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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对接受听力学课程的学生采用混合教学模式的效果。方法：选取2023年1月-2024

年9月接受听力学课程的104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按照教学方式的不同将学生分为两组,每组均为52例。

其中对照组学生接受传统教学模式,研究组学生接受混合教学模式,对两组学生的考核成绩、综合能力、

教学满意度进行对比分析。结果：研究组学生理论知识、病例分析、听力检查操作等考核成绩均高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学生临床思维能力、医患沟通能力、课堂学习效率、学习兴

趣、学习强度等综合能力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组学生教学内容满意度、教学

方法满意度、教学质量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对接受听力学课程的学

生采用混合教学模式具有良好的教学效果,能有效提高学生的考核成绩、综合能力、教学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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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adopting mixed teaching mode for students receiving audiology 

courses. Methods: 104 students who received audiology course from January 2023 to September 2024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subjects, and the stud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teaching 

modes, each group was 52 cases. Among them, the stud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and the students in the research group received the mixed teaching mode, and the assessment 

scores, comprehensive ability, and teaching satisfaction of the student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the assessment scores of students in the research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in theoretical knowledge, case analysis, and hearing examination operation,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comprehensive abilities of students in the research group, such as clinical 

thinking ability,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ability, classroom learning efficiency,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intensity of learning,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and the students in the research group were more satisfied with the content of the teaching, teaching 

method satisfaction, teaching quality satisfaction are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Adopting mixed teaching mode for students receiving audiology course has 

good teaching effect, 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students' assessment results, comprehensive ability, and 

teaching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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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力学涉及耳部解剖学、听力障碍评估、助听器和人工耳

蜗技术、言语康复、听力保护以及儿童听力发展等多方面内容,

听力学课程通过理论学习与临床实践培养学生基础理论知识和

临床技能[1]。随着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听力疾病发病率

在不断上升,对听力学的诊疗需求也在逐渐增加[2]。在传统的听

力学课程教学中,教师占据主体地位,以教师讲授为主,存在教

学方法单一、学生参与度不高、缺乏实践能力培养等问题。混

合教学模式坚持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突破

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为学生提供更丰富的学习资源,满足学生的

学习需求[3]。本研究选取2023年1月-2024年9月接受听力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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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04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旨在分析对接受听力学课程的学生

采用混合教学模式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23年1月-2024年9月接受听力学课程的104名学生作

为研究对象,按照教学方式的不同将学生分为两组,每组均为52

例。其中对照组学生接受传统教学模式,研究组学生接受混合教

学模式。对照组学生年龄20~23岁,其中男生28名,女生24名,平

均年龄(21.21±0.28)岁。研究组学生年龄20~24岁,其中男生26

名,女生26名,平均年龄(21.61±0.32)岁。两组在教学环境、教

学设施、师资力量各方面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可进行对比

试验研究。学生了解带教研究内容,并自愿参与。 

1.2方法 

对照组学生采取传统教学模式,教师以课堂授课为主,辅以

临床见习,明确课程内容的主次和关联,帮助学生掌握基本知识

和理论。研究组学生采取混合教学模式。①了解学生学习需求：

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学生对听力学课程的需求,知晓学生对听力

课程的期望、学习动机、听力水平以及对课程内容的评价等。

结合耳鼻喉科临床实习的实际案例,设计课程内容,整合电子格

式的学习材料、多媒体教学工具等线上和线下资源。②课前预

习：在课程开始前,指导学生课前预习,基于线上平台,根据听力

学课程教学内容为学生提供听力学课程相关背景知识,与听觉

系统的解剖学结构、生理学功能,以及听力检测技术和评估方法

的原理等教学内容相关的视频、图片、音频等资源,让学生能够

在课程开展前就充分了解课程相关知识。③课程学习：在课程

开展过程中,采用课堂讲授与自主学习相结合的方式。教师通过

精听、学生复述和小组讨论等方式进行互动教学,在课堂上,教

师提出问题或学习主题,让学生分组进行讨论,鼓励学生合作学

习和发现式学习。④课后复习：课后指导学生通过在线平台完

成作业、复习听力学知识,并根据反馈调整学习策略。⑤参与实

践课程：学生可根据自身情况调整实践学习时间,每周按需进行

“一对一”实践学习,让学生在听力学实验室、助听器室、人工

耳蜗调机室等进行观摩学习,了解不同耳鼻喉科疾病相应的临

床听力学表现。最后通过课程前后的问卷调查和考试成绩评估

学生的学习效果。 

1.3观察指标 

①分析两组学生的考核成绩,并在组间行统计学比较,从听

力学考试库中抽取考试题目,所有学生考试的难度系数一致,主

要包括理论知识、病例分析、听力检查操作,每项分值100分。最

终得分越高说明学生考核成绩越好。②分析两组学生综合能力,

主要包括临床思维能力、医患沟通能力、课堂学习效率、学习

兴趣、学习强度、理论知识掌握程度等,每项评分100分,分值越

高说明学生综合能力越好。③分析两组学生教学满意度情况,

主要包括教学内容满意度、教学方法满意度、教学质量满意度,

采用教学调查问卷对学生满意度情况进行收集,每项满意度评

分均为100分,分值越高说明满意度越高。 

1.4统计学方法 

用SPSS22.0进行统计软件分析数据,考核成绩、学生综合能

力、学生满意度经S-W法检验证实符合正态分布且方差齐,以()

表示。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考核成绩 

研究组学生理论知识、病例分析、听力检查操作等考核成

绩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两组学生考核成绩比较( sx ± ,分) 

组别 例数 理论知识 病例分析 听力检查操作

对照组 52 90.49±3.28 87.33±4.21 86.12±3.65

研究组 52 95.76±3.12 92.47±4.82 94.35±3.19

t值 8.395 5.792 12.243

P值 <0.001 <0.001 <0.001

 

2.2综合能力 

研究组学生临床思维能力、医患沟通能力、课堂学习效率、

学习兴趣、学习强度等综合能力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2。 

表2  两组学生综合能力比较( sx ± ,分) 

组别 例数 临床思维能力 医患沟通能力 课堂学习效率 学习兴趣 学习强度

对照组 52 90.17±3.09 88.19±4.33 90.23±3.16 89.33±3.98 87.21±3.76

研究组 52 93.43±3.25 91.89±4.07 94.59±3.24 92.57±4.28 91.39±3.49

t值 5.242 4.490 6.947 3.998 5.876

P值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2.3满意度 

研究组学生教学内容满意度、教学方法满意度、教学质量

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3  两组学生满意度比较( sx ± ,分) 

组别 例数 教学内容满意度 教学方法满意度 教学质量满意度

对照组 52 90.33±3.28 91.29±3.14 91.44±3.05

研究组 52 94.39±3.05 95.36±3.28 96.12±3.11

t 值 6.537 6.464 7.747

P 值 <0.001 <0.001 <0.001  

3 讨论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全球听力报告,预计到2050年,

全球将有约25亿人(即每4人中就有1人)出现不同程度的听力损

失,其中至少7亿人需要接受耳部和听力护理以及康复服务,报

告指出,每14人中有1人(约7.1%)的听力较好耳也会患有中度及

以上听力损失[4]。在我国,听力障碍患者发病率较高,且呈现出

逐渐上升趋势,在医学专业培养高素质耳鼻喉科专业人才,在满

足社会对听力健康服务的需求方面具有重要意义[5]。听力学课

程具有较强的专业性与实践性,包括听觉系统的解剖结构与生

理功能,听力障碍的诊疗,及听力辅助设备的原理、验配和调试

等专业知识,需要学生深入学习和掌握[6]。传统听力学课程教学

教师通过课堂讲授的方式向学生传授知识,缺乏对学科前沿知

识和最新研究成果的及时更新和补充,导致学生的知识体系相

对滞后,无法满足未来工作和学习的需求[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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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教学模式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突破传统教

学的限制,教师从传统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学习的引导者、组织

者和促进者[8]。混合教学模式结合线上和线下教学,学生通过线

上平台自主安排学习节奏,针对薄弱环节反复学习,在线下教师

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和需求,精心设计教学活动,组织学生进行

小组讨论、案例分析等活动,引导学生将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相

结合,引导学生进行有效学习,可有效保证学生的学习效果。混

合教学模式注重与临床实践的紧密结合,学生在课前通过线上

材料预习,课堂时间用于深入讨论和实践,从而提高学习效率,

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9]。混合教学模式线上教学内容以基

础知识讲解、理论知识拓展和自主学习资源为主,学生可自主选

择线上学习时段,符合成人学习自我导向原则,线下教学侧重于

实践操作、案例分析和互动交流,可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

提高学生的满意度[10]。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学生理论知识、病

例分析、听力检查操作等考核成绩,临床思维能力、医患沟通能

力、课堂学习效率、学习兴趣、学习强度等综合能力及教学内

容满意度、教学方法满意度、教学质量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

说明对接受听力学课程的学生采用混合教学模式具有良好的教

学效果,能有效提高学生的考核成绩、综合能力、教学满意度。 

综上所述,提高听力学课程学习效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接受听力学课程的学生采用混合教学模式具有良好的教学效

果,能有效提高学生的考核成绩、综合能力、教学满意度。混合

教学模式具有较高的临床参考价值。但如何有效整合线上和线

下资源,确保两者互补而不是重复或脱节,探究有效的评估方法

以全面衡量学生的能力是本研究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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