情感、态度和价

值观。支架的制作和选择是灵活的，教师针对教学

内容和学生学情制定和选择适应的支架。

课前：学生独立探索，沿着支架“攀升”，促进主

动探究学习。此过程是从教师主导到学生主体的

渐进过程，教师课前一周发布学习资源，学生在课

前完成教材、视频、课件、补充资源学习和题目测

试。学生首先根据学习目标、概念与问题引导，按

需温习教材、查阅资料、回顾初阶知识；其次对学习

通平台艾滋病章节高阶知识进行系统学习并完成

测试；再次记录和反馈学习过程中的问题。教师则

扮演启发者和引导者的角色，关注学生学习动态，

给予学习引导支持，如学生难以理解与记忆患者复

杂的临床表现，教师提示学生根据人体免疫系统的

免疫防御、免疫监视和免疫自稳三大功能对患者临

床表现进行理解性学习。引导学生进行独立探索，

帮助学生解除困惑，增强学习信心。最后教师收

集、整理、反馈集中的问题，为面授课堂的针对性和

高效性做准备。此阶段培养学生主动探索学习、独

立思考的能力。

课中：师生进入情境，促进学生高阶能力发展。。

课堂是教学目标和内容、课程思政实现的重要场

所。在线下面授课程中，教师基于题目测试、问题

反馈找出学生课前已掌握和未掌握知识之间的差

距，分析制定教学策略，帮助学生攻破薄弱环节，促

进学生知识内化。教师引入思政案例“艾滋病患者

的守护天使”王克荣在工作中的暖心事迹，将学生

引入艾滋病学习情境中，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以及

产生主动的认知意愿。接着教师深入讲解反馈集

中、未能内化吸收的知识点：艾滋病分期及各期临

床表现、诊断依据及治疗要点、针对个案的护理措

施制定，解除学生深层困惑，减少学习挫败感。思

政案例的融入促发了学生对患者的关爱，努力做到

零歧视；讲述感染艾滋病后对个人、家庭及社会的

危害及预防重要性，安全性行为相关知识并倡导学

生洁身自好，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此过程学

生完成知识的整合、迁移与内化，实现对知识的深

度加工，并获得正向的情绪情感体验。

课中：师生协作学习，促进学生课堂参与、交流

讨论。面授课堂理论讲解结束后，师-生、生-生围

绕本章节知识讨论交流，分享个人观点和小结，实

现对知识的意义搭建和减轻学习中的压力和沮丧，

保持学习求知欲。教师则动态根据学生学情逐渐

减少或撤去引导、支持，最后进行总结。学生分享

学习中遇到的困难及有效解决方法，师生讨论了艾

滋病合并机会性感染和（或）肿瘤患者存在的主要

问题及护理人员能做的措施、艾滋病患者常见的心

理问题及调节方法等。这对学生深刻认识疾病有

积极作用，同时也培养了学生沟通表达和协作分享

能力。

课后：效果评价，反思不足，明晰目标，保持学

习动力。教师角度的评价包括学生学习通平台视

频、课件等资源学习情况，面授课堂表现，考试成

绩。学生角度的评价包括课堂满意度、综合能力提

升程度。

1.2.2　对照组采用传统讲授法

教师根据课程教学大纲培养目标，采用集中授

课方式讲解每章节知识点，课后解答学生疑问，学

生按时完成章节任务。

1.3　教学评价

1.3.1　成绩评价标准

2017 级平时成绩由任课教师统计数据：课后作

业（50%）、回答问题（15%）、讨论（15%）、签到得分

（20%）构成；2018 级平时成绩由学习通平台统计数

据：课程音视频（30%）、章节学习次数（20%）、作业

（30%）、讨论（10%）、签到得分（10%）构成。期末成

绩为学期期末笔试成绩。2018 级与 2017 级学生学

习使用试题难易度相当。

1.3.2　教学满意度

引用王零曼[7]编制问卷，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50，信度水平为很可信。内容分为整体印象（平

台操作、知识点处理、资源有用性）；学习者感知质

量（讨论收获、平台便捷性、视频呈现、习题难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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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讲解与小组讨论有效度）；学习者感知价值（对

重难点理解和花费的时间与精力、自制力与自学能

力、沟通能力、学习效率）；学习者满意度（支架形式

和内容、支架给与和撤离、教师思维、讨论、内容安

排、基础知识复现、教学方式）；学习者抱怨（遇难时

放弃观看视频、放弃答题、放弃讨论、质疑教师权

威、留言表示不满）；学习者忠诚度（喜欢、推荐该教

学模式程度）6 维度 34 个条目和 2 道开放题。采用

Likert 5 点式计分法，完全符合记 5 分，符合记 4 分，

一般记 3 分，不符合记 2 分，完全不符合记 1 分，分数

越高说明学习者对基于支架式教学的翻转课堂的

主观感受越积极，满意度越高。

1.4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SPSS 18.0 进行处理，计量资料采用

（均数±标准差）进行描述，进行两独立样本 t 检验，

检验水准 α=0.05。问卷星开放性问题用 NVivo 11 进

行主题分析。

2　结果

2.1　教学支架与学生在线平台学习情况

教学支架建设情况：自制教学视频 29 个，累计

时长 749 min；授课课件 13 个；章节测试 8 个；题库习

题 272 题；思政教学案例 13 个；拓展文献及政策文件

7 篇；网络视频 6 个。

学生在线平台学习情况：试验组全部学生均进

行了《传染病护理学》线上课程学习，平台统计数据

显示：学习页面访问 31 113 次，章节学习 20 144 次，

观看视频 3 978 个，观看总时长 78 633.1 min，完成章

节测验 1 214 次，完成任务 4 172 个，发起话题讨论

123 个。

2.2　两组学生成绩比较

2018 级学生平时成绩（83.19±7.96）、期末成绩

（78.47±6.92）高于 2017 级平时成绩（79.62±3.14）、

期 末 成 绩（73.16±8.24），差 异 具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表 1）。

2.3　2018 级学生满意度问卷调查

修改编制问卷的部分表述符合本研究实际后

发送至 3 个班级群，回收有效问卷 152 份，问卷回收

率为 100%（152/152）。问卷结果显示，学生对基于

支架式教学的翻转课堂在整体印象（4.00±0.76）、学

习 者 感 知 质 量（3.94±0.74）、学 习 者 感 知 价 值

（3.84±0.77）、学习者满意度（3.95±0.76）方面的认

可度高，平均得分趋近 4 分；在学习者抱怨（3.23±

1.15）、学习者忠诚度（3.61±0.93）得分较低。开放

性问题 No.35“最喜欢该教学模式的哪一部分？”学生

反馈主题：视频可反复多次观看，不受时空限制，便

于知识学习与理解；视频、案例等内容丰富，有学习

兴趣；独立学习过程教师及时给予帮助，有学习信

心；讨论拓展了思维，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老

师 讲 解 逻 辑 清 晰 、重 难 点 突 出 。 开 放 性 问 题

No.36“该教学模式存在什么不足？”学生反馈主题：

学习内容、任务过多，增加了学习负担；讨论时有些

同学没有太多参与感。

3　讨论

3.1　基于支架式教学的翻转课堂可提高学生学习

成绩

基于支架式教学的翻转课堂与传统课堂讲授

方法不同，学生是知识建构的主体，教师基于学生

现有知识水平进行支架构建，把复杂的学习任务阶

梯化分解，并与翻转课堂便捷的学习形式和丰富的

学习内容结合，提高在线学习质量[8]。本研究显示

2018 级经过教学后整体学习成绩较 2017 级有所提

升，与宓伟等[9]研究结果相似。这可能与学生在教

师支架的搭建和引导下进行独立探索学习后，教学

重点更为明晰，教师在进入面授课堂中能集中时间

和精力对学生未能内化吸收的知识点进行深入讲

解，学生也能对重难点有更多的关注、思考和提问，

提升了课堂学习效率，使学生跨越最近发展区，促

进高阶能力的获得有关。此外，协作学习、讨论过

程中的观点交流、思维碰撞为学生搭建了综合思维

进阶的“阶梯”，引导学生深入理解知识，使学生对

知识点的认识和记忆更为深刻[10]，也有助于学生知

识的掌握和成绩的提升。

3.2　基于支架式教学的翻转课堂可提高学生兴趣

和综合能力

针对基于支架式教学的翻转课堂教学满意度

调查显示，学习者在整体印象、感知质量、感知价

值、满意度模块获得高认可度。开放性问题学生反

馈视频内容丰富、不受时空限制反复观看，受到众

多学生喜爱，这有利于激发学习兴趣促进主动学习

和知识强化[11]。此外，教师支架的建立和支持、活跃

表1 两组学生成绩比较[（x±s），分]
组别

2018 级（n=150）a

2017 级（n=182）

t 值

P 值

平时成绩

83.19±7.96

79.62±3.14

5.56

<0.001

期末成绩

78.47±6.92

73.16±8.24

6.36

<0.001

注：a，2 人未参加期末考试，未纳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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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讨论、分享交流环节、课程思政案例的融入丰富

了学习过程中的情绪情感体验，也能使学生保持学

习和求知的热情[12]，同时此过程也能锻炼和提高学

生沟通表达、协作分享能力[13]。在备课过程中，教师

紧随传染病病谱变化，自制教学资源和拓展网络资

源及时更新教学内容，有助于培养学生与时俱进的

临床思维。

3.3　基于支架教学的翻转课堂需不断优化

在基于支架式教学的翻转课堂中，学生作为学

习的主体，需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教师学习支

架搭建和引导下根据自身情况进行探究学习，学习

效果与学习动机、自主性息息相关[14]。在本研究中，

学生在教师支架的引导下独立探索学习，改变了被

动接受学习的局面，但学习者感知价值模块“基于

支架式教学的翻转课堂模式让学生自制力、自学能

力提升”只获得 68%[完全符合（32 人）+符合（71 人）]

的学生肯定，这提示该教学在学生自主探究能力提

升方面效果参差不齐。可能与基于支架式教学的

翻转课堂对学生的情感状态、认知水平及行为能力

都有一定的考验[15]，部分学生更习惯和依赖传统教

学，教学设计不够科学，支架搭建不够精准[5]有关。

此外，学习者抱怨、忠诚维度得分偏低，开放性问题

反馈也显示该教学存在不足之处。课程结束后本

教学团队重视反馈意见并进行改进：一是充分考虑

学生现阶段知识水平和学习任务，在学生最近发展

区内设定合理的发展目标，使目标能够有效激发学

习动机触发深入学习[16]，减少学生抱怨，减少该教学

模式在今后应用的阻力；二是教师优化教学支架，

做好引导者、帮助者角色，动态给予学生帮助和支

持、高效利用课堂时间进行新旧知识的衔接整合，

提高学习吸引力，深化学生的认知；三是引导学生

适应信息时代下学习方式的转变，积极借助各类学

习平台主动探究学习、拓宽知识获取途径和拓展学

习内容。

本教学研究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且为非同期对

照试验，两组平时成绩构成存在一定差异，可能对

真实教学效果的判断有一定影响。今后教师还需

深入分析学生水平，建立更适宜的学习支架和设计

更科学的线上线下教学方案和评价标准，使学生保

持学习兴趣和热情，完成知识的主动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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