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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对卫生事业管理专业人

才的知识、能力、素质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但

卫生事业管理专业教学过程中往往存在下列亟待

解决的问题［1-3］：以教师为中心，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不强；以理论教学为主，实践教学不足；考核形式较

为单一，不利于综合能力培养；教学手段单调，没有

充分发挥现代教育技术的教学作用。因此，促进卫

生事业管理专业教学模式改革、提升教学质量至关

重要。融合式教学是混合式教学的 2.0版本，强调

在教学过程中从教学形式、教学方法、学习评价等

维度进行深度融合［4-5］；融合式教学表达了更加丰

富、立体、多维的教学内涵，以达到加强理论知识学

习、激发学生情感认知和实现集体知识建构的教学

目标，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5-6］。

本研究基于研究团队多年教学实践探索，设计

卫生事业管理专业融合式教学模式。同时，以医院

管理学这一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的核心课程为例，基

于Donabedian质量理论［7］，从结构、过程、结果三个

维度评价融合式教学模式的实施效果，为融合式

教学改革提供理论依据，促进卫生事业管理专业

教学质量持续改进，提升卫生事业管理人才的培

养质量。

一、资料和方法

本研究的资料来源为研究团队对卫生事业管

理专业教学改革的归纳总结和问卷调查。问卷调

查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①实施时间：2022年 5月
至 6月；②调查对象：已完成医院管理学课程的卫

生事业管理专业 2018级和 2019级本科生；③问卷

内容：主要包括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教学过程

评价、教学结果评价、对医院管理学课程的建议，

教学过程与教学结果评价均采用里克特五点法；

④调查方式：现场调查和问卷星调查。对于2019级
学生，在其最后一节课进行现场调查；对于 2018级
学生，因实习等原因大多数未在学校，采用问卷星

进行线上调查。

本研究基于研究团队多年教学实践探索，结合

融合式教学内涵，从师资队伍、教学形式、教学内

容、教学方法、学习评价五个维度设计卫生事业管

理专业融合式教学模式。以医院管理学为例，基于

医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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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abedian 质量理论，从结构、过程、结果评价融合

式教学模式的实施效果。①结构评价：主要从卫生

事业管理专业融合式教学模式的五个维度进行评

价。②过程评价：主要评价教学实施质量与课程教

学过程中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教学实施质量与主

观能动性的测量基于盛丽颖等［8］编制的信效度良

好的问卷。③结果评价：主要评价学生满意度、知

识和技能的掌握情况、综合能力提升情况、课程思

政育人效果。综合能力评价维度主要基于唐宇宏

等［9］的卫生事业管理专业人才综合能力评价维度，

结合本研究医院管理学背景，形成了交流沟通能

力、组织协调能力、写作能力、计算机操作能力、外

语应用能力、科研创新能力等六个能力维度。课

程思政育人效果的测量基于潘秋予等［10］编制的信

效度良好的问卷。

本研究对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过程评价和结

果评价情况进行描述性分析，其中采用里克特五点

法的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情况被赋值为 1至 5分。

采用秩和检验分析2018级和2019级学生在过程评

价与结果评价方面的差异，采用Cronbach’s α系数

和KMO值分析调查问卷的信度和效度。

二、结 果

（一）卫生事业管理专业融合式教学模式设计

本研究设计了师资队伍、教学形式、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学习评价多维度深度融合的卫生事业管

理专业融合式教学模式（图1）。

学院师资团队：一线管理者；
管理学专家

课堂教学与现场教学融合；理
论学习与实务调研融合；专题
教学与模拟教学融合

课程思政案例；管理学专家授
课；志愿服务

参与式教学法；案例教学法；
线上线下一体化教学法（如慕
课、微视频）

基于团队的学习；期末考试、
课堂表现、课程作业、专题讨
论、慕课平台测试；学生自评、
生生互评、教师考评

师资队伍：多元化
师资相融合

教学形式：理论与
实务相融合

教学内容：专业与
思政相融合

教学方法：多种教
学法相融合

学习评价：多维考
核评价相融合

融合式教学维度 融合式教学举措

图 1 卫生事业管理专业融合式教学模式框架图

1. 师资队伍：多元化师资相融合

多元化师资融合建设。一是组建层次高、结构

合理、经验丰富的学院师资团队。二是一线管理者

管理经验丰富，能结合管理实际、体会、经验，与学

院教师一起授课，部分内容“双师”共同授课。三是

管理学专家参与授课。

2. 教学形式：理论与实务相融合

通过理论与实务相融合，让学生掌握理论知识、

提升综合能力。一是课堂教学与现场教学相融合。

课堂教学与现场教学的融合是结构化学习与非结构

化学习的融合，课堂教学可以促进学习者对系统知识

的生成与理解，这种学习是结构化的；现场教学则是

结合教学内容引导学习者通过亲身体验的方式参与

到教学活动中，这种学习是非结构化的［5］。二是理论

学习与实务调研相融合，引导学生在理论学习基础上

开展实地调查。三是专题教学与模拟教学相融合，增

强学生的实务应对能力。

3. 教学内容：专业与思政相融合

将思政教育融入培养过程，促使课程思政与教

学内容相互融合。一是结合课程思政案例，使学生

从情境感受中去把握理论。二是管理学专家授课，

言传身教、典型引领，激发、感召学生践行健康使命

担当。三是通过学生志愿服务，凝聚青春力量，积

极发挥青年生力军和突击队的作用。

4. 教学方法：多种教学法相融合

多种教学方式相融合是本教学模式的显著特

色。一是融合参与式教学法。二是融合案例教学

法，注重典型案例编写与应用，夯实学生理论基

础。三是融合线上线下一体化教学法，充分发挥慕

课等新教学法的优势。

5. 学习评价：多维考核评价相融合

建立多维课程考核评价机制。一是考核内容多

维，除了理论考试，基于团队的学习也是评价依据。

二是考核方式多维，除了期末考试，还有课堂表现、课

程作业、专题讨论、慕课平台测试等评价，实现过程性

考核与结果性考核有机统一。三是考核主体多维，将

学生自评、生生互评、教师考评相融合。

（二）以医院管理学为例的融合式教学模式应

用评价

1. 结构评价

基于融合式教学模式框架图，以 2021年、2022
年的医院管理学教学实践为例，分析该融合式教学

模式在医院管理学中的应用情况，发现该模式能较

好应用于医院管理学教学实践（表1）。
2. 过程与结果评价

被调查者基本情况：本研究共回收有效问卷

92份，其中2018级48份，2019级44份；被调查对象以

女性为主，占比82.61%；年龄集中于21~22岁，占比

79.35%。问卷信效度分析：课程实施质量、学生主

观能动性、课程满意度、基本知识与技能掌握情况、

综合能力提升情况、课程思政教学育人效果的Cron⁃
bach’s α系数均大于 0.9，表明问卷具有良好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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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除基本知识与技能掌握情况的 KMO 值为

0.697，其他各变量的KMO值均大于 0.7，表明问卷

具有良好的效度。

过程评价见表2。①课程实施质量：医院管理学

课程实施质量总体较好，课程实施质量各题项总体均

值大于4分。各题项中，总体均值最高的为任课老师

专业水平（4.60分），其次为教学资源情况（4.59分）。

根据秩和检验结果，2018级和2019级的课程实施质

量无显著差异。②学生主观能动性：医院管理学课程

学习过程中，学生主观能动性总体较好，课程感兴趣

程度、课堂参与程度、作业完成情况、课后复习情况总

体均值大于4分，但课前预习情况一般，总体均值为

3.84分。各题项中，总体均值最高的为作业完成情况

（4.43分），其次为课程感兴趣程度（4.24分）。根据秩

和检验结果，2018级和2019级的课前预习情况、课后

复习情况存在显著差异，课程感兴趣程度、课堂参与

程度、作业完成情况无显著差异。

结果评价见表 3。①课程满意度：医院管理学

课程满意度总体较好，课程满意度各题项总体均

值大于 4分。各题项中，总体均值最高的为师生关

系满意度（4.52分），其次为教学内容满意度（4.49
分）。根据秩和检验结果，2018级和 2019级的课

程满意度无显著差异。②基本知识与技能掌握情

况：基本知识与技能掌握情况总体较好，基本概

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掌握情况总体均值大于 4
分。各题项中，总体均值最高的为基本概念掌握

融合式教学维度
师资队伍：多元
化师资相融合

教学形式：理论
与实务相融合

教学内容：专业
与思政相融合

教学方法：多种
教学法相融合

学习评价：多维
考核评价相融合

医院管理学融合式教学举措
1. 学院师资团队包括教授、副教授、讲师、实验师，结构合理、经验丰富
2. 邀请一线医院管理者参与授课
3. 邀请医院管理专家（如全国抗疫英雄、省级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等）参与授课
1. 课堂教学与现场教学相融合。目前，学院已与多家医院建立紧密联系，部分章节在医院进行现场教

学。医院教学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①医院授课，由经验丰富的一线医院管理者讲授理论课程；②
医院见习，班级学生分成多个小组，每组由一名医院带教老师带领，进行课程内容相关的实地参观
与学习。由于 2021年和 2022年疫情防控要求不同，2018级进行了医院授课与医院见习，2019级医
院授课改为一线医院管理者线上授课，并取消了医院见习环节。同时，2018级的课堂教学以线下授
课为主；2019级以线上授课为主，后期少部分课程为线下授课

2. 理论学习与实务调研相融合。引导学生阅读经典著作、开展特定主题实地调查、拍摄医院管理短视
频，最终形成阅读报告、调研报告和微电影并汇报

3. 专题教学与模拟教学相融合。如在医院人力资源管理专题教学基础上，通过模拟招聘开展模拟教学
1. 课堂内容中融入典型案例。结合课程思政案例，教学团队探索将卫生健康政策的爱国爱民的思政

理念融入课堂，如将以人为本、人文关怀与卫生技术评估、医院后勤管理、医院文化管理等章节的学
习相结合，让学生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培养家国情怀、传承中华文脉

2. 医院管理专家授课。医院管理学的师资队伍中，有全国抗疫英雄、省级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武汉
方舱医院的建设者，他们用可歌可泣的事迹深深地感染着课堂上的每一位学生

3. 学生志愿服务。引导学生参与医院管理志愿服务
1. 融合参与式教学法：如学习医院人力资源管理章节时，通过医院管理者全程参与的模拟招聘，让学

生加深对专业知识的理解
2. 融合案例教学法：教学团队主编了《医院管理理论与案例》教材，该教材于 2019年在科学出版社出

版，并被多所高校的相关专业使用；在讲解理论知识时，结合案例（如梅奥诊所的品牌管理、三明医
改等）进行讲授，通过案例导向、问题导向，让学生学会思考，尝试分析和解决医院管理中的实际问
题

3. 融合线上线下一体化教学法：截至 2022年 9月 16日，教学团队开设的“医院管理理论与案例”慕课
已开课六轮，累计选课人数超过 4 500人。教师在慕课平台分享学习资料、微视频、文献、课件等，引
导学生主动学习

1. 考核内容多维。除了理论考试，医院管理学主要开展了基于团队的经典著作阅读（分小组阅读医院
管理学相关的经典著作，并在课堂汇报、讨论等），调研汇报（由学生根据兴趣自主挑选医院管理学
相关主题，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多种形式收集资料、分析数据、撰写调研报告，并在课堂进行调研
成果的汇报、讨论），短视频制作与分享（由学生根据兴趣自主挑选医院管理学相关主题，拍摄 6~15
分钟的短视频，并围绕视频内容在课堂进行汇报、讨论）。由于 2021年和 2022年的疫情防控要求不
同以及教学团队对过程性考核不同方式的探索，2018级主要进行了基于团队的经典著作阅读、调研
汇报；2019级进行了基于团队的经典著作阅读、短视频制作与分享

2. 考核方式多维。除了期末考试，医院管理学过程性考核也包括课堂表现、课程作业、专题讨论、慕课
平台测试等

3. 考核主体多维。在基于团队的学习中，将教师评价与学生评价相融合，团队作业的总评分由教师评
分和学生评分两部分组成

表 1 基于融合式教学模式的医院管理学教学实践

·· 190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第2期 总第115期
2023年4月

情况（4.25 分），其次为基本方法掌握情况（4.21
分）。根据秩和检验结果，2018级和 2019级的基

本知识与技能掌握情况无显著差异。③综合能力

提升情况：通过医院管理学课程，交流沟通能力、

组织协调能力提升较大，其总体均值大于 4分，写

作能力、计算机操作能力、科研创新能力、外语应

用能力提升一般，其总体均值小于 4分。各题项

中，总体均值最高的为组织协调能力的提升（4.23
分），其次为交流沟通能力（4.18分）。根据秩和检

验结果，2018级和 2019级的综合能力提升情况无

显著差异。④课程思政教学育人效果：通过医院

管理学课程，课程思政教学育人效果总体较好，课

程思政教学育人效果各题项总体均值大于 4分。

各题项中，总体均值最高的为对自己关心社会实

际情况的提升（4.38分），其次为对自己“做事”能

力的提升（4.35分）。根据秩和检验结果，2018级

和 2019级的课程思政教学育人效果无显著差异。

变量/ 题项

课程实施质量

学生主观能动性

教学资源情况
任课老师专业水平
教学模式
课程交互性 b

课程安排情况
考核情况
技术支持情况

课程感兴趣程度
课前预习情况
课堂参与程度
作业完成情况
课后复习情况

总体
（n=92）

4.59
4.60
4.48
4.46
4.40
4.33
4.26

4.24
3.84
4.22
4.43
4.04

2018级
（n =48）

4.48
4.52
4.44
4.40
4.40
4.44
4.35

4.33
4.10
4.27
4.48
4.31

2019级
（n =44）

4.70
4.68
4.52
4.53
4.41
4.20
4.16

4.14
3.55
4.16
4.39
3.75

P值 a

0.119
0.275
0.689
0.304
0.800
0.160
0.310

0.134
0.004
0.314
0.421
0.001

表 2 医院管理学融合式教学模式的过程评价

a：2018级与2019级差异比较，采用秩和检验；b：2019级中，1份
问卷该题项存在缺失。

（均分）

变量/题项
课程满意度

基本知识与技能掌握情况

综合能力提升情况

课程思政教学育人效果 b

教学效果满意度
教学方式满意度
教学内容满意度
师生关系满意度

基本概念掌握情况
基本理论掌握情况
基本方法掌握情况

交流沟通能力
组织协调能力
写作能力
计算机操作能力
科研创新能力
外语应用能力

接受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的情况
对学习卫生事业管理专业的满意程度
对自己“做人”能力
对自己“做事”能力
对自己的“正能量”
对自己关心社会实际情况
对自己关心身边人和事物的情况
对自己的爱国情怀

总体（n=92）
4.42
4.45
4.49
4.52
4.25
4.20
4.21
4.18
4.23
3.96
3.82
3.85
3.63
4.27
4.23
4.24
4.35
4.32
4.38
4.32
4.24

2018级（n=48）
4.42
4.40
4.44
4.48
4.29
4.27
4.31
4.19
4.29
4.04
3.83
3.96
3.81
4.35
4.27
4.29
4.31
4.31
4.35
4.31
4.23

2019级（n=44）
4.43
4.50
4.55
4.57
4.20
4.11
4.09
4.18
4.16
3.86
3.80
3.73
3.43
4.18
4.18
4.18
4.39
4.32
4.41
4.32
4.25

2018级与2019级差异（P值）a

0.810
0.464
0.379
0.356
0.688
0.333
0.153
1.000
0.421
0.364
0.987
0.320
0.116
0.243
0.476
0.534
0.561
0.841
0.626
0.841
0.859

表 3 医院管理学融合式教学模式的结果评价

a：采用秩和检验；b：让学生对各题项的提升情况进行评价。

（均分）

三、讨论与建议

（一）形成与专业人才需求和专业特点相适应

的融合式教学模式

融合式教学更强调将传统课堂与在线教育交

织在一起，具有过程灵活、学习场景丰富、教学方式

多样、满足个性化学习需求等特点。现有研究中，

研究者多从学习活动、教学空间、信息技术、教学服

务等诸要素的融合来探讨融合式教学的内涵［6］。但

融合式教学模式如何真正应用于专业教学并提升

教学质量，形成与专业人才需求和专业特点相适应的

融合式教学模式至关重要。健康中国背景下要求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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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事业管理人才培养持续学习能力为主的职业专业

技能、培养团队合作和自我管理等的职业行为准则、

具备高度的奉献精神和责任意识等［11］。同时，卫生事

业管理专业是一个具有很强应用性、实践性的学科。

本研究基于融合式教学内涵与特点，在传统课堂与在

线教育融合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实践教育、课程思

政、团队合作等融合其中的重要性，如在教学形式上

强调理论与实务融合，在教学内容中强调专业与思政

融合，在学习评价上将基于团队的学习评价与课堂表

现、课程作业、慕课平台测试等评价融合，符合卫生事

业管理专业的人才需求与专业特点。

（二）建立融合式教学模式的持续改进机制

教学模式的改革是一个持续改进的过程。本

研究以医院管理学课程为例，通过学生评价对融合

式教学模式效果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在课程教学

中应用该模式后，课程教学实施质量、学生主观能

动性、课程满意度、知识与技能掌握情况、综合能力

提升情况、课程思政育人效果总体较好，说明该模

式的运行过程与结果较好。但是某些方面仍有待

提升，如部分能力（写作能力、计算机操作能力、科

研创新能力、外语应用能力）提升的总体评分较低；

有学生反馈目前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模拟实践较

少、慕课效率不高、慕课与线下课程有部分重复

等。这些薄弱之处或问题的发现，为教学质量持续

改进提供了依据。因此，应建立包括学生评价在内

的融合式教学模式的持续改进机制，加强融合式教

学模式应用评估，促进教学质量不断提升。

（三）进一步丰富融合式教学模式的维度内涵

本研究设计了师资队伍、教学形式、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学习评价多维度深度融合的卫生事业管

理专业融合式教学模式。结合效果评价中发现的

薄弱之处或问题，可进一步丰富融合式教学模式的

维度内涵。一是针对综合能力（如写作能力、科研

创新能力、外语应用能力等）培养方面的薄弱之处，

进一步拓展基于团队的学习内容，如引导学生进行

本领域相关英文文献的阅读与分享，过程考核中增

加论文撰写考核等，丰富学习评价维度内涵。二是

针对当前模拟实践较少的问题，通过虚拟仿真实验

软件的开发，加强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深化理论与

实务融合，丰富教学形式维度内涵。三是针对慕课

效率不高、慕课与线下课程有部分重复的问题，通

过提升线上资源质量、以微课为切入点，推进微课

程建设、翻转课堂的探索等举措，强化学生自主学

习，丰富教学方法维度内涵。

（四）仍然重视传统课堂在融合式教学模式中

的作用

传统课堂在融合式教学模式中仍然具有重要

价值。本研究发现医院管理学课程中，融合式教学

模式的应用对2018级和2019级学生均具有较好效

果，但是在个别方面仍存在差距，2018级学生课前

预习情况、课后复习情况显著好于2019级。这可能

由于 2018级和 2019级采用的教学形式不同，2018
级学院教师授课、医院管理人员授课均为线下授

课；2019级因疫情防控要求，以线上为主，后期少部

分课程采用线下授课。与2018级相比，2019级学生

的很多传统课堂被在线课堂所取代。在线学习与

传统授课相比，存在对学生的约束力不足、学习氛

围不浓等缺点［12］，可能导致学生课前预习和课后复

习情况相对较差。因此，融合式教学在追求学习场

景丰富、教学方式多样等过程中，仍要重视传统课

堂的作用，促进其与在线教学有机融合，充分发挥

融合式教学模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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