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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专业网络学习平台的应用现状及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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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网络学习平台在护理专业教学中应用广泛，文章为明确护理专业网络学习平台的应用现状及效果，

采用自主编制的调查问卷收集网络学习平台的应用现状、网络学习评价及满意度。调查发现护理专业网络学习平

台的应用效果良好，但护理本科生存在自主学习能力不足的问题，且对师生互动、建立网络教学反馈平台的需求

较大。其次，教师教学质量、课程互动、自主学习能力是影响网络学习平台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建议采取相应措

施促进护理专业网络学习平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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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etwork learning platform is widely used in nursing teaching.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application status 
and effect of network learning platform for nursing profession, this paper uses self-prepared questionnaire to collect the 
application status, network learning evaluation and satisfaction of network learning platform. The survey found that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online learning platform for nursing majors is good, but there is a problem of insufficient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of nursing undergraduates, and there is a large demand for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online teaching feedback platform. Secondly, teachers' teaching quality, curriculum interaction and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ar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satisfaction of e-learning platform. It is suggested that corresponding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network learning platform for nursing specialty. 

【Keywords】Nursing; Undergraduate students; Network learning platform; Web-based learning evaluation; Online 
learning satisfaction; Network teaching 

 
网络学习平台是一种基于网络的由学习者（群体）

及助学者（包括教师、专家、辅导者等），在共同环境

中围绕共同的主题进行沟通、交流，分享各种学习资源，

最终达到有意义学习的目的的在线学习平台[4]。在网络

教学环境下，各种网络教学平台层出不穷，学习资源与

教学方式不断创新，师生在基于网络教学平台的教学

互动过程中形成了较为灵活的网络学习模式。护理本

科生作为未来护理专业人才队伍的主力军，网络学习

平台在护理专业教学中应用广泛。目前护理专业课程

所开发的网络教学平台有超星学习通、雨课堂、腾讯课

堂等，授课方式有直播、录播、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等，

学生应用网络学习资源的设备有手机、电脑、平板等，

网络课程互动和教学反馈作为学生及教师之间沟通、

交流的关键纽带，这些都是维持网络学习平台发展的

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网络学习平台主要依赖于网络

技术发展，致使师生之间存在距离性、虚拟性等局限性，

因而网络学习平台在护理专业中的应用现状及其应用

效果并不清楚。鉴此，本研究首先从网络教学平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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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学习资源、网络课程互动和教学反馈等方面调查护

理专业网络学习平台的应用现状，并调查护理本科生

的网络学习评价及满意度，最后根据调查结果提出改

善网络教学效果的建议，为强化网络学习平台、推动我

国护理专业信息化教育的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次调查于 2022 年 3-4 月，以衡阳某高校护理本

科生为调查对象进行网络学习平台应用现状、网络学

习评价及网络学习满意度的调查。调查问卷由课题组

调查员统一发放，在调查对象匿名填写后当场收回。共

发放问卷 275 份，收回问卷 263 份，回收率为 95.9%，

其中，男生 31 人，女生 232 人；大一学生 47 人，大

二学生 34 人，大三学生 182 人，大四学生基本无课程，

不在调查范围内。 
1.2 研究方法 
在文献分析、小组讨论的基础上，形成了自主设计

的《护理本科生网络学习情况调查问卷》。该问卷的

Cronbach's α 为 0.880，KMO 检验值为 0.938，问卷的

信效度较高。问卷包括三个部分，共计 41 个题目，包

括 1 个开放性问题和 40 个结构化题目。其中，第一部

分是关于个人基本情况的调查，具体包括性别、年级、

年龄、居住地等信息。第二部分是关于网络学习平台在

护理专业教学中的应用现状调查，包括网络教学平台、

网络教学资源、网络教学课程、教学反馈机制、网络课

程互动等。第三部分是关于护理本科生网络学习评价和

满意度调查，网络学习评价包括课程设置、教师教学质

量、课程互动、自主学习能力四个方面，满意度包括提

高思维和表达能力、焦虑、增加学习兴趣和学习时间安

排灵活四个方面。网络学习评价和满意度测量项目均采

用李克特（Likert）五等级设计，即 1~5 分别为非常不同

意、不同意、不确定、同意、非常同意等五个等级。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6.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均

数±标准差表示，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采用 Spearman
进行相关性分析，采用 Logistic 回归进行影响因素分析，

检验水准 α=0.05，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网络学习平台在护理专业中的应用现状 
网络学习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网络学习平台、网

络学习资源、网络课程互动和教学反馈等。本研究结果

显示，在理论课网络教学平台中，超星学习通（94.5%）、

雨课堂（80.7%）、腾讯课堂（70.2%）的使用率较高，

在实践课网络教学平台中，虚拟仿真教学平台（70.9%）、

超星学习通（51.9%）、雨课堂（31.2%）的使用率较

高，见表 1-2。在网络教学设备资源中，智能手机

（61.6%）、笔记本电脑（29.66%）的使用率较高。学

生的最常用的网络学习资源分别来自任课老师的教学

课件（39.3%），中国大学 MOOC（27.1%），大学资

源网（13.2%），国家数字图书馆（10.6%），高校课件

下载中心及其他（9.8%）。在网络授课方式中，直播课

程（69.58%）、录播（17.87%）的选择率较高。在网络

课程互动中，学生对师生讨论（81.75%）、学生小组讨

论（68.44%）的选择率较高。在教学反馈机制中，学生

对建设网络学习反馈平台（68.06%）的意愿率最高。 
2.2 护理本科生对网络学习的评价 
网络学习的评价包括课程设置、教师教学质量、课

程互动、自主学习能力。调查结果显示，护理本科生对

教师教学质量的评价分值最高（3.87±0.752），对自主

学习能力评价的分值最低（3.603±0.843）（见表 3）。 
2.3 护理本科生对网络学习的满意度 
网络学习满意度包括提高逻辑思维和表达能力、

感到很焦虑、增加学习兴趣、增强学习灵活性。调查结

果显示，护理本科生认为网络学习平台能提高逻辑思

维表达能力的分值最高（3.338±0.910），感到很焦虑的

分值最低（2.726±1.067），增加学习兴趣、增强学习灵

活性的分值分别为（3.338±0.910）和（3.338±0.910），

表明护理本科生网络学习的满意度较好。 
在护理本科生网络学习评价与满意度的相关性分

析中，二者整体上呈正相关，见表 4。结果显示，网络

学习满意度与自主学习能力相关性最强，与课程设置

相关性最弱。其中自主学习能力与增加学习兴趣相关

性最强（r=0.708，P <0.05），课程设置与感到很焦虑

相关性最弱（r=-0.123，P <0.05）。教师教学与满意度

的相关性介于-0.132~0.648（P <0.01），其中教师教学

与增加学习兴趣相关性程度最强（r=0.648，P <0.01）。
课程互动与满意度的相关性介于 0.046~0.612，其中课

程互动与提高逻辑思维和表达能力相关性程度最强

（r=0.612，P <0.01）。在此基础上，以网络学习评价

中课程设置、教师教学情况、课程互动、自主学习能力

为自变量，网络学习满意度为因变量，采用输入回归法

进行护理本科生护理网络学习评价和网络学习满意度

的回归分析。回归方程 F 检验（P <0.001），R=0.738，
R²=0.542，表明回归模型构建具有统计学意义，课程设

置、教师教学情况、课程互动、自主学习能力可显著影

响网络学习满意度，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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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理论平台”选项次数分布表 

 频率 百分比 

超星学习通 225 94.5% 

雨课堂 192 80.7% 

腾讯课堂 167 70.2% 

腾讯分屏 64 26.9% 

抖音 18 7.6% 

慕课网站 146 61.3% 

表 2  “实践平台”选项次数分布表 

 频率 百分比 

虚拟仿真教学平台 168 70.9% 

超星学习通 123 51.9% 

雨课堂 74 31.2% 

腾讯课堂 64 27.0% 

腾讯分屏 43 18.1% 

其他 39 16.5% 

抖音 9 3.8% 

表 3  护理本科生网络学习评价的描述性统计 

 平均值 标准差 

课程设置 3.798 2.279 

教师教学质量 3.87 0.752 

课程互动 3.677 0.841 

自主学习能力 3.603 0.843 

表 4  网络学习评价与满意度的相关性 

项目  提高逻辑思维和表达能力 感到很焦虑 增加学习兴趣 自主学习时间安排灵活 
课程 

设置 

教师教 

学情况 

课程 

互动 

自主学 

习能力 

提高逻辑思维和表达能力 皮尔逊相关性 1        

感到很焦虑 皮尔逊相关性 -0.194** 1       

增加学习兴趣 皮尔逊相关性 0.733** -0.224** 1      

自主学习时间安排灵活 皮尔逊相关性 0.679** -0.225** 0.701** 1     

课程设置 皮尔逊相关性 0.423** -0.123* 0.414** 0.415** 1    

教师教学情况 皮尔逊相关性 0.628** -0.132* 0.648** 0.560** 0.738** 1   

课程互动 皮尔逊相关性 0.612** 0.046 0.601** 0.514** 0.547** 0.719** 1  

自主学习能力 皮尔逊相关性 0.701** -0.224** 0.708** 0.575** 0.542** 0.733** 0.669** 1 

**. 在 0.01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在 0.05 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表 5  护理本科生网络学习评价与满意度的回归分析 

变量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t 显著性 
共线性统计 

B 标准误差 Beta 容差 VIF 

（常量） 0.355 0.784  0.453 0.651   

课程设置 -0.137 0.071 -0.121 -1.938 0.054 0.454 2.202 

教师教学情况 0.184 0.059 0.257 3.109 0.002 0.259 3.855 

课程互动 0.291 0.052 0.353 5.559 0.000 0.439 2.277 

自主学习能力 0.268 0.059 0.295 4.541 0.000 0.421 2.375 

a. 因变量：学生满意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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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与展望 
3.1 护理专业网络学习平台的应用效果良好，但尚

未建立健全教学互动、反馈机制 
本研究对护理专业网络学习平台的应用现状进行

了调查与分析，发现网络教学平台中超星学习通

（94.5%）、雨课堂（80.7%）、虚拟仿真教学平台（70.9%）

的使用率较高，评价反馈中建设网络学习反馈平台

（68.06%）的意愿率最高。研究结果显示，超星学习通

和雨课堂在护理专业的理论课和实践课方面的应用率

较高，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两个平台的功能设置齐全，能

满足课前-课中-课后每一个教学环节的需求。另外，虚

拟仿真教学平台所创建的沉浸式仿真体验可使实践教

学更加逼真、立体，增加了课堂的趣味性，能够极大地

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与临床思维能力，同时也可以弥

补临床很多疾病无法进行实践教学的局限和困境，让

在校大学生掌握临床实践教学中的临床技能，可有效

降低步入临床后护理差错甚至护理事故的发生率[7，8]。

网络教学平台不仅可将全国同专业、同行业的学习者

与教师、专家等汇集到一起，还可以借助最新的、最合

适的教学手段更好地进行教学，从而打破地域的限制、

不同学校的限制以及不同师资水平的限制使真正想学、

愿意学的学生都能得到优质的专业教育[5，6]。另外，在

网络学习平台应用现状的调查中可发现广大师生对交

流互动、建立网络教学反馈平台的需求较大，目前尚未

建立健全的教学反馈机制，因此构建及时、高效的网络

学习平台教学互动、反馈机制迫在眉睫。最后，高校也

可通过制定相关量表评估老师与学生在教学、学习方

面的动机与需求后，针对性地完善网络教学互动、反馈

机制，从而在保证网络教学质量的基础上，可推动网络

学习平台的健康可持续发展[9]。 
3.2 网络学习评价至关重要，从评价中反映出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不足 
本调查结果显示，在网络学习评价中，教师教学情

况的得分最高（3.87±0.752），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得

分最低（3.603±0.843）。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不足直接

影响了教学效果，这与许周茵、陈楚媛[10]等人调查结

果基本一致。网络自主学习是提高护理本科生临床知

识和护理技能的重要方式之一，其因开放性、虚拟性等

特点教学效果始终是目前教育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也

因平等性、不受时间和地点限制等优点体现了构建网

络学习平台的重要价值[11，12]。网络学习评价在评教、

评学中至关重要，这是目前对网络学习效果最直接、最

客观的反映。本研究从网络学习评价中发现学生的自

主学习能力不足，综述文献也可证实这是一个在网络

学习中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改变这一问题对教学效

果的影响。首先，在网络学习平台中，教师可充分发挥

网络教学优势，创新教学方法，转变教学观念，帮助不

同层次的学生筛选有效的网络学习资源，最大限度的

满足学生个性化教学的需求，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其

次，教师作为网络学习平台的助学者，可借助网络教学

平台的交流互动功能，以线上引导者和线下监督者的

身份参与到互动环节中，可增强学生对于网络学习行

为和网络学习时间的控制能力。最后，学生还可自发组

建学习小组共享学习资源，增强学习的能动性和强化

自主学习的氛围[13]。整个教学期间，教师可及时查看

反馈意见，及时回应学生关于自主学习的担忧[14]。因

此，优化教师教学和强化自主学习能力是提升学生学

习兴趣的重要途径，有利于维持网络学习平台的持续

健康发展和提升网络教学的整体效果[15]。 
3.3 网络学习的满意度良好，且与网络学习评价密

切相关 
调查结果显示，护理本科生认为网络学习平台能

提高逻辑思维表达能力的分值最高（3.338±0.910），感

到很焦虑的分值最低（2.726±1.067），增加学习兴趣、

增强学习灵活性的分值分别为（3.338±0.910）和

（3.338±0.910），表明护理本科生网络学习的满意度良

好。目前，大学生作为使用网络的主力军，他们具有较

强的网络信息获取能力，且使用网络已成为他们每天

的活动之一。网络学习已经成为所有学生获取知识的

重要途径之一。网络学习满意度不仅是评价网络学习

平台好坏的重要指标之一，也是能否吸引客户使用的

客观指标之一。但在大学生及各高校所使用的各个网

络专业学习平台却往往忽略了学生对网络学习的满意

度，目前对这块的研究仍比较少。从本次的研究结果来

看，网络学习评价与满意度密切相关，其中教师教学情

况（β=0.184，P=0.002）、课程互动（β=0.281，P<0.001）、
自主学习能力（β=0.268，P<0.001）对网络学习满意度

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因此，优化教师的教学，强化学

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及有效的课程互动可成为提升网络

学习满意度的重要手段。此外，在本研究调查的开放问

题回答中，网络卡顿、网速慢以及缺乏安静的学习环境

等原因可导致学生无法与教师进行有效的课程互动，

从而降低了网络学习满意度。在网络学习过程中，学生

可以自由组合成一个小组，相互督促、共同学习，教师

也可以通过增加课程互动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

学习兴趣，减少学习过程中的疲劳感，缓解焦虑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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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学生真正、有效的投入学习中，这些措施可有效提升

护理本科生的网络学习满意度和网络教学效果[16，17]。 
综上所述，网络教学作为当前全国各高校所采取

的重要教育方式之一，其在护理专业教学中也发挥着

良好的效果。各高校应从教师教学质量、课程互动、自

主学习能力、网络的稳定性、学生的学习环境等因素出

发，着力加强教学平台应用、建立反馈渠道、提高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强化技术保障等措施，不仅可提升护理

本科生的网络学习效果及满意度，也可促进护理专业

网络学习平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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