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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通过分析预防医学专业卫生统计学课程成绩，探讨混合教学模式对卫生统计学教学效果的影响。

方法：采用形成性评价方式，得到预防医学专业2018级和2019级学生过程性评价成绩、总评成绩和期

末成绩，进行对比分析。结果：期末考试成绩的均值和优秀率在两个年级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 0.520, 
P > 0.05; 𝜒𝜒2 = 0.637, P > 0.05)，2018级的过程性评价成绩和总评成绩均高于2019级(t = 6.295, P < 0.05; 
t = 2.316, P < 0.05)，2018级的过程性评价成绩优秀率、总评成绩及格率均高于2019级(𝜒𝜒2 = 10.789, P < 
0.05; 𝜒𝜒2 = 4.433, P < 0.05)。结论：混合教学模式在提升学生学习效果上有积极作用，对提升教学质量

具有显著意义，并为提升卫生统计学教学效果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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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mixed teaching mode on the teaching effect of health sta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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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cs by analyzing the results of health statistics course in preventive medicine. Methods: Formative 
evaluation was used to obtain the process evaluation grades, overall evaluation grades and final 
grades of preventive medicine majors in the grades of 2018 and 2019, which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ean and excellence rate of final examination 
scores in the two grades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 = 0.520, P > 0.05; 𝜒𝜒2 = 0.637, P > 0.05), 
and the process evaluation scores and overall assessment scores of Grade 2018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Grade 2019 (t = 6.295, P < 0.05; t = 2.316, P < 0.05), and the process evaluation grades of 
the class of 2018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lass of 2019 in terms of the excellent rate and the 
passing rate of the overall assessment (𝜒𝜒2 = 10.789, P < 0.05; 𝜒𝜒2 = 4.433, P < 0.05). Conclusion: The 
blended teaching mode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enhancing students’ learning, which is significant 
for improving teaching quality and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for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eaching health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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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今信息时代，数据已经成为决策的重要依据。卫生统计学作为一门应用性极强的学科，在医学、

公共卫生等领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然而，如何有效地教授卫生统计学，提高教学效果和学习效

果，一直是教育工作者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旨在通过卫生统计学课程的成绩分析，探讨有效的教学方

法和效果评估，以期为改进教学质量提供参考和借鉴。通过对教学方法的深入研究和效果评估的客观分

析，将总结出一些实用的教学策略和评估方法，为卫生统计学的教学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新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2018 级和 2019 级预防医学专业的学生为研究对象。教学方法

采用传统教学、翻转课堂、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教学模式，整个教学中采用统一的教材《卫生统计学》

第八版(李晓松主编)，两个年级的教学大纲和学时数完全一致。 

2.2. 教学方法 

混合教学模式，指将传统教学方式的优势与翻转课堂、线上线下教学的优势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有

效的混合教学模式[2]。该模式既保留了传统教学中的教师主导作用，又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

性，从而提升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体验。教师除了在课堂上应用多媒体讲授教学内容，对学生进行课

堂提问与课后答疑，还可以选择部分章节内容进行翻转式课堂教学[3] [4]，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案例讨论、

PPT 汇报、绘制思维导图等，并通过雨课堂、超星等学习平台实时向学生发布练习题，慕课等资源[5]，
这种教学模式深度融合了综合型人才的培养与教学效果的提升，有助于全面推动教学改革，以达到更好

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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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考核方式 

采用形成性评价方式(过程性评价+终结性评价)对课程进行考核[6]。过程性评价占 50%的比例，考核

包括 4 种形式：① 课堂、课中、课后提问及测试、② 课堂及课后笔记、③ 记分作业、④ 文献评价与

汇报；终结性考核所占比例为 50%，具体采用期末结课考试闭卷笔试形式。 

2.3.1. 期末考试成绩 
《卫生统计学》课程期末考试由教务处采用统一命题的方式进行，2018 级预防医学专业总人数为 123

人，2019 级预防医学专业总人数为 114 人，两次考试均为题库抽题，试卷的难度和区分度相近。试题由

客观题与主观题组成，试题由客观题与主观题组成，客观题占 60%，主观题占 40%。期末考试成绩占总

成绩的 50%。 

2.3.2. 过程性评价成绩 
(1) 课堂、课中、课后提问及测试。每节课前、堂中或者课后，采用提问或网络测试，保证每个同学

都被提问到，每章节内容结束时，教师可发布雨课堂测试，测试成绩可直接网络公布，以满分 10 分记，

成绩登记在册；取平均成绩为提问及雨课堂测试最终成绩，占总成绩的 5%。每个月反馈与提醒学生，以

督促学生加强学习投入，掌握统计基础理论知识。 
(2) 课堂及课后笔记。课堂主动记笔记课后整理笔记，是将教学内容内化为学生的知识架构的重要途

径，课程阶段性讲授完毕时，可以回收学生笔记一次，每次笔记考核记为 5 分；总共查阅 3 次笔记，取

3 次成绩的平均值，记为课堂与课后笔记评分，满分为 5 分。 
(3) 记分作业。每次实验课程，教师给学生布置作业(具有一定难度)，这类作业至少在 8 次左右，学

生每次认真做作业提交，教师认真批改作业并及时反馈，每次作业以 100 分核算。占综合成绩的 20%。

作业考核时间为课程开设的整个学期，每个月给学生反馈情况，督促不交作业或者成绩偏低的同学主动

学习，课程结束时，给学生反馈作业考核最终成绩。 
(4) 文献评价与汇报。文献评阅与汇报分为三阶段：① 在绪论讲解完成后，鼓励学生在图书馆查阅

文献，确定一篇自己感兴趣的文献，对文献进行初步认识。② 期中教学过程后，学生基本掌握常用基础

统计分析方法时，让学生对该文献再次进行细致评价；教师可以对学生进行指导。③ 在理论教学完成调

查研究设计和试验设计内容的讲解后，需进行两次与设计有关的实习，利用这两次设计实习课程，将学

生按人数分成若干组，每组 3~4 人，将每组的 3~4 篇文献放在一起进行讨论，从中筛选中 1 篇文献，讨

论统计设计和统计分析方法，团队配合，制作成 PPT 汇报。小组学生必须协作完成 PPT 制作、汇报、回

答问题环节。教师根据各组团队制作的幻灯片的质量、汇报内容的质量、汇报的质量以及回答问题的质

量，给予评价与评分，评分以 100 分计，同一小组成员的考核成绩一样。 

2.4. 统计学分析方法 

为了探究两个年级的学生在卫生统计学课程上的表现，采用了 SPSS 软件对学生成绩进行统计分析，

学生成绩的统计描述采用均数和标准差( x s± )，学生成绩的均数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学生成绩优秀

率、及格率采用𝜒𝜒2 检验，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研究结果 

3.1. 不同年级的平均成绩分析对比 

从成绩分析表可以看出，大多数学生对医学统计学课程基本理论知识掌握较好。根据表 1 中 2018 级

和 2019级学生的平均成绩数据对比显示：2018级期末考试成绩(72.16 ± 1.15)和2019级(71.30 ± 1.20)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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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2018 级过程性评价成绩(91.28 ± 3.95)、总评成绩(81.72 ± 0.71)与 2019 级(87.03 ± 6.27)、(79.16 ± 0.86)

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2018 级同学的过程性评价成绩和总评成绩均高于 2019 级，自形

成性评价方案实施以来，学生重视程度相对较好，预防医学 2018 级学生形评成绩平均分 91.28 分，2019
级学生形评成绩平均分为 87.03 分，从标准差来看，预防医学 2018 级学生形评成绩变动幅度小于 2019
级，这与期末考试结果趋势吻合。结合统计学课程的学科特点，对于刚开始就听不懂且自学能力不好的

同学，若长时间跟不上教学进程，其作业就不能按时完成、课堂表现也会较差，导致形评成绩不高，最

终期末考试也不理想。如何发挥该课程线上、线下教学各自的优势，提高此部分学生学习积极性是下一

轮教学改革应重视的问题。 
 

Table 1.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average scores of preventive medicine majors of Grade 2018 and Grade 2019 
表 1. 2018 级和 2019 级预防医学专业平均成绩对比分析 

班级 人数 期末考试 过程性评价 总评成绩 

2018 级 123 72.16 ± 1.15 91.28 ± 3.95 81.72 ± 0.71 

2019 级 114 71.30 ± 1.20 87.03 ± 6.27 79.16 ± 0.86 

t 值 - 0.520 6.295 2.316 

p 值 - 0.604 0.000 0.021 

3.2. 不同年级成绩优秀率、及格率对比分析 

从表 2 可以看出，2018 级期末考试成绩优秀率(5.69%)和 2019 级(3.51%)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Table 2.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xcellence and passing rates in preventive medicine between the classes of Grades 2018 
and 2019 
表 2. 2018 级和 2019 级预防医学专业优秀率、及格率对比分析 

班级 人数 
期末考试 过程性评价 总评成绩 

优秀人数 优秀率 优秀人数 优秀率 及格人数 及格率 

2018 级 123 7 5.69% 89 72.36% 123 100% 

2019 级 114 4 3.51% 49 42.98% 111 97.37% 

𝜒𝜒2 值 - 0.637 10.789 4.433 

P 值 - 0.425 0.001 0.035 
 

2018 级过程性评价成绩优秀率(72.36%)、总评成绩及格率(100%)与 2019 级(97.37%)相比，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 < 0.05)，优秀率和及格率的对比分析结果与表 1 的成绩分析基本一致。结合表 1 和表 2 可

以发现，部分期末考试成绩不及格的学生可以通过过程性评价成绩去提升总评成绩以此达到及格，所以

过程性评价成绩对于期末考试成绩好的同学相当于锦上添花，使之成绩更高，对于期末考试成绩不及格

的同学可以提升总评成绩，减少挂科。 
从 2018级和 2019级总评成绩及格率对比来看，两个年级大部分学生完成了线上和线下的学习任务，

达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2018 级的期末考试优秀率、过程性评价优秀率、总评成绩及格率均高于 2019
级，这并非好现象，大多数学生成绩集中在良好、优秀等级，可能说明试卷过于简单和基础，形成性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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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成绩过高或评价考核方式不完善，不严谨，这会导致学生不能正确认识课程的重要性，且缺乏思考能

力，容易形成恶性循环，一级传一级，最终课程考察难度一降再降。因此，2019 级同学的总评成绩相比

2018 级更趋合理，说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在根据问题不断调整教学评价方式，使学生对课程保持客观正

确的认识，培养学生善于思考的能力。 

4. 讨论 

4.1. 教学优势及存在问题 

在新冠疫情的特殊背景下，学生们经历了一段前所未有的学习挑战。疫情流行不仅给学生的身体健

康带来了影响，部分学生甚至遭受了疾病的侵袭，这无疑为他们的学习之路增添了一层障碍。然而，值

得骄傲的是，绝大多数学生展现出了坚忍不拔的学习精神，他们克服了身体上的不适，坚定地回到了学

习的轨道上。在这段特殊时期，教学过程中任课教师发现了一定问题，具体分析如下： 

4.1.1. 学情方面 
首先，从学情方面来看，2018 级和 2019 级预防医学专业的学生展现出了极高的学习积极性。无

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课后作业的完成上，他们都表现出了认真和专注的态度。教师通过在超星平台

发布教学材料和教学任务，使学生们能够提前预习，同时翻转课堂的教学方式也有效地锻炼了学生的自

主学习能力，使学习从被动转为主动，极大地提升了课堂的教学效果。此外，这两个年级的学生之间形

成了良好的学习氛围，同学们相互激励、共同进步，特别是在卫生统计学这门课程中，他们展现出了极

大的学习热情和持续的认真态度，这与班主任、班干部的精心管理以及任课教师的悉心教学密不可分。

然而，尽管整体表现优秀，但仍有少数学生面临学习上的困难。这些学生长期缺乏学习动力，学习习惯

不佳，导致他们在课堂上无法集中注意力，课后也缺乏自主学习的意愿。这种消极的学习态度不仅影响

了他们自身的学业成绩，也对班级的整体学习氛围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对于这些学生，教师

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帮助，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 

4.1.2. 教学方面 
在教学方面，教师们采用了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案例式教学[7]和计算机辅

助教学是其中的两大亮点。教师们利用预防医学专业的典型案例，将统计学知识与实际问题相结合，通

过深入浅出的讲解和循序渐进的引导，学生们能够轻松理解并掌握统计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同时，在

机房进行的计算机辅助教学也为学生们提供了实践操作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

进一步加深对统计学的理解。此外，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良好互动也是教学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大部分

学生对专业课充满热情，对教师充满信任，这使得师生之间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桥梁。在课堂上，学生们

积极回答问题，与教师进行深入的交流；在课后，他们也能按时完成作业，与教师保持密切的联系。这

种良好的互动关系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果，也增强了他们的学习信心。然而，尽管大部分学生的学

习态度积极，但仍有少数学生存在消极的学习态度。这些学生在理论课和实践课上遇到困难时，没有充

分利用课堂和课后时间与教师进行积极的互动，导致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最终影响了他们的学习成绩。

因此，对于这部分学生，教师需要加强与他们的沟通和交流，引导他们主动寻求帮助，解决问题，提高

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和自信心。 

4.2. 教与学方面的改进措施 

在教与学的过程中，持续改进是关键。以下是针对当前教学现状提出的一系列具体改进措施，以期

能够更有效地引导学生掌握知识，提升实践能力，并培养终身学习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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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教学方法的精细化调整与优化 
为了使学生能够更好地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应当进一步优化教学方法。除了传统的讲授式教学

外，还应该引入更多的案例分析和项目驱动的教学方式，使学生能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巩固和应用统

计学知识。同时，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卫生统计学服务领域的科研活动，如统计建模大赛、大学生创新创

业大赛等，通过实践锻炼提升学生的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以赛促学[8]。此外，还将组织专题研讨会和

学术沙龙，为学生提供一个交流学习、分享经验的平台。 

4.2.2. 评价体系的完善与创新 
继续完善和创新评价体系，以更全面地评估学生的学习效果。除了传统的期末考试外，将加大形成

性评价的比重，通过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小组讨论等方式，全面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并及时给

予反馈和指导。这种评价方式有助于教师更准确地诊断学生的学习行为与效果，从而调整教学策略，提

高课堂教学质量。同时，形成性评价也能引导学生重视学习全过程，发挥学习能动性，培养学生自主学

习能力[9] [10]。 

4.2.3. 教育理念的深入实践与持续反思 
为了进一步提升教学效果，应不断加强本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并进行效果评价。针对学习动力不足、

学习不积极主动及对课程不感兴趣的学生，通过思政教学典型案例[11]和人物故事，引导学生树立积极的

人生观和学习观，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同时，定期进行教学反思和总结，不

断改进教学方法和策略，以适应学生的需求和提高教学效果。相信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卫生统计学课

程的教学将更加符合时代的要求，更好地服务于学生的成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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