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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教学中多种方法在传染病学的教学应用效果评价
◎ 刘丽娜 /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江苏  南京  210029

摘要：目的：探讨网络教学中多种方法在传染病学中的教
学应用效果。方法：选取我校 161 中医专业的 67 名学生为观察
组，进行 PBL 教学和翻转课堂教学等多种方式的网络教学；选
取 161 针推专业的 76 名学生为对照组，进行传统教学。对比两
组学生的教学效果、理论知识考核成绩。结果：在教学效果上，
观察组的学生明显较对照组在传染病学学习兴趣、学习主动性、
临床思维能力、分析能力等方面有显著的提升，差异有显著性
（p<0.05）。 结论：在传染病学的教学中应用网络教学的多种
教学方法，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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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学学科中，作为一门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实践性以及
科学性的学科，传染病学在教学具有一定的教学难度，除了本
身的传染性外，季节性和流行性也是其明显的特点 [1]。因此，
本文通过传染病学教学中应用网络教学中多种方法的教学效果，
对比常规的教学方法，为提高传染病学教学质量找出最有效的
教学方法，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南京中医药大学 161 中医专业的 67 名学

生作为观察组，男女比例为 1：5，年龄 19~21 岁。选取 161 针
推专业76名学生为对照组，男女生比例1：4，年龄在19~21岁。
两组学生在年龄、性别等一般数据上无明显差异，p<0.05，可
进行比较。
1.2 方法  两组学生虽然是不同时段的教学（161 中医专业为

2020 年春季疫情期间教学，161针推专业为 2019 年秋季教学），
但学生在进行线上教学后会在开学后进行统一试卷考试，考察
的内容在难度、题型分布以及题型数量上与线下教学并无明显
差异。
对照组学生实施传统的教学方法。即常规的课前预习、课

堂中教学授课，学生听讲，以及在课后完成教师布置的复习任
务和学习问题，主要以教师在课堂上讲解为主。
观察组学生采用多种网络教学方法，PBL 教学：①教师要

提前一周根据所要教学的内容对学生提出 3~5 个具体的问题。
②在课前，学生需要进行分组去完成有关重点难点传染病资料
的搜集，小组成员需要按照具体的问题进行自主学习，在学习
过程中依靠教科书、医学文献的阅读完成内部的交流和讨论。
③在课堂中，学生需要在进行讨论和交流的过程中吸取他人的
优秀之处弥补自身的不足，实现对知识的积累。④在课后，学
生首先需要做出归纳总结，其次教师再进行补充，面对共性的
疑难问题教师进行详细的讲解和答疑，补充学生遗漏的知识要
点和问题，详细分析学生在讨论中出现的不足之处。
翻转课堂教学：①案例的编写：在传染病学教材中主要集

中在对新发传染病中，例如流感、传染性非典等疾病选择上。
②课件的编写：在课前，还需要为学生准备课前预习的课件，
在教学大纲的基础上，根据教学目标、重点内容、关键问题三
个方面进行编写。课件可以制作成微课形式，结合文字、图片、
动画等多种形式制作成控制在 10~15 分钟之间的微课课件。③
课堂教学：课堂中学生以分组形式对课前预习的内容进行问题
总结，讨论相关问题的具体案例、资料讲解等，讨论完进行问
题的解答和归纳总结。④课后考核：教师对学生的问题进行解
答并布置课堂目标或者内容，同时在教学结束后对本节课的内
容进行一次考核，目的是为了巩固学生的记忆。
1.3 观察指标  对两组学生的教学效果、理论知识考核成绩

进行比较。

1.4  统计学方法  组间计量资料采用（ X ±s）表示，采用
t 检验进行比较，组间计数资料采用“%”表示，采用χ2检验
进行构成比分析，所有数据经 SPSS19.0/20.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
学处理，P＜ 0.05 视作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学生的教学效果  在教学效果上，观察组的学

生明显较对照组在传染病学学习兴趣、学习主动性、临床思维
能力、分析能力等方面有显著的提升，同时在教学的课堂氛围
以及师生的互动上也有显著的效果，差异明显（p<0.05），见表1。

表 1  两组学生教学效果比较 [n（%）]

组别
（人数）

学习兴趣（%） 学习主动
性（%）

临床思维
能力（%）

分析问题能力
（%）

课堂气氛
活跃（%） 师生互动良好（%）

观察组（67） 59（88.0） 52（77.6） 51（76.1） 57（85.1） 62（93.0） 63（94.0）
对照组（76） 44（57.9） 45（59.2） 46（60.5） 54（71,1） 58（76.3） 59（77.6）
P 0.000 0.018 0.0464 0.0447 0.008 0.006
2.2 对比两组学生的理论知识成绩
将两组的理论知识成绩进行 t 检验，（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学生的理论知识考核成绩 t 检验 X ±s

组别 例数 理论知识总成绩

观察组 67 89.70±5.57

对照组 76 80.55±6.60

P 0.000

3  讨论
传统的教学方式注重教师的主导作用，对学生主体的忽略

就很难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医学生对所学的专业学科没有较
强的求知欲，就没有一定的教学效果 [2-3]。PBL 教学模式是指
将学生作为中心，在教学中以学生的需求为主，做到对学生的
充分尊重和信任，进而实现学生对新知识、新经验在扩充的基
础上也能联合课内外的的经验进行问题的直接解决。翻转课堂
教学模式是指学生可以在家进行学习，课堂不再是唯一的知识
学习场所，转变成了老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
场所，在翻转课堂上可以进行答疑解惑、运用知识等，实现一
个较好的教育效果。
通过本研究中的调查数据也能明显的看出，(下转第 18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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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英语有效词汇教学的策略
◎ 徐  峰 / 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第二中学  江苏 常州  213299

1  当前词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1  孤立地死记硬背词义与拼写  教师在阅读前向学生呈现

所有生词，力争让学生掌握单词的音、形、义等。这样的机械记忆，

无疑脱离了词汇的使用语境，脱离了生活实际，违背了语言学

习的规律，而且这样的单词记忆只有短期效应，容易出现“记

得快忘得快”、“记了就忘”的现象。在造句中，曾有人写出“Open 

the TV set.” “Beside is my house.”等错句。这种不考虑上下文、

不考虑中西文化差异，出现词语堆砌的 Chinglish 现象，常会闹

出许多笑话。

1.2  在阅读中讲解生词，面面俱到，主次不分，遇一个讲一

个  这种脱离课文过多地扩展词汇，对生词的词义和用法讲得过

多、过细、过全的做法，忽视了语篇层次上的整体教学，使整

篇课文支离破碎，顾此失彼。这样也不利于培养学生的阅读理

解能力，违背了词汇教学服务于文字材料的理解的规律。

1.3  忽视对新词的复现  单词学习最大的敌人就是遗忘。在

对待新词时，不依据记忆与遗忘规律，不注意张思中先生提出

的“反复循环”的原则，导致学生学的多，掌握的少。

可见，学生的用词错误，单词记不牢等现象与我们的词汇

教学关系密切，词汇教学方法亟待改进。

2  提高阅读中词汇教学的对策

2.1. 在阅读语境中呈现和教授词汇  在阅读过程中，学生常

会遇到生词。对于这些生词，教师不应直截了当地告诉学生其

汉语释义，而应该指导学生利用上下文语境去猜测生词词义。

因为一个词的真正含义往往要通过具体的语境表达出来。正如

语言学家吕叔湘所说，“词语要嵌在上下文里头才有生命，从

容易记住，才知道用法。”因而，词汇教学应结合语境，不仅

仅是阅读文本中已有的语境，教师还应结合阅读文本的话题创

设新的、有趣的语境，在语境中呈现和教授词汇，从而有效落

实词汇。

2.2  词汇教学应进行分层有所侧重  初中英语课文不仅长，

而且生词多。如果教师把这些生词在课堂上都进行一一处理，

面面俱到，不仅耗时多，而且容易使学生对过多的词汇用法无

从下手。所以，在阅读课中，教师要合理把握词汇教学的度，

体现其层次性，有意识、有选择地把词汇加以区分，区别重点

词汇与非重点词汇。重点词汇，重点处理，如高频词和易错词，

要使学生准备理解其意义和用法；而非重点词汇则只要学生知

道其意思即可。

2.3  以各种形式提高词汇的复现率  王初明指出，“增加特

定语境下词汇的重复率非常必要，因为重复率和接触量对学好

一门语言至关重要。”在词汇教学中，教师可以以替换、填空、

改写、造句、翻译、选词创境等多种形式的练习不断复现词汇，

操练词汇，从而把词汇知识转化为实际应用能力。另外，大量

的阅读是接触、学习和复现词汇的最好途径。

总之，在初中英语阅读课中，教师应立足教材文本内容，

在阅读语境中呈现和教授词汇，突出重点，分层落实，多样复

现，从而提高词汇教学的有效性，不仅从“量”上而且从“质”

上扩充学生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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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86 页）多种教学模式的应用不仅能使学生将课内外

知识融会贯通，还能促进学生在独立解决实际问题和创造性思

维的开发上进行有效的培养。但在 PBL 教学模式与翻转课堂的

应用中，对于教师的要求却是很高的，尤其是在教师的知识结

构掌握、工作态度、教学时间和内容等的掌握中。另一方面，

网络多种教学方式在学生授课的监督和约束中没有体现出较好

的效果，所以，在实施网络教学时，需要教师也要考虑到传统

教学的组织监督和约束作用，将二者结合才能最大程度的提高

教学效率。

综上所述，在传染病学的教学应用中，网络教学中的多种

教学方式，能有效帮助医学生提高学习兴趣，开发学生的创造

性思维能力，改善教学效果，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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