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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教育·

基于云平台的空间教学模式在《康复护理》课程中的应用与效果

姜 娜1 胡还甫2 胡 玲1 付 娟1

高等职业教育的信息化进程正在快速推进，世界大学城

教学空间应运而生，催生了一种新的教学模式，即空间教

学。空间教学是基于“世界大学城”个人空间与现代信息技

术相结合的全新的教学、学习方式，其通过教学信息、教学环

境、教学活动的数字化，实现教学资源的有序管理和充分共

享，达到师生教学互动、教学相长的效果。在空间教学模式

中，教师利用世界大学城空间平台上传视频、教案、课件、习

题等丰富的教学资源，与学生交流互动，开展教学和管理工

作。学生也可以创设自己的学习空间，利用空间平台上的资

源进行互动学习、讨论交流、互评互动[1]。空间教学作为职业

教育信息化的产物，以其多资源、多媒体，同时打破时、空、地

的局限，可实现随时随地教学、随时随地学习、随时随地管理

等优势为高职教育在形式和方法上提供了无限可能，因而得

到了高职院校的广泛推广[2]。康复护理是康复医学的重要组

成部分，越来越多的医学院校将本课程列入必修课程，但受

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以及教学条件的限制，康复护理教学存

在课堂枯燥、知识难以融会贯通等弊端，远不能适应康复护

理课程改革和信息化教学发展的需要[3—4]。为了改变传统的

灌输式课堂教学模式造成的难以激发学生对康复护理学习兴

趣等弊端，笔者结合信息化教学改革的发展要求，将空间教学

模式应用于《康复护理》课程教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我校护理专业2014级三年制大专4个班的学生共209

名（大学二年级第2学期），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2个班共104

人，其中女生101人，男生3人，平均年龄为20.68±0.79岁；试验

组2个班共105人，其中女生102人，男生3人，平均年龄20.72±

1.01岁；两组护生均为2014年全国高考统招学生，学制均为三

年，且两组护生在性别、年龄、先修课程与成绩、教材选择、教学

学时、教学内容等方面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P＞0.05）。

1.2 研究方法

1.2.1 课程教学模式：对照组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先由教

师按照课程教学计划，制作每节课的多媒体课件，并将与课

程内容有关的图片、动画、音频、视频等插入到课件中，具体

实施过程中，理论教学以教师讲授为主，实践教学则在教师

现场演示和观看操作视频后，由学生分组进行演练。

试验组采取空间教学模式。①教学空间及教学资源的

建立：师生均以“身份证”配发实名制空间账号，并利用教研

苑建立一个网络虚拟班级，按照“内容标准化、应用模块化、

资源最小化”建设原则，组织学生、教学团队成员一起参与课

程资源建设，以“知识点”为单位，收集和制作《康复护理》相

关的案例、视频、音频、习题、故事等，建设包括课程导学、课

程团队、基础资源、实施资源、拓展资源、交流园地 6大模块

的课程资源库（图1）。②空间教学的实施：课前，教师提前1

周将授课内容的各种资源链接到“表格式教案”中并发布在

个人空间，学生通过微信或个人空间直接进入课程空间以

“知识点”为单位进行自主学习，并完成课前的知识小测试，

总结自己的收获与疑惑。课中，教师根据课前学生自学反馈

的情况，以“知识点”为单位对本次课中的重点与难点进行详

细的讲授。在具体的疾病的康复护理和实训操作部分，则让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角色扮演和实训练习，并利用现场录

播系统进行视频录制并上传空间，学生自行观看，进行小组

互评、组间互评和教师点评。学生利用作业管理系统提交作

业，教师则通过作业管理布置作业、批改作业和分类管理，还

可利用世界大学城的我的班级、留言板、私信等社交管理工

具与学生进行互动交流，及时整理和解决学生在学习中遇到

的问题以及心理状况。教师根据教学内容拓展课程知识，引

导护生进行课程拓展式学习。

1.2.2 质量控制：①网络保障：笔者所在单位已实现了无限

网络全覆盖，所有教室均配备了电脑，并可无线上网实施教

学。②空间教学培训：本课程空间教学实施前，成立了由授

课教师、1名辅导员和 1名计算机教研室教师组成的教学团

队，负责对试验组护生进行为期 4周，共 24学时的空间教学

系统培训，并进行统一考核，以保证护生空间教学任务的顺

利完成。③资源权限设置：为保证研究结果的客观性，本研究

中所有教学资源均利用世界大学城的资源权限管理系统，设置

为只对试验组护生开放，对照组护生和其他人员在研究期间无

法通过网络获取或学习相关资源，从而有效避免相互干扰。

1.2.3 评价方法：①考核成绩：理论考试重点考核康复护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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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理论知识，实行统一制卷，并在同一时间进行考核，满分为

100分；实践技能考核选择“人体形态的测量”、“良肢位的摆

放”、“关节活动度测量”、“更衣训练”4个操作项目，按照《康复护

理操作技能考核评分标准》进行统一评定，每个操作项目的满分

为100分，取平均值。②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调查两组护生对

教学模式改革评价，具体包括是否能加深对康复护理知识的理

解、能否激发学习本门课程的兴趣、能否促进师生的交流、能否

有利于提高自身的信息素养、能否有利于提升自主学习能力等

10项内容，每个问题有3个选项，分别为有帮助、一般、无帮助。

1.3 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 17.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统

计学分析包括两样本 t检验，描述性统计，非参数秩和检验等。

2 结果

两组护生的理论考试成绩和实践操作成绩比较，见表1。

两组护生对《康复护理》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的评价，见表2。

表1 两组护生的理论考试成绩与实践操作成绩比较（x±s）

组别

对照组
试验组

t
P

例数

104
105

理论成绩

75.12±8.39
80.02±6.57

-3.009
0.004

技能成绩

83.55±5.82
87.32±4.49

-3.247
0.002

表2 两组护生对《康复护理》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的评价 （人，%）

问卷调查内容

加深对康复护理知识的理解
适时了解康复护理最新知识
激发学习本门课程的兴趣

提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能力
促进师生的交流

促进同学之间的交流与沟通
提高自身的信息素养
提升自主学习能力
培养团队合作能力
培养创新思维能力

对照组（n=104）
有帮助

35（33.65）
28（26.92）
37（35.58）
29（27.88）
22（21.15）
26（25.00）
12（11.54）
24（23.08）
22（21.15）
21（20.19）

一般
57（54.81）
62（59.62）
44（42.31）
58（55.77）
68（65.38）
61（58.65）
60（57.69）
64（61.54）
58（55.77）
62（59.62）

无帮助
12（11.54）
14（13.46）
13（12.50）
17（16.35）
14（13.46）
17（16.35）
32（30.77）
16（15.38）
24（23.08）
21（20.19）

试验组（n=105）
有帮助

99（94.29）
95（90.48）
96（91.43）
85（80.95）
93（88.57）
97（92.38）
89（84.76）
87（82.86）
86（81.90）
80（76.19）

一般
6（5.71）
9（8.57）
7（6.67）

15（14.29）
10（9.52）
6（5.71）

12（11.43）
16（15.24）
15（14.29）
16（15.24）

无帮助
0（0.00）
1（0.95）
1（0.95）
5（4.76）
2（1.90）
2（1.90）
4（3.81）
2（1.90）
4（3.81）
9（8.57）

Z

9.092
9.210
7.868
7.394
9.533
9.612
10.151
8.546
8.557
7.388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图1 《康复护理》空间课程模块导航示意图

3 讨论

3.1 《康复护理》实施空间教学模式改革的必要性

一方面，康复护理是随着康复医学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学

科，不仅有别于临床护理的独特理论，而且实践性、操作性

强，涉及的基本技能较多，且对所学知识的融会贯通要求较

高[5]，如良肢位的摆放、关节活动度的测量、吞咽功能障碍的

评定、言语的评定等，这些均很难通过单纯地讲授而形象地

展现，初学者对康复护理涉及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了解不

多，因此给学生在知识的准确理解及评估基本技能的运用等

方面带来诸多困难，学生在有限的教学时数内难以掌握。传

统抽象的“课上讲授+课后巩固”的教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信

息时代的教学要求，不仅难以激发学生对康复护理的学习兴

趣，无法实现学生为教学主体的教学地位，而且信息承载量

小，导致康复理论的教育缺乏系统性和先进性，从而制约教

学效果的改善和教学质量的提高，迫切需要改革[6]。

另一方面，我们面对的护生均为“90后”的大学生，他们

自小生活在自媒体时代，对网络有着天然的亲近感，无论是

微信、QQ、E-mail，他们均是最先掌握且最快普及的人群。在

教育方式上，“90后”们更加崇尚一种自由、多元化的学习氛

围，他们更愿意接受一种发散式的教育模式，基于年轻人喜

欢张扬个性、喜欢新鲜事物的心理特点，他们对世界大学城

空间的接受度、熟悉度、喜爱度都很高，因而更加愿意接受空

《康复护理》空间课程模块设计

课程导学 交流园地拓展资源实施资源基础资源课程团队

课程定位
课程标准
设计理念
授课进程
学习指南
合作院校

教师团队
学生团队
学生作品
课题研究
学术论文

案例库
设备库
习题库
试题库
视频库
技能操作评
分标准库

电子教案
教学课件
实训指导
表格式教案
微课资源

专家讲座
趣味知识
优秀空间
操作指南
相关网站
小小游戏
新闻热点

作业布置
教学反思
教学叙事
问题集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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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教学模式的改革[7]。

3.2 《康复护理》实施空间教学模式的效果

3.2.1 打破了时空的限制：在传统教学模式中，对照组的护

生主要通过课堂学习来获得康复护理知识，因而学生获得的

仅仅是静止的知识，并没有获得运用知识、驾驭知识和丰富

发展知识的能力，很难保持学习的延续性[8]。在空间教学里，

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可以自由选择在自己需要的时间、任

意的地点通过网络进行备课或学习，即打破了传统教育要求

参与者在时间、空间以及地域上统一的限制，进而亦打破对

参与者个数的限制[2]。本研究中，教师把通过与护生一起收

集或制作的课程资源（如视频、三维动画、课件、图片、音频、

小游戏等），进行加工处理，转换成学生需要的信息，以表格

式教案形式对各类资源进行聚集与超链接，这种空间课程资

源集成模式打破了空间对学习者的限制。而对于康复护理

中的一些难点和重点，如脑卒中患者的各种功能评估、不同

时期的康复护理措施和康复护理技术的具体操作运用等，在

传统教学中教师往往费尽心机和口舌，学生仍感枯燥难懂不

得要领，而空间教学则可以采用灵活多样的素材资源和生动

形象的呈现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传统的黑板教学与

PPT 教学模式的不足，帮助护生加深对康复护理知识的理

解，激发学习本门课程的兴趣。由表 2 可知，试验组有

94.29%护生认为空间教学模式改革可加深对康复护理知识

的理解，91.43%护生认为可以激发学习本门课程的兴趣，明

显高于对照组。除课堂知识外，教师还可随时进行康复领域

最新知识的发布与更新，如在吞咽障碍的护理中，增加“气管

切开术后病人的吞咽障碍管理”，在脑卒中的康复护理中，增

加有关“姿势管理与姿势解密技术在脑卒中患者康复中的应

用”等，让学生及时了解康复护理的发展动态，开拓他们的

视野。此外，大学城空间还打破了传统的校园空间束缚，实

现不同学校间的沟通与交流，学生不仅仅局限于学习自己任

课老师提供的资源，也可以搜索类似课程的资源进行自学，

选择利用不同难易程度的资源提升或者巩固基础，从而使得

资源最大共享化。

3.2.2 改变了学习的模式：空间教学的交互性带来的不仅是

学习的便利，也带来了学习模式的转变，为学生提供更方便的

学习机会，使学习活动更加独立、个性化，学生可以选择合适

的时间、地点、方式来学习[9]。在本研究中，一方面试验组护生

参与了康复护理空间教学资源的收集、制作、上传过程，不仅

可以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和评判性思维（由表2可知），也有助

于学生根据自己对康复知识的了解情况和个性化需求，在课

前通过课程栏目导航快速地查找自己所需的知识点和适合的

资源，并通过自学的方式获取知识，在这一过程中，自学能力

得到培养和提升（由表2可知）。另一方面，在本研究整个空间

教学实施过程中，教师是知识的引导者，主要负责对课程知识

进行积累、重构、提升以及对学生课前所存在的困惑或问题进

行梳理，而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学习模式已从单纯的课堂讲

授，转换为课前自学——课中研讨——课后巩固三个环节的

延续性学习，试验组护生全程、全方位参与了课程教学与实

施，这些均有利于教学效果的提升。由表1可知，试验组的护

生理论成绩和实践技能均高于对照组，且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3.2.3 增强了师生的交互：在《康复护理》的传统课堂教学模

式下，教师和学生之间要实现互动教学必须面对面交流和探

讨，且课堂教学只限于教师与学生群体之间的彼此影响，忽

视学生同伴之间的相互影响，由表 2 可知，对照组中仅有

21.12%护生认为传统教学模式对于促进师生的交流有帮助，

25%护生认为对促进同学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有帮助，而试验

组中则有88.57%护生认为空间教学模式对于促进师生的交

流有帮助，有 92.38%护生认为对促进同学之间的交流与沟

通有帮助，有 81.90%护生认为对培养团队合作能力有帮

助。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世界大学城空间聚合了社区交

友、即时通讯、博客、微博等强大的功能模块，因而形式多样

的交流互动是其最大的功能特点。试验组在空间教学模式

实施过程中，通过专题研讨、群组讨论、博客评论、跟帖作业、

留言、私信等空间交流方式，实现了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

学生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的平等交流和跨时空互动，所有

师生都可零距离进行交流互动[9—10]，教师可以通过大学城空

间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跟踪调查和评定，随时了解学生学

习成长记录和心理变化，从而实现有效沟通与交流。尤其对

于性格内向、在课堂上不够活越的学生，空间教学可有效弥

补在传统课堂教学中交流障碍，为他们提供一个交流互动与

情感抒发的平台，带来了交流互动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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