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期间全国中医药院校在线教学质量调查  

（学生版） 

三天数据报告 

根据教育部印发《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在线教学组织与

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各中医药院校戮力同心，共克时坚，协作交流，快速

反应，多举措确保“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自 2 月 17 日起，陆续开始线上

教学，关于开课情况公众号已进行两期报道。 

为进一步了解全国中医药院校在线教学质量，全国中医药教育发展中心联

合北中医国家中医药高等教育研究院、教育部中医教指委、教育部中西医指

委、全国中医药高教学会教育科学研究会开展“疫情期间全国中医药院校在线教

学质量调查”，项目于 2020 年 3 月 2 日启动，得到了各中医药院校的大力支

持，广大中医药学子积极参与，学生版问卷在发出后 2 天(即 3 月 3 日)样本量

已突破 10 万！ 

研究采用混合研究设计，以问卷调查为主，收集多数学生定量数据，再对

部分学生进行访谈研究，探讨深层次原因与期望。 

  🔺问卷：分四部分。 

1.学生基本信息。主要调查学生及家庭基本情况。 

2.以往在线学习经历，主要考察之前在线学习及授课情况。 

3.疫情期间在线学习情况，由学习态度、学习行为、课程与教学、临床实践教

学、教学资源等维度构成。 

4.疫情相关题目及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考察，包括疫情关注程度，对中医药的

认同，专业认同及中医药信念等相关题目。 

  🔺访谈：主要为探究原因及更深层次感受与建议。 

因部分院校还未正式开课，现将调查开展 3 天数据 情况进行简单汇报，以促

进线上教学质量提升，为中医药院校教育改革提供详实数据支持。 

一、目前多少学生参加了调查？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OTcyNDAyMQ==&mid=2247483910&idx=1&sn=91ed1f48eca5bd62c3f3a1b8fc08eea8&chksm=e98c6f1cdefbe60a8edded895a05818d1bf666cef6e0a2eb1cb5b8690fe4b48cca282a152fbc&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0OTcyNDAyMQ==&mid=2247483910&idx=1&sn=91ed1f48eca5bd62c3f3a1b8fc08eea8&chksm=e98c6f1cdefbe60a8edded895a05818d1bf666cef6e0a2eb1cb5b8690fe4b48cca282a152fbc&scene=21#wechat_redirect


第一期 2020 年 3 月 2 日早 8：00-3 月 4 日晚 20：00。前 3 天共收回 111984

份填答问卷。其中，中医药独立院校及含有中医药类相关专业综合院校问卷数

量为 111079 份，来自 33 所中医药独立院校（含三本、专科）及 4 所开设中医

药类专业的综合院校。样本量超过 2000 的独立院校共计 18 所，对应样本量为

103898，占总样本量 93.5%。样本所在院校分布于北京、上海、贵州、河南等

23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值得一提的是，湖北中医药大学也已于 2 月 17 日如期开学，并有 5239 名学生

参与到本次调查当中。 

  

 

学校分布情况 

（仅展示样本量大于 800 的院校） 

  二、参与调查的是哪些学生？ 

  🔺 样本分布中，女生比例远高于男生，占 70.9%。 

  🔺 中医学类专业（含中医学、针灸推拿学、民族医学）比例最高 33.59%。 

  🔺 参与调查的学生中本科生占绝大部分，达 92.9% 

  🔺 低年级、仍处于课程阶段的学生居多，占 2/3 以上。 

  🔺 乡镇、农村学生居多。 



    





 

  三、以前上过“网课”吗？ 

  🔺 疫情之前，多数学生表示很少使用在线学习的方法，其中 13.29%的学生

表示从没使用过。 

  🔺 教师在之前授课中，仅有 7.68%的教师总是采用线上线下授课相结合的

方法，而多数教师很少使用这种方法。 

  🔺 线上学习资源未充分利用，教师与学生均缺乏混合式教与学的经验。 



  

 

  四、 哪些教学活动适合在云端？ 

  🔺 选修与通识课最适合，课前预习、临床理论和病例书写也适合。 

  🔺 具有实际操作性教学活动，均不太适合，如按摩推拿、取穴刺灸、切诊

等教学，临床技能操作最不适合。 

  

 



  

 

  五、 最近上课还满意吗？ 

  🔺 学生满意度处于一般水平较多，其次为满意，说明总体较为满意，但还

有进步空间。 

  1、满意度 

  

 

  2、通过在线学习，能够达到自己的目标 



   

  六、学习条件 

  ——有网络吗？学习用什么？资源哪里来？ 

  🔺 大部分学生居住地的网络较好或可解决上网问题。 

  🔺 但仍有 8.54%的学生既没有 wifi,使用手机流量也有问题，不具备线上学

习条件。 

  🔺 学生学习以手机为主,也有多数同学使用电脑。 

  🔺 最常使用学习的网站及 APP 是中国大学慕课网、超星网及智慧树。 

  🔺最常使用获取资源的网站是微信、B 站及腾讯视频。 

  1、网络情况 



  

 

  2、学习设备 

   

  3、常用在线学习平台 

  

 



  4、常用获取资源网站 

  

 

  七、学习有动力吗？ 

  🔺 超过半数的学生认为与之前相比，学习动力并没有变化。 

  🔺 32.44%的学生认为比之前上课更有学习动力了，学习更有动力的原因主

要有疫情对自己有所触动，希望学习更多知识去帮助别人，此外，学习环境有

所干扰，学习形式复杂可能会对学生学习产生影响。 

  🔺 在学生给与的建议中，也看到学生认为软件太多也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1、是否有动力 

  

 



  2、原因分析 

  

 

   

  八、 学习过程——投入了多少？ 

  （一）时间投入增加了 

  🔺 与传统课堂时期相比较，学习时间总体增加了。 

  🔺 近 60%的学生表示能在课程中一多半的时间内认真听讲。 

  🔺 多数学生认为完成学习要求的时间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1、学习时间 



  

 

  2、全神贯注听讲时间所占比例 

  

 

  3、与传统课堂相比，现在用于完成学习要求的时间多了 



   

  （二） 学业挑战度水平一般 

  🔺 两端分布较均匀。多数学生认为线上授课内容难易程度一般，学生自身

对授课内容进行拓展学习也处于中间水平。 

   

  🔺 多数学生能够总是或经常主动与同学合作完成学习任务。虽然线上学习

形式有变，但基本不影响学生合作学习。 



   

  🔺虽然多数同学认为没有变化，但也有部分同学认为比之前更愿意与教师互

动。 

  🔺超过 68%的学生表示在线学习过程中，教师对提问、讨论或作业进行了

及时反馈。 

  1 与传统课堂相比，在线学习时我更愿意跟老师互动 

   

  2 在线学习中，教师对我们的提问、讨论或作业进行及时的反馈 

   



   

  （五） 有效学习 

  🔺课程目标来看，多数学生有较为清晰的学习目标。 

  🔺多数老师可明确告知学生课程目标。 

  🔺老师提供的教学资源基本可满足学生学习要求。 

  🔺多数教师会明确告知学生课程考核方式。 

   

  （六） 考核评价 



  🔺 教师用课下作业、打卡次数、课堂测验和提问的方式进行考核，较少用

小组讨论的方式。可以看到线上教学因形式限制，对讨论式教学有所限制。 

  

 

  九、 情感价值观 

  🔺 非常关注疫情情况。 

  🔺 具有中医药文化自信，对中医药在此次疫情中发挥的重要诊疗效果十分

认同。 

  🔺 专业认同感较高。对自己所学专业大多很认同。前后对比，疫情发生

后，对未来的职业方向更加坚定。 

   



  

 

  十、 学生还说了什么？ 

  项目组教师对 4 所中医药院校的 16 位学生进行电话访谈，得出以下研究结

果。 



   



  学生对下一阶段的在线学习提出了一些建议：          

  1.希望尽量统一教学平台或软件； 

  2.感觉直播授课的实际效果会比录播视频更好； 

  3.希望能够统一配备电子或纸质教材以方便学习； 

  4.认为教师在授课前一段时间发放学习资料效果会更好； 

  5.学生普遍认为按照原计划上课的时间来安排课程进行学习，有助于自律来

克服自己的“拖延症”。 

  截至发稿，各院校依然在开展线上教学中，希望本调查数据可为中医药院校

进行在线教学反思，有针对性调整教学方案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待全部中医药院校开学后，本项目组将进一步收集汇总更为全面的数据，并

继续进行相关分析。建议后开学中医药院校，待上课 3 天后对学生发放此问卷

进行调查。 

  让我们共同期待在一线抗“疫”的中医药同仁，我们的亲人、师长、同事、朋

友，早日凯旋，平安归来！ 

  如有问题，请与我们联系，项目组邮箱：bucmjyyj@163.com。 

  资料来源：全国中医药教育发展中心 

  排版：郑冰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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