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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批准号：高等职业教育/一般项目 JGXM-201908

“基于OBE理念的《传染病护理》在线开放课程应用与研究”

研究报告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护理系

赵霞;吕云玲;赵梦媛;朱冉;李国正；刘鑫

目的 评价基于 OBE 理念（Outcome Based Education，成果导向教育）

的《传染病护理》在线开放课程应用与研究。方法 方便选取我校 2018 普

通专科护理学生 1148 人为对照组，2019 级普通专科护理学生 1178 人为试

验组。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方法，试验组采用基于 OBE 理念的线上线下混

合教学模式。定义学习产出，激发学习兴趣；实现学习产出，创新教学设

计；评价学习产出，考核多元全面；使用学习产出，提升综合能力。采用

CIPP 多元化考核方式、护理专业学生自主学习能力量表和调查问卷的方式

比较两组学生的学习效果。结果 试验组学生三级考核成绩和其自主学习能

力均高于对照组（P<0.01）。结论 基于 OBE 理念的《传染病护理》在线开

放课程，不仅可以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动机，提高课堂效率，还能培养他

们的自主学习和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进而提高教学质量，为高职护理教

育提供良好的借鉴。

关键词：OBE；在线开放课程；传染病护理；应用研究

一、课题研究的背景

（一）OBE 理念的发展背景

OBE 理念（Outcome Based Education，成果导向教育）是 1981 年由

William Spady 率先提出的，它以学生为主体，成果为导向，重点关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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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产出，依此来进行教学设计与教学调整 [1]。OBE 理念在课程建设应用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定义学习产出，对接岗位确定目标，激发学习兴

趣；实现学习产出，分析学情制定策略，创新教学设计；评价学习产出，

着眼效果设计评价，考核多元全面；使用学习产出，增加实践知行合一，

提升综合能力。

（二）在线开放课程的发展背景

在线开放课程即慕课（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MOOC），以强

大的信息技术为基础，借助多种教学模式，从单一的平面视频向立体化、

数字化教学发展；同时与虚拟现实技术结合，让临床技能在线培训成为现

实。在线课程将成为医护人员终身学习的主要渠道，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

深度融合的新探索，给中国高等教育“变轨超车”提供重大机遇[2]。精品在

线开放课程的建设运行，重在对教、学、考、练进行全方位开放，实现优

质教育教学资源共享，保证在校和非在校学生利用相关终端随时、随地学

习，让更多的人群受益。

（三）《传染病护理》的教学现状

《传染病护理》是护理专业的核心课程，是护士执业资格考试的必考

课程，此课程立足基础、注重能力、结合临床、体现人文。对传染病防护、

消毒隔离的实施与管理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教学存在如下问题：

1.教材与疾病发展不同步

传染病与流行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传染病的疾病谱在不断的变化。

已知传染病时有流行，新发传染病的爆发和传播，严重危害公众健康。但

是教材出版周期较长，按照国家五年规划，出版周期通常是是 3～5 年，教

[1]Spady W G. Outcome-Based Education: Critical Issues and Answers[M]. Arlington: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choolAdministrators,1994.212.

[2]李智,赵豫西,魏玲丽.“两性一度”思维下的应用型本科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J].应用型高等教育研究,2020,5(04):7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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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内容总是滞后于传染病发展的实际情况[3]。教学内容中缺乏对传染病时效

性的体现、对新发传染病的关注和讲授，因此培养高职护生踏入工作岗位

后作为处理突发疾病的一线医务工作者，应急处理能力堪忧[4]。

2.理论与实践教学脱节

一是部分高职护理专业培养方案中传染病只是内科护理的一个章节，

单独开设此课程的院校，学时也只有 18～36 学时，实践课学时少，无时间

临床见习。二是传染病发病与季节性、地方性有关，不同时间、地区的学

生进入临床实习接触的病种也不同，所以学生对传染病的认知不够全面。

三是多数高校实训室没有虚拟仿真的传染病区设施，学生在校期间无法在

真实环境中体验传染病房的三区管理、传染病的隔离要点以及突发传染病

的隔离要求等[5]。所以，学生知识面不够，造成学生实践能力较差，到临床

后难以迅速适应。

3.师资与教学模式待提高

目前，高职高专院校一般未设立传染病护理教研室，因此该项工作多

数由内科护理学教师承担，大部分教师没有感染性疾病临床实践经验，对

于突发、新发传染病的防控和护理知识认识比较浅显，因此会影响教学质

量。在教学方法和手段上，很多教师过多追求知识的系统性、完整性，缺

乏实践性和实用性，总是脱不了“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师主导式教学，

学生参与互动少，主动性和创新性差，导致课堂效果不佳。

（四）OBE 理念在护理课程中的应用

本研究借助我校主建的河南省《传染病护理》在线课程，充分利用 OBE

理念进行课程设计实践研究，以学生的预期培养目标为核心，成果为导向，

以能力本位，课程内容的项目化，课程开发的多元化，课程结构的模块化，

[3]魏宁,张慧敏,邱文波,等.高仿真模拟教学在传染病护理学实验课中的应用[J].全科护理,2018,16(4):388-391.

[4]聂广.第七次全国中西医结合传染病学术会议纪要[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16（8）：1137

[5]沙鸭云，孙兰珍，李晓琴，等.驻点教学在提高护生临床传染科护理岗位胜任力的改革探索[J].泰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

16（5）：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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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实践教学的一体化，建立有效的教学过程。同时通过 CIPP 模式对课

前、课中、课后三个阶段的教学评价，将教学评价与教学过程动态结合，

提高教学效果，培养学生核心能力及职业素养。

二、课题研究思路

运用文献检索法、调查研究法、试验研究设计法等科学方法设计研究方

案，在《传染病护理》教学中采用分组对照进行教学研究。将我校护理系

2018 级、2019 级普通专科两届生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对照组采用传统教

学方法。试验组采用 OBE 理念在线开放课程的混合式教学，借助在线教学

平台，培养学生核心能力及职业素养。对学生的过程性评价、终结性评价、

自主学习能力、满意度 4 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价（如图 1）。收集调查问卷及

评价指标资料，进行资料整理及数据统计。

图 1 基于 OBE 的在线开放课程模式实施路线

三、主要措施与实施情况

（一）研究对象

我校 2018 普通专科护理学生 1148 人为对照组，2019 级普通专科护理

学生 1178 人为试验组。两组学生的基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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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具有可比性。两组授课资源、教学标准、教学内容、学时均相同。

（二）研究方法

对照组采用传统的授课模式，即以知识为目标、由概念来引入、以逻

辑推理为中心、以教师讲授为主。

试验组采用 OBE 理念在线开放课程的教学模式，具体步骤如下：

图 2 基于 OBE 的在线开放课程模式设计思路

1.定义学习产出，激发学习兴趣

《传染病护理》课程已在中国大学 MOOC 平台上线，进行线上授课六轮，

已经认定为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现有全套授课视频、课件、课程设计、

试题库等。课程分为三大主题，36个知识点，并进一步将知识点碎片化，

如“针刺伤的防护”既有临床案例的导入，又有临床场景的真实模拟。针

对重难点的开发有动画视频、虚拟仿真操作项目等（如图 1所示），教学

方式灵活多样，资源丰富，且在线资源不断的完善、更新建设，以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和主观能动性。

2.实现学习产出，创新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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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前：预习知识、反馈问题。课前 1 周教师给出学习目标和任务，

学生在 MOOC 平台完成视频、富文本学习，参与互动讨论，进行在线测评，

反馈学习问题。

（2）课中：内化知识、提升能力。课中老师借助平台丰富的教学资源，

根据学生的预习情况有针对性的组织教学，如：交流讨论、情景模拟等教

学该当开展多元化教学，注重与护士执业资格考试、临床应用等相结合。

（3）课后：巩固反思、查漏补缺。通过网络平台发放作业和考试题，

引导学生课后探究。引导学生通过在线交流讨论，共享学习资料，分享学

习心得。教师通过课程后台的作业提交情况，及时发现学生学习中仍存在

的问题，通过查漏补缺，实现良性循环。如图 2 所示。

图 3 基于 MOOC 平台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3.评价学习产出，考核多元全面

采用 CIPP 决策导向评价模式，既对结果进行重点评价，也重视对教学

过程的评价。

（1）线上考核（30%）：课程讨论、单元作业、单元测试、线上结课

考试四部分组成。

（2）课中考核（30%）：结合学生签到、课堂表现、课堂活动参与度

等进行评价。

（3）期末考核（40%）：根据学校期末相关考试要求纸质试卷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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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卷按“命题组卷策略”从题库系统生成，实施教考分离。

（4）自主学习能力 两组学生分别填写课题组教师自主研制的护理专

业专科学生自主学习能力量表。本次调查采用慕课堂平台进行在线发放调

查，两组学生问卷分别进行信息数据统计。

4.使用学习产出，提升综合能力

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学生不但可以掌握传染病护理的基本知识、基础

理论和基本技能，又可以根据在线资源的实时更新掌握部分传染病的护理

预防新措施、新冠肺炎相关知识，也可根据国家教育热点，增加课程思政

内容等。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研发虚拟仿真操作软件，专家

访谈、情景模拟、临床实录等教学视频，转化为生成性资源上传染平台作

为线上课程资源的优化。学生将习得的知识应用于临床和日常传染病的防

控。

（三）统计处理

采用 SPSS 13.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分析，计量资料以（ sx  ）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 t检验，检验水准α=0.05。

（四）实践效果

自实施OBE理念成果导向模式以来，试验组的考核评价、学习动机、自

我管理、学习合作、信息化素养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如表1、表2所示。

表 1 试验组和对照组的成绩比较（分，  ±S）

条目 试验组 对照组 t 值 P 值

线上考核 80.16±3.46 71.53±3.43 7.356 0.001

课堂考核 85.23±3.33 81.44±3.23 8.238 0.001

期末考核 90.29±3.66 83.18±3.16 9.676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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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护生自主学习能力量表得分比较（分，  ±S）

组别 人数 学习动机 自我管理 学习合作 信息素养 总分

试验组 1178 30.23±3.05 38.16±4.61 25.37±3.13 23.53±4.75 120.47±8.75

对照组 1148 27.76±3.63 35.45±4.92 19.57±3.35 18.24±3.68 96.53±7.42

t 值 3.245 3.358 3.312 2.786 5.435

P 值 0.002 0.001 0.002 0.035 0.001

表 1可知，试验组在各项考核的成绩得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1）。

这说明基于 OBE 理念成果导向的教学模式应用于《传染病护理》在线

开放课程有着很明显的效果。OBE 理念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主体，利用预

期学习成果，创新教学设计，如通过引入新闻案例，便于吸引学生的兴趣

和注意力；对于“水痘的发生机制”等难点，采用线上的视频资料，和以

往所学的知识等串联起来，理论联系实际，化微观、抽象为具体、生动，

由浅入深，循序渐进，达到知识的融会贯通；对于“护理措施”这部分可

采用角色扮演，让学生分别饰演护士 A、护士 B、患者、患者家属，从不同

角度进行护理评估，锻炼其临床实践、团队协作和人文关怀能力，提高学

生知识的运用和迁移能力；慕课平台中的师生互动、答疑能有效引导学生

参与到课堂讨论中，加强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在他们之间形成一

种良好的氛围，学习主动性与日俱增。所以不管是线上的视频点击率、在

线测评，还是课堂的互动讨论、期末考试，学生逐渐把学习内化为自己本

能的一部分，通过付出的努力换来理想的成绩。

表 2显示，两组学生在《传染病护理》教学实施前自主学习能力均不

高，且无明显差异。教学实施后，护生综合能力及素养明显提高，且在四

个维度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自主学习能力培养至关重要，

是终生学习的基础。如果自主学习能力差，会影响各项学习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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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专家认为当下护理教育应重视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6]。学习动机是指

引、激励学生进行学习活动的主要因素，当代大学生需要同时具备学习的

自主性和探索性，不适合灌输式的教学方式[7]。OBE 理念成果导向模式首先

引起学生的兴趣和注意力，其次学生认识到课程内容与未来的发展密切相

关，接着认为自己有能力完成学习内容，产生信心，最后在完成任务的过

程中获得满足感。

四、课题研究的创新之处

首次将 OBE 成果导向理念用于构建《传染病护理》在线开放“金课”

的总体思路。课程目标定位精准，指引方向；课程内容设计合理，科学充

实；教学方法多样匹配，提供途径；评价体系客观全面，反馈提升。通过

两年的建用结合，本届学生对传染病的预防知识和护理技能明显提升，推

动教学手段的改革和创新，充分体现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评价标准的“两

性一度”。

（一）变革教学内容，体现课程“高阶性”

课程内容具有前瞻性，教学过程坚持护理专业特色和发展需求,实现

“五个对接”。明确课程定位，知识目标、能力目标、素质目标在教学中

有机融合，课程内容紧扣临床护理工作过程符合认知的规律;教学内容适时

调整，精准“补短”；根据国家教育热点，增加课程思政内容。

（二）改进教学方法，强化课程“创新性”

一是基于成果导向理念，“以临床案例为导向，岗位技能培养为主线，

解决问题任务为驱动”，主要采用案例教学法、任务驱动法、示教-回示-

指导法，创新教学设计。二是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课堂把控能力等素

养需进一步提高，推进信息化教学技术和在线课程的深度融合。通过在线

[6]黄磊,葛仕豪.信息化教学背景下医学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探索[J].中国教育技术装备,2019(16):103-104+107.

[7]景娟.基于激发与维持学习动机教学策略的同伴学习“1+2”模式对护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影响[J].卫生职业教

育,2020,38(05):6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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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信息化教学，采用理、虚、实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

教学，助破重难点，为师生互动，学生的个性化学习提供便利，激发了学

生自主学习能力。

（三）优化考核方式，增强课程“挑战度”

通过 CIPP 评价模式从过程性评价、阶段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对整个教

学活动做到多维度、全过程数据采集和即时评价。强化知识、能力、态度

考核，考核标准精细化，增加了本学科结课考核的难度，更能激发学生们

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五、存在问题与改进思路

在“互联网+医学教育”的社会背景下，基于 OBE 理念下的混合教学模

式的在线开放课程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助力学生知识和能力目录达成，提

高教学质量。但是也存在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通过本次教学改革研究结

果的数据认识到影响该模式实施效果的多因素的，因此我们主要从教师方

面、学生方面、时间方面进行分析改进。

1.教师方面 一是作为教师必须转变教育观念，从“教师的教为中心”

转向“学生的学为中心”，从信息传授者转变为信息提供者。课堂教学内

容设计要新颖、教学时间要合理安排，考核评价要客观公正等。二是教师

的信息化教学能力、翻转课堂的能力、课堂把控能力等素养需进一步提升，

实现高效的理、虚、实一体化教学。

2.学生方面 一是学生要对自我需要进行重新定位，学生必须改变被

动学习向主动学习的角色转变，必须意识到自己才是学习的主体，应该主

动参与学习活动；二是学生要主动完成老师线上布置的任务点，能在网络

平台实施自我监管和约束；线下课堂积极参与小组讨论、情景模拟等活动。

课后进行学习反思，根据教师要求自主设计学习思维导图，对所学内容的

反思及命题反思，完成线上单元测试和单元作业，课外时间积极参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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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

3.时间方面 传染病护理学时相对少、学习任务重，如何帮助学习者

合理安排学习时间、有效规划学习时间，从而实现“课堂时间”的高效化

的利用，也是实施中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基于 OBE 理念下的混合教学模

式为学生创设了更多自主学习的空间，增加师生互动实践以及学习者个性

化学习时间，减少教师在课堂上的讲授时间。

六、项目成果的转化和应用价值

（一）项目成果的转化

本研究借助基于 OBE 理念下的混合教学模式，应用于河南省《传染病

护理》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教师增强了该课程的内涵和专业认同感，创新

课程设计，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该模式，颠覆了传统的教学形式，

具有新颖性、实用性、针对性，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在其他课程中应用，

立项以来的取得显著成绩，为其他同类院校护理专业信息化课程教学改革

提供借鉴。

1.在国内 CN 期刊发表相关论文 5 篇，全部被收录万方数据知识平台、

中国知网，并被多校数篇论文引用、下载。其中基于 OBE 理念的《健康评

估》教学改革与应用研究、基于 OBE 理念的《传染病护理》混合式金课构

建与实践、结合 OBE 理念和 PDCA 管理模式的混合式教学在外科学教学中的

应用三篇文章在我校 2021 年度优秀教育教学研究论文评选中分别获一、二

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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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21 年度校级优秀教育教学研究论文文件

2.在各级信息化微课比赛中获奖 9 项。

其中《针刺伤应急处理》、《肝炎的临床分型和表现》、《艾滋病的

护理及预防》三个微视频在全国第二届人卫慕课在线开放课程与教学资源

比赛中荣获二、三等奖，全国共收到作品 1909 个，获奖作品 390 个，其中

本课程占 3 个。2019 年《乙肝五项》、《肝炎的临床表现》两个视频获河

南省教育厅高等教育组微课三等奖。

图 5 人卫慕课微课获奖证书

3.相关教学改革改立项 3 项。

其中基于 ARCS 的在线开放课程在《传染病护理》中的应用与研究，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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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获河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立项。“金课”视域下《传染病

护理》“M-P-C”教学模式的构建与实践，获 2020 年河南职业教育教学改

革项目立项。

4.相关教科研成果 3 项。

其中 2019 年“基于 MOOC 平台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在《传染病护理》教

学中的应用研究”获河南省教育厅创新应用成果二等奖；2020 年“高职院

校混合式金课“M-P-C”教学模式的构建与实践—以《传染病护理》为例”

获河南省教育厅创新应用成果一等奖，全省高等院校及职业院校获奖作品

共 256 个，该项目排名第 23 名。2021 年“《传染病护理》在线开放课程融

入思政元素的设计与应用” 获河南省教育厅创新应用成果一等奖。

图 6 创新应用成果证书

（二）项目成果的应用价值

基于 OBE 理念下的混合教学模式集教学、管理、互动、共享等为一体，

课程教学设计严谨、课程资源丰富，注重将思政元素融入课程，适时更新

课程资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需要。为“人人皆学、

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方式提供学习环境及学习支持。在医学类高

职院校《传染病护理》线上学习与课堂结合的教学、考核、评价中推广应

用，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

该教学模式已经在河南省《传染病护理》精品在线开放课程通过线上

教学、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运行 6 期，累计选课人数近 4万人，累计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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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数 392571 次。该课程面向全国开放，对在职医务人员培训、社会人员传

染病防治知识宣传普及方面提供学习资源，针对南阳医专和河南护理职业

技术学院两所高职护理专业教学进程同步实施，同时在省内外同类院校鹤

壁职业技术学院、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其他专业进

行普及，取得明显效果，并得到多校的充分肯定，进一步在全国同类院校

推广，使更多学生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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