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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Ｄ 教学模式在医务社会工作专业教学中的应用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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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评估讲授—内化吸收—讨论（ＰＡＤ）教学模式在医务社会工作专业社会心理学课程中的应

用效果，并探讨其对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综合素质的作用。 选取某医学院 ２０２２ 级医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

（ｎ＝ ３３）作为实验组，采用 ＰＡＤ 教学模式进行教学；同时，将 ２０２１ 级学生（ｎ ＝ ２６）作为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

方式。 研究结果显示，在口头表达、独立思考、创新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以及课程满意度等方面，实验组学生

的表现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此外，实验组在期中和期末考试成绩及总成绩方面展

现出显著的优势。 研究结果表明，ＰＡＤ 教学模式能够有效提升医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社会心理学学习效

果，促进其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从而显著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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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务社会工作领域要求从业者不仅具备扎实的

专业知识和技能，还能够将这些知识和技能有效地

应用于实际工作中［１］。 因此，医务社会工作专业的

教育应重视构建知识体系，培养实务能力，并与医疗

环境紧密结合［２］。 社会心理学作为专业的基础必修

课程，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和职业技能的发展起

到重要作用。 然而，在传统教学模式下，社会心理学

的教学侧重于理论知识的传授，教师主导课堂，学生

的主动参与和主体性相对较弱，导致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缺乏参与感，多为听众或旁观者，影响学习效

果［３］。 为改进医务社会工作专业的社会心理学课

程，本研究引入 ＰＡＤ 教学模式，即讲授—内化吸

收—讨论（ｐｒｏｊｅｃｔ⁃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ｄｉａｌｏｇ，ＰＡＤ）模式［４］，进行

了一轮实验。

ＰＡＤ 模式由张学新［５］提出，主要以学生为中心，

重新定义了教师与学生的角色关系［６］，旨在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参与度，促进知识的内化

和应用。 通过实施 ＰＡＤ 模式，期望能够不仅提高教

学质量，还能够促进学生批判性思维、沟通协作和解

决问题等综合能力的发展，为学生未来的职业生涯

打下坚实的基础。 此外，ＰＡＤ 模式的引入也将有助

于丰富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方法的多样性，使教育过

程更加贴近实际工作场景，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医务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广西壮族自治区某医学院医务社会工作专

业的本科生作为研究对象，２０２２ 级学生为研究组，

２０２１ 级学生为对照组。 研究组 ３３ 人，男 ７ 人，女 ２６ 人；

年龄 １９～ ２２ 岁，平均（１９．６±１．８）岁。 对照组 ２６ 人，

男 ５ 人，女 ２１ 人；年龄 ２０ ～ ２３ 岁，平均（２０．４± １．６）

岁。 比较两组一般资料，无统计学差异（Ｐ＞ ０．０５），

具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社会心理学为必修课程，因此自然班

中的所有学生均被纳入观察对象。

排除标准：因疾病、事假等原因导致缺课，无法

完整参与教学环节或无法参与学情分析评价。

１．２　 教学设计

为提升医务社会工作专业本科生的社会心理学

教学质量，本研究依据 ２０２１ 年该专业本科人才培养

方案和社会心理学课程教学大纲，设计一整套基于

ＰＡＤ 教学模式的教学方案。 该课程共包含 ９ 个章

节，共计 ３２ 学时，对教学内容的关键知识点进行教

学设计［７］。 教学设计采用隔堂对分形式，分为 ３ 个

阶段。 ①课程前期：２ 学时，由教师主导，聚焦于讲授

核心知识点，明确课程目标，突出难点，并引导学生

构建知识框架，同时鼓励学生通过完成思维导图作

业来提升自主学习能力和明确学习目标。 ②课程中

期：１ 学时及课后时间，学生将分组进行基于课堂内

容的课后练习，自主查阅资料，并整理完成思维导

图，以此促进知识的深入理解和内化。 此外，内化吸

收阶段是 ＰＡＤ 模式的重点和关键，以学生自主学习

为主导［８］。 教师根据课堂讲授的内容发布课后巩固

练习任务，进一步鼓励学生自主学习。 ③课程后期：

３ 学时，包括小组汇报和案例讨论，学生在此阶段展

示自主学习的成果，而教师则通过提问、补充和点评

来进行学习评估，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归纳［９］。

通过隔堂讨论的形式，教师引导学生自主发现问题，

促进知识的内化和吸收，提高学生的分析问题和解

决能力，从而实现课程目标的达成［１０］。 课程结束

时，通过随堂测验来评估学生的学习成果和教学质

量，确保教师知识传递的高效性，并充分发挥学生的

主动性和创造性。 整个教学设计旨在通过讲授引导

学生进行独立思考和内化知识，而讨论环节则为学

生提供了一个展示、交流和完善内化成果的平台，确

保教学的高效性和学生的主动性［１１］。

·４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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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观察指标

１．３．１　 综合能力评分　 研究实施了一套自制的综合

性测评量表。 覆盖口头表达、独立思考、创新思维、

信息应用、团队合作以及职业素养等 １０ 个关键能力

维度。 每个维度均采用 ７ 级评分指标，以确保评估

结果的细致性和准确性。 这种方法不仅量化教学改

革的成效，还细致地追踪学生各项能力的提升。 评

估过程中，严格控制可能影响结果的变量，以提高评

估的可信度和有效性。 通过对比不同教学组的评估

结果，可以直观地展示学生在各能力维度上的成长

和进步，从而反映教学改革的实际影响。

１．３．２　 学生满意度评分　 采用自制评估量表来衡量

学生满意度。 该量表涵盖 ４ 个核心领域，包括课程

内容、教改安排、授课教师表现以及学生自我学习体

验等。 每个领域均采用 ７ 级评分制，旨在精准捕捉

学生的感受和评价，确保评估结果的客观性和准确

性，通过评估可以深入洞察学生对教学改革实施的

满意度情况，并在评估过程中综合考虑各种可能影

响结果的因素，以提高评估的可信度和有效性。 此

外，通过对比两组的满意度评估结果，可以直观地观

察学生对教学改革的评价和反馈，从而为进一步优

化教学策略和提升教学质量提供依据。

１．３．３　 考核成绩　 对比两组学生的期中和期末考核

结果。 期中考核通过线上案例分析的方式进行，旨

在评价学生对课程内容的实际理解和应用。 期末考

核则采用笔试形式，包括选择题、名词解释、简答题、

案例分析和论述题，总分 １００ 分，考试时间设定为

１２０ ｍｉｎ。 多元化的考核结构不仅考察了学生对基本

概念和理论的记忆和理解，还重点评估学生运用个

体和群体特征、差异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

通过比较可以更准确地衡量教学方法的有效性。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统计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料以

（�ｘ±ｓ）表示，采用 ｔ 检验。 Ｐ＜０．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综合能力评分

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各项能力指标均优于对照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果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两组综合能力评分比较

组别 ｎ ／例
口头表达

能力 ／分
独立思考

能力 ／分
创新能力 ／分

信息应用

能力 ／分
团队合作

能力 ／分
职业素养 ／分

研究组 ３３ ５．７６±１．４８ ５．９４±０．９０ ５．３０±１．１３ ４．７０±１．１６ ５．７０±１．６３ ５．０６±１．４８

对照组 ２６ ４．１５±１．２９ ４．６９±１．１２ ４．４６±１．２４ ４．５８±１．２４ ４．５４±０．９９ ４．３８±１．２７

ｔ ４．３７４ ４．６１５ ２．７１８ ０．３８８ ３．１８８ １．８５５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满意度评分

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的课程满意度评分高于

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果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两组满意度评分比较

组别 ｎ ／例
我喜欢大多数的

课程内容 ／分
我觉得课程安排得

很合适 ／分
我喜欢课程中指导老师

授课的方式 ／分
参加本课程使我

学到了很多 ／分

研究组 ３３ ５．４５±１．５８ ５．７２±１．６１ ６．０３±１．０５ ４．６１±１．４６

对照组 ２６ ４．３８±１．１７ ４．００±１．２０ ４．７７±１．０７ ４．１１±１．０７

ｔ ２．８８１ ４．５６７ ４．５５３ １．４３８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５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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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考核成绩结果评分

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的期中、期末及学期总成

绩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果

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两组考核成绩比较

组别 ｎ ／例 期中成绩 ／分 期末成绩 ／分 学期总成绩 ／分

研究组 ３３ ９７．７１±１．９３ ７７．１０±５．９７ ８４．６３±４．０９

对照组 ２６ ８４．６９±６．３４ ６３．７０±１２．３０ ７８．７８±６．９７

ｔ １１．１５５ ５．５８５ ４．１４０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ＰＡＤ 模式在显著提升学生口

头表达、独立思考、创新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方面具

有显著优势。 通过引导学生参与思维导图的制作和

信息搜集，有利于深化其对社会现象的理解［１２］。 学

生通过深入研究和分析事件背后的原因，不仅提高

了自主学习的能力，还增强发现、分析与解决问题的

技能。 学生在自主学习 １ 周后带着成果和疑问返回

课堂［１３］，通过小组汇报和讨论，不仅提高学生参与

度，还激发学习兴趣，进一步增强解决问题的能

力［１４］。 ＰＡＤ 模式使学生从传统的知识接受者转变

为积极的参与者。 这种学习态度的转变对高校培养

具有创新精神和团队协作实践能力的高素质社会工

作专业人才至关重要。
ＰＡＤ 模式在增强学生的信息应用能力和职业素

养方面展现出卓越的效果。 在医务社会工作领域，
理解患者需求、情感和行为动机是至关重要的。 该

教学模式鼓励学生主动搜集最新学科资料，参与小

组思维导图设计和案例报告撰写，有效提升他们的

信息综合和应用技能。 研究进一步揭示 ＰＡＤ 模式

在提升学生课程满意度方面的 ３ 大优势：①个性化

学习体验。 ＰＡＤ 模式支持学生根据个人需求、兴趣

和能力进行自主学习，这种定制化的学习过程不仅

促进了学生对课程内容的深入理解，还显著提高了

学习成效和满意度。 ②良好的互动与沟通。 ＰＡＤ 模

式打破传统教学中单向传授的局限，转而构建了师

生互动的“交响乐”式教学环境，营造出更加和谐且

愉悦的学习氛围［１５］。 这种积极的沟通方式极大地

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增强了参与感和对课程的

满意度。 ③学习时间与地点的灵活性。 ＰＡＤ 模式赋

予学生自主学习时间的自由［１６］，并能选择最适合自

己的学习环境，这种灵活性帮助学生更好地平衡学

习与生活，从而有效提升学习效果和课程满意度。
ＰＡＤ 模式对提升课程教学质量具有 ４ 个关键性

的促进作用。 ①深化理论教学。 通过 ＰＡＤ 模式，使
学生能够在传统教学知识基础上实现有效的知识迁

移和整合［１７］，从而更深刻地理解课程内容。 ②提升

实践能力。 通过强调实践教学的重要性，培养学生

的科学思维和创新精神［１８］，使学生能够将理论知识

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 ③增强师生互动。 在 ＰＡＤ
模式下，教师与学生共享全部教学时间，为师生提供

更多的互动机会［１９］，教师能够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

状况并提供指导，这种互动显著提升了教学质量。
④优化资源配置。 ＰＡＤ 模式能整合各类教学资源，
使优质教学资源得到更广泛应用，提高学生的学习

效果。 在 ＰＡＤ 模式下，学生围绕教学改革的设计进

行分工合作，共同探讨、分析并解决问题。 学习结束

后，学生还需整理学习过程并以小组的形式在课堂

上展示成果，有效结合了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 通

过这些措施，ＰＡＤ 模式显著提升了教学质量，为学生

提供了更为丰富、更为深入的学习体验。
尽管 ＰＡＤ 模式在提升教学质量方面展现出显

著优势，但学生从传统教学方法向 ＰＡＤ 模式的转变

需要一个适应过程。 部分学生由于长期依赖于传统

的教学方法，在初期面临自主学习和文献检索能力

的挑战，一定程度会影响到教学改革的顺利推进。
个别学生在个人准备阶段可能会因缺乏明确的学习

目标和重点把握不足，而导致小组讨论的效率降低，
增加学习过程的耗时。 同时，还有学生对于课余时

间进行自学或查阅资料缺乏积极性，这为课程的推

·６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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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带来难度。
针对以上问题，可以尝试以下改进措施：首先，

通过举办专门的工作坊和辅导课程，加强学生的自

主学习和文献检索能力，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新模

式的要求。 其次，教授学生如何高效预习，明确课程

核心内容和学习思路，从而提高学习效率。 同时，调
整课程结构，为学生提供充足的自主学习和小组讨

论时间，以便他们更深入地理解和应用所学知识。
此外，通过设立奖励机制和学习竞赛，激励学生利用

休息时间积极参与学习，并在学生间建立相互支持

的合作关系。 最后，教师需密切关注学生的学习进

展，对遇到的问题提供及时的个性化指导和帮助，确
保 ＰＡＤ 模式的有效实施。 ＰＡＤ 模式，作为我国原创

的教学方法，实现了传统与现代教学的有机融

合［２０］。 它整合了理论与实操，注重知识传授、学生

发展、能力提升，以及综合和社会实践技能的培养。
这一模式融入先进教学理念，充实教学内容，并在实

践中证明了其有效性。

４　 结语
ＰＡＤ 模式有助于学生掌握相关理论知识，锻炼

实践能力，并为医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提升综合素

养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这种模式使学生能够在理论

学习与实践操作之间达到良好的平衡，实现知识、能
力与素质的多方面提升。 鉴于 ＰＡＤ 教学模式在教

育改革中的重要推广价值，未来有望成为医务社会

工作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主流教学模式。

参考文献
［１］ 杜婷，贾婷婷．医务社会工作实践教学的成效及建议［Ｊ］．

基础医学教育，２０１７，１９（７）：５２２－５２４．

［２］ 齐建，王志中，王素明．对我国医务社会工作教育的本土

化思考［Ｊ］．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１８，３０（６）：

３９－４１．

［３］ 王路．全过程、全方位、开放式混合教学模式创新与探索：

基于工程建造课程的实践［ Ｊ］．安徽建筑． ２０２３， ３０（１１）

１１３－１１５．

［４］ 方利，蒲友敏，张湖海，等． ＰＡＤ 辅以思维导图教学模式

在蛋白尿教学中的应用 ［ Ｊ］． 医学研究杂志， ２０２３，

５２（７）：１９８－２０１．

［５］ 牛海静，张艳飞，奇丽娜，等． ＰＡＤ 教学法在高校医学教

学中的应用现状 ［ Ｊ］． 内蒙古医科大学学报， ２０２０，

４２（Ｓ２）：２４－２６．

［６］ 李晓亮．混合式教学模式中的教师角色研究［ Ｊ］．湖北开

放职业学院学报，２０２３，３６（２０）：１６５－１６７．

［７］ 赵倩，尹武良．基于对分课堂的“信号与系统” 教学探索［Ｊ］．

电气电子教学学报，２０２３，４５（６）：１７３－１７６．

［８］ 胡赟，王钰婷．基于对分课堂的医患沟通教学的应用与效

果评价［Ｊ］．中国继续医学教育，２０２３，１５（２０）：１０３－１０７．

［９］ 李佐．“产出导向法”在高职大学英语翻转课堂中的实践

研究［Ｊ］．中国职业技术教育，２０１７，（３１）：８８－９２．

［１０］ 郑丽莉．“对分课堂＋混合式” 教学模式在药理学中的实

践探索［Ｊ］．黑龙江科学，２０２２，１３（１）：５７－５９．

［１１］ 关莉，闫福曼，刘海梅，等．基于雨课堂的 ＳＰＯＣ＋对分课

堂的生理学混合式教学探索［Ｊ］．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

教育，２０２４，２２（４）：３１－３４．

［１２］ 于海洋，裴秀丛，段晓旭，等．ＰＡＤ 结合雨课堂教学模式

在食品毒理学教学中的应用与思考［Ｊ］．中国医学教育

技术，２０２３，３７（６）：６６４－６７０．

［１３］ 陆文骏．“信号与系统” 混合式对分教学设计［ Ｊ］．电气

电子教学学报，２０２３，４５（６）：１６９－１７２．

［１４］ 王靖凯，李国正．“混合式教学＋对分课堂” 教学模式在

《外科护理》教学中的应用［ Ｊ］．中国继续医学教育，

２０２３，１５（２２）：４５－４８．

［１５］ 薛建平．“对分课堂” 教学模式研究综述［ Ｊ］．教育理论

与实践，２０２１，４１（１２）：５６－６０．

［１６］ 詹丽群，黄珊珊，蔡妙霞，等．混合式对分课堂教学模式

在基础护理学教学中的应用［ Ｊ］．卫生职业教育，２０２３，

４１（２１）：６７－６９．

［１７］ 孙增国，文珊珊．高中信息技术课程的对分课堂教学模

式研究［Ｊ］．教学与管理，２０２３（３）：９８－１０４．

［１８］ 戴舒惠，罗鹏，李侠．基于 ＳＰＯＣ 的对分课堂教学模式在

神经外科教学中的设计和应用［Ｊ］．医学教育研究与实

践，２０２２，３０（２）：２３４－２３７．

［１９］ 郑建华，刘双印．对分课堂联合 ＴＢＬ 教学新模式设计与

实践［Ｊ］．计算机教育，２０２３（４）：２０４－２０８．

［２０］ 万娜．“互联网＋对分课堂”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应用：以

“民航服务心理学”课堂为例［Ｊ］．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

院学报．２０２３（９）：８１－８３．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２－０８］
［责任编辑：桂根浩　 英文编辑：张勇］

·７２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