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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对昆明医科大学网络课程平台在寄生虫学课程形成性考核体系中的的应用效果进行评价．方

法 昆明医科大学 2009级检验专业 79名学生采用传统教学和网络课程平台辅助教学为实验组，2009级临床医学

专业 134名学生采用传统教学方法教学为对照组．结果 实验组学生的人体寄生虫学期末考试成绩明显优于对照

组学生（ ＜0.05）．调查问卷显示 90.7%的学生认为网络教学平台对自主学习有帮助．结论 网络课程平台的构

建，可以改变传统教学方法的局限性、提高学生网上自主学习能力．对人体寄生虫学课程形成性考核方式提供了

一种可行的、有效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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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network courses platform used in formative assessment system

of human parasitology in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Methods 2009 students（79） majored in Laboratory

Medicine and 2009 students（134） majored in Clinical Medicine were selected in our university and were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 was used in control group．Traditional and
network assisted teaching methods were used in experimental group．Results The scores of parasitology theory test

in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remarkably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Questionnaires showed that 90.7%

students generally agreed that the network teaching platform was helpful to autonomous learning（ ＜0.05）．

Conclusions Network courses platform significantly breaks the limitation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and improves the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of students．Building the Network courses platform provides a feasible and effective

solution for formative assessment of human parasitology courses.

［Key words］ Network courses platform; Human parasitology; Formative evaluation system

Journal of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CN 53 - 1221 R昆明医科大学学报 2013，（2）：159耀 员远员

［基金项目］昆明医科大学教研教改重点资助项目（2010Z06）

［作者简介］王卫群（1983～），女，云南宣威市人，医学硕士，助教，主要从事人体寄生虫学教学和科研工作．

［通讯作者］贾雪梅．E-mail: jxmky@yahoo.com.cn

随着网络技术不断向教育领域扩展，网络教

学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方式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

视．相比以传统教学理论为基础的传统教学，网

络教学能更充分地利用教育资源．网络教学是一

种开放式的教育体系，为知识经济时代的终生教

育、终生学习提供了良好的条件[1]．而所谓形成性

考核，是指对学习者学习过程的全面测评，是对

学习者课程学习成果的阶段性考核，是对学习者

学习目标的阶段性测试，是课程考核的重要组成

部分．网络课程平台的构建，对课程形成性考核

方式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有效的解决方案[2，3]．

本课题组于 2010年依托校园网建立了人体寄

生虫学网络课程平台，并将网络教学与传统教学

相结合，探索一种新的教学模式．为了评价网络

课程平台在人体寄生虫学课程形成性考核体系中

的的应用效果，笔者对网络平台辅助教学实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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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问卷调查情况（%）

Tab. 1 The questionnaire situation（%）

调查项目 选择内容 百分比（%）

网上学习是否扩展了学习空间，对自主学习的帮助 很大帮助 71.7

没有帮助 9.30

有一些帮助 19.0

网络学习，老师不监督，能否自觉完成学习任务 能 70.7

不能 29.3

是否乐意完成老师在网络上安排的一些学习任务 很乐意 58.6

一般 36.2

不乐意 5.20

网上单元测验对学习、复习和知识的掌握帮助 很大帮助 62.1

没有帮助 27.6

有一些帮助 10.3

学校的网络是否能满足自主学习需要 能 63.8

不能 20.7

一般 15.5

是否查阅了教学要求以 外的网络课程资源 是 70.7

否 29.3

总人数 5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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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学生期末成绩进行比较分析，并进行了问卷调

查，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昆明医科大学 2009级医学检验专业 79名学生

为实验组， 2009级临床医学专业 134名学生为对
照组，两组学生均经过高考统招入学，高考成绩、

基础知识、年龄、性别、籍贯等方面比较无差异．

教材使用科学出版社出版，周本江主编的《医学寄

生虫学》案例版．

1.2 方法

昆明医科大学 2009级医学检验专业和临床医

学专业学生第五学期开设人体寄生虫学课程，在课

堂上，两个班学生均严格按教学计划进行教学．课

后，对照组学生按传统学习方式复习和自学；实验

组学生则可以利用网络课程平台进行复习和自学．

自行设计调查问卷表，采取集中发放问卷，以

被调查对象无记名方式当场填写、当场回收．问卷

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内容：（1）网上学习是否扩展

了学习空间，对自主学习有无帮助； （2）对于网

络学习，如果老师不监督，是否能自觉完成学习任

务；（3）是否乐意完成老师在网络上安排的一些
学习任务；（4）网上进行单元测验对学习、复习

和知识的掌握有无帮助；（5）学校的网络是否能

满足自主学习需要；（6）是否查阅了教学要求以

外的网络课程资源等几个方面的问题，学生的调查

结果进行比较研究．

实验班和对照班均统一命题组织考试，全体寄

生虫学任课老师流水评卷，比较实验班和对照班的

考试成绩，并分为 60分以下、60～70分、70～80

分、80～90分、90～100分几个分数段，统计两个

班各分数段的学生人数，以此除以该班的学生总数

计算学生百分比，然后统计分析．

1.3 统计学处理

计量资料以均值加减标准差（x±s）表示，实
验班与对照班平均成绩两两比较用 检验．以上所

有的数据均用 SPSS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问卷调查情况

共发放问卷 60份，收回问卷 58份，有效问卷

58份，回收率 96.7％．调查问卷显示 90.7%的学

生认为网络课程平台对自主学习有帮助，70.7%的

学生认为对于网络学习，在老师不监督的情况下，

能自觉完成学习任务．27.6%～62.1%的学生认为

网上单元测验对学习、复习和知识的掌握有帮助，

见表 1．



3 讨论

为了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

图 1 2009级检验专业成绩分布直方图
Fig. 1 The histogram of test results of 2009 inspecti-

on programs

图 2 2009级临床专业成绩分布直方图
Fig. 2 The histogram of test results of 2009 clinical

professional

表 3 两班期末考试试频数统计（n）
Tab. 3 The two classes of final examination frequency statistics（n）

＜50分 0 ＜50分 0 ＜50分 5 ＜50分 5

50～ 2 50～ 2 50～ 4 50～ 4

55～ 2 55～ 2 55～ 5 55～ 5

60～ 2 =60 0 60～ 9 =60 2

65～ 6 61～ 2 65～ 11 61～ 7

70～ 14 65～ 6 70～ 14 65～ 11

75～ 16 70～ 14 75～ 23 70～ 14

80～ 17 75～ 16 80～ 26 75～ 23

85～ 16 80～ 17 85～ 29 80～ 26

90～ 4 85～ 16 90～ 5 85～ 28

95～ 0 90～ 4 95～ 3 90～ 8

总人数 79 总人数 79 总人数 134 总人数 134

分数 频数 分数 频数 分数 频数 分数 频数

直方图频数 考试分段频数 考试分段频数

2009级检验试卷评数统计

直方图频数

2009级临床试卷评数统计

表 2 两班期末考试成绩［n（%）］
Tab. 2 The final examination results of two classe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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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各班级考试成绩统计

两班同学均参加昆明医科大学统一组织的考

试，成绩显示实验班最高分比率为 5.1%，对照班

为 3%，实验班平均分为（78.3±8.84），对照班平

均分为 （76.4±12.26），实验班及格率为 94.9%，

对照班及格率为 89.6%，通过学生成绩分析，实验

班和对照班各分数段人数及平均成绩有显著差异

（＜0.05），见表 2．

2.3 各班考试成绩分布

两个班学生个人考试成绩按＜50 分，50～，

55～，60～，65～，70～，75～，80～，85～，

90～，95～共计 10个分数段进行频数统计见表 3，

并绘制直方图见图 1，图 2．结果显示，2009级检

验专业有 4个同学不及格，2009级临床医学专业

有 14个同学不及格，最高分在 2009级检验专业，

两个班成绩均呈正偏态分布，但 2009级检验专业
班的成绩更接近于正态分布．

对 象 n 60分以下 60～70分人 70～80分人 80～90分人 80～10分 平均分 及格率

实验班 79 4（5.1）* 8（10.1）* 30（38）* 33（41.8）* 4（5.1）* 78.3±8.84* 75（94.9）*

对照班 134 14（10.4） 20（14.9） 37（27.6） 55（41） 8（3） 76.4±12.26 120（89.6）

与对照班比较，*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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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普遍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重

视培养学生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

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团结协作和社会活

（分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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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能力，除了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提供一个宽

松与自由的学术和思维空间，让学生能够逐步发

展自我．在这样的培养目标下，单一模式的评价

方式并不能完全与教学目标相适应．因此，本课

题组建立了人体寄生虫学网络课程平台，将网络

教学与传统教学相结合，旨在完善人体寄生虫学

学业成绩的形成性考核评价体系．
研究结果显示，2009级检验专业学生的人体

寄生虫学考试成绩优于 2009级临床专业学生，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同学们经过网络平台的学习，

对形成性考核过程中培养的自主学习能力、学习

主动性和积极性，以及在阶段性考核过程中积累

的知识等有着积极的影响．网络课程平台的构建，

可以改变传统教学方法的局限性、提高学生网上

自主学习能力．对人体寄生虫学课程形成性考核

方式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有效的解决方案，

总之，利用网络教学平台已经成为当前教育

技术和教学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为传统教学注

入了活力，是传统教学的补充[4，5]．不仅对寄生虫

学课程形成性考核起到了非常积极地作用，而且

对推广到昆明医科大学所有专业的人体寄生虫教学

课程中应用奠定了良好基础，同时极大地丰富了教

育资源，促进教学改革和教学质量的提高，保证学

校学分制管理改革的顺利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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