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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分课堂结合B0PPPS教学模式在传染病护理教学中应用
张池 种琳琳 孟杰

承德护理职业学院， 河北省承德市 067000

摘要：目的：探索对分课堂结合 B0PPPS 模式在传染病护理教学中的实践成效。方法：整群选取 2023 年与 2024

年度护理专业所有传染病课程学生作为对照组与试验组，对照组采用传统课堂教学模式，试验组采用对分课堂结

合 B0PPPS 教学模式，比较教学前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教学后学生期末成绩分数、教学满意度评分。结果：教

学后试验组期末成绩、自主学习能力评分、教学满意度评分均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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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verify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PAD class combined with B0PPPS teaching concept in infectious

disease nursing teaching. Methods The students majoring in nursing in 2023 and 2024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spectively. The control group adopted the traditional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dopted the PAD class combined with B0PPPS teaching mode. The students '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before and after teaching, the students ' final score after teaching and the teaching satisfaction score were

compared. ResultAfter teaching, the final scores, self-learning ability scores and teaching satisfaction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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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和卫生公共事件的爆发，

护理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要求日益提高。面对复杂的病

情和多变的治疗环境，特别是在传染病护理领域，护理

人员的专业素养和应变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探讨

有效的教学模式来提高传染病护理教学质量，成为当前

护理教育领域的重要任务。本文旨在探讨对分课堂结合

BOPPPS 教学模式在传染病护理教学中的实施效果及其

对提升教学质量的潜在影响。

1.对分课堂与 BOPPPS 教学模式

对分课堂是张学新老师提出的一种课堂教学改革

新模式，主要 包含教师精讲、学生自学、讨论与答疑

四部分
[1]
，其核心理念是教师讲授与学生讨论区分开，

通过课后自主学习，达到自我内化与吸收。BOPPPS教学

模式是由加拿大学者提出的一种追求师生相互高度参

与的模式，主要包含导入、目标、教学前测试、相互参

与教学、教学后测试、反馈与总结六大部分
[2]
。BOPPPS

教学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同时促进教学质量。两种模式结

合有效打破传统单纯讲授法授课模式学生自主学习能

力低、积极性差理解知识困难的弊端，而且促使学生充

分利用起课前预习与课后内化吸收两部分，增强学生课

堂参与度，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与学生素质培养。

2.对分课堂结合 BOPPPS 教学模式在传染病护

理教学中的实施

选取2023年与2024年两届所有护理专业学生作为

对照组（466 名）与试验组（480名），实施教学前，对

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与知识操作水平、自主学习能力评

分进行采集评价，且比较显示两组资料（P>0.05）无统

计学差异，具有可比性。在传染病护理教学中，试验组

采取对分课堂结合 BOPPPS 教学模式，根据对分课堂结

合 BOPPPS 教学模式教学优势，本研究试验组以学习通

为辅助平台，主要分为课前预习、课中讲授与讨论、课

后测试与评价三大部分，具体步骤如下：

2.1 课前预习 教师层面：

简要介绍本次课程的主题和背景，激发学生兴趣，

明确本次课程的学习目标，了解学生对传染病护理相关



聚知刊出版社 2024年 1卷 3期

JZK publishing 医学研究

35

知识的了解程度，调整教学内容；学生层面：在学习平

台上完成预测，通过课前测试或提问的方式，了解需要

掌握的知识点和技能，了解学习的知识结构，进行预习

交流，进行自我评价并与教师沟通疑点。

2.2 课中讲授与讨论

核心主题为参与式学习，教师根据课前预习结果以

经典案例导入讲授传染病护理的重点和难点，进行知识

精讲，注意此过程让学生充分表达自己观点，教师不予

以评价并认可观点冲突。

同时在案例分解过程中引导学生进行小组讨论和

案例分析，最后面对课程教师提出的案例问题可以以小

组形式分享自己的观点与对课程的总结，形成知识内化，

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在与老师的对比中完善

自己的知识网结构。

2.3 课后测试与评价

在课程结束后，教师通过学习平台发布教学总结并

进行测试或作业的方式检验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情

况，进行总结反思，强调重点难点，并为学生提供复习

和进一步学习的建议，形成教学总结与反馈。学生完成

课后测试或进行成果展示，形成自我总结与评估，充分

理解内化课程内容知识点。

3.评价指标与观察方法

3.1 期末考试成绩

传染病护理课程考试试题根据护士资格证考试大

纲考点内容所设主要知识点如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

人群、传染病的防治方法，理论满分为 80 分；传染病

病人护理操作考核为 20分。

3.2 自主学习能力评估

根据王伟等研究
[3]
自主学习准备度量表行两组研究

对象考核评估，主要包含自我管理、自主学习、自我控

制三方面共200 分，分值越高代表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越

高。

3.3 教学满意度评估

自制满意度评估量表：主要包含学生是否增加学习

兴趣；知识水平是否提高；知识点难点与重点是否掌握；

对教师教学活动是否满意。每个条目设置非常满意、满

意、不满意三个等级。满意度=（非常满意+满意）人数

/总人数 ×100%。

4.数据分析与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19.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

料符合正态分布以（x±s）表示，行两独立样本 t 检

验，组内教学前后行配对样本 t检验；计数资料以频数

表示，行 X2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结果

教学后期末成绩评分上试验组高于对照组，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在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上两组教学

后均高于教学前，且试验组高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教学满意度评估上，试验组高于对照组，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 1 试验组与对照组在各观察指标的比较

组别
期末成绩分
(x±s) 自主学习能力（x±s) 教学满意

度（人数）

试验
组

90.45±3.69
前：145.05±9.97

95%（456）
后：159.45±6.58

对照

组
83.60±5.42

前：145.30±10.13
70%（326）

后：151.60±8.39

t/X2 -4.67 0.79/-3.29 4.32

P 0.01 0.93/0.02 0.03

注: 前表示实施教学前；后表示实施教学后

6.讨论

在当今医学教育领域，尤其是传染病护理学科，传

统的教学模式已经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除了

传授必要的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

维能力，使他们能够在实际工作中独立思考并解决问题。

面对不断出现的新型传染病，这种能力显得尤为关键。

然而，如何在医学教育中有效培养这种能力，已成为新

时代医学教育改革中的一大难题和重点。“对分课堂”

与 BOPPPS教学模式的结合，作为一种创新的教学方法，

正处于教育教学实践中的不断完善和探索阶段。目前，

这种模式的应用范围相对有限，其在传染病护理教学中

的实际效果尚需进一步验证。本研究旨在将这两种模式

相结合，应用于传染病护理教学中，不仅是一种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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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一次深入探索和求证的过程。通过“分课堂”教学，

学生可以在小规模的课堂环境中获得更多的互动机会

和个性化指导，这有助于提升他们的学习体验和效果。

而 BOPPPS 教学模式则通过引入、明确目标、预评估、

参与式学习、后评估和总结等环节，系统地引导学生从

理论到实践的过渡，增强他们的实践能力和问题解决能

力。本研究将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深入分析这两种教

学模式结合在传染病护理教学中的具体应用效果。通过

对教学过程的细致观察、对学生学习成果的深入分析，

以及对教师和学生反馈的收集，本文将全面评估这种教

学模式在提升学生专业素养、批判性思维能力以及应对

新型传染病挑战的能力方面的效果。此外，本研究还将

探讨如何优化教学内容和方法，以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

的教育需求和公共卫生挑战。通过不断的实践和反思，

我们期望为护理教育工作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启示，

共同推动护理教育的发展，培养出更多具备高素质和强

能力的护理专业人才。

本研究对分课堂结合 BOPPPS 教学模式在传染病护

理教学中取得了显著效果。本研究期末成绩由理论与实

践两部构成，实施本研究教学模式学生在理论知识与实

践操作能力体现在期末成绩上，试验组学生知识水平、

实践考核成绩均高于对照组，试验组得分 90.45±3.69

远高于对照组得分 83.60±5.42，说明实施干预后学生

对于重点内容与知识点掌握程度更高理解更好，在如何

批判性思考应对公共卫生事件实践能力上整体表现优

于对照组，进一步证实对分课堂与 BOPPPS 模式联合教

学对于护理专业学生学习传染病护理学科具有可行性，

甚至可推广到医学专业的其他学科教学的开展；在自主

学习能力上试验组评分 159.45±6.58 高于对照组评分

151.60±8.39，表明学生通过对分课堂的方式课堂参与

度大大提高，潜移默化中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对于学习

专业知识的热爱度有显著提高，能够进行自我学习管理，

理性分配学习任务与时间，培养并学会应用批判性思考

问题从而间接培养学生的专业核心素养，有利于护理专

业人才的建设，做到岗课赛证、产教一体；在学生教学

满意度上本研究采用两种模式的融合大大提高学生对

教师的授课兴趣、理解教学内容、教学活动的开展，从

而提高对教学教师的满意度(95%)。

对分课堂结合 BOPPPS 教学模式在传染病护理教学

中具有显著优势，该教学模式能够充分发挥教师和学生

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教学质量，学生

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传染病护理的相关知识，提高临床

应变能力和综合专业素质。因此，建议在传染病护理教

学中广泛应用该教学模式，以培养更多理论知识扎实、

临床应变能力强、综合专业素质高的护理人才，值得其

他学科教学研究借鉴应用。

结论：

将对分课堂结合 B0PPPS 教学模式实施于传染病护

理课程教学中可有效提高学生教学质量，深度挖掘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培养传染病教学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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