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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线上直播联合回馈教学法在孕妇学校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择2019年1月至

2022年8月在该院产检及分娩的584例孕产妇作为研究对象,其中2019年1月至2021年8月产检及分娩的

孕产妇(308例)为对照组,2021年9月至2022年8月产检及分娩的孕产妇(276例)为试验组。对照组采用传

统孕妇学校模式进行健康教育,试验组采用线上直播联合回馈教学法进行健康教育。分别对2组孕产妇听课

情况、课程满意度、健康教育效果及分娩自我效能进行评价对比。结果 试验组孕产妇在听课次数、分娩自我

效能、操作类课程满意度方面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2组孕产妇理论课程满意度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孕产妇健康教育效果相较于对照组有待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线上直播联合回馈教学法能提高孕妇的健康教育参与度及其分娩自我效能,但学习效果及学习

满意度仍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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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online
 

live
 

broadcasting
 

combined
 

with
 

feed-
back

 

teaching
 

method
 

in
 

pregnant
 

women's
 

school.Methods A
 

total
 

of
 

584
 

pregnant
 

women
 

who
 

underwent
 

antenatal
 

examination
 

and
 

delivery
 

in
 

this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9
 

to
 

August
 

2022
 

were
 

selected
 

as
 

the
 

re-
search

 

subjects.Among
 

them,308
 

pregnant
 

women
 

who
 

underwent
 

antenatal
 

examination
 

and
 

delivery
 

from
 

January
 

2019
 

to
 

August
 

2021
 

were
 

assigned
 

to
 

the
 

control
 

group,and
 

276
 

pregnant
 

women
 

who
 

underwent
 

an-
tenatal

 

examination
 

and
 

delivery
 

from
 

September
 

2021
 

to
 

August
 

2022
 

were
 

assigned
 

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health
 

education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pregnant
 

women's
 

school
 

mode,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received
 

health
 

education
 

through
 

online
 

live
 

broadcasting
 

combined
 

with
 

feed-
back

 

teaching
 

method.The
 

attendance,course
 

satisfaction,health
 

education
 

effect,and
 

self-efficacy
 

in
 

child-
birth

 

were
 

evaluat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Result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howed
 

better
 

performance
 

than
 

the
 

control
 

group
 

in
 

terms
 

of
 

attendance
 

frequency,self-efficacy
 

in
 

childbirth,and
 

satisfac-
tion

 

with
 

practical
 

courses,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satisfaction
 

with
 

theoretical
 

cours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The
 

health
 

education
 

effect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
icant

 

(P<0.05).Conclusion Online
 

live
 

broadcasting
 

combined
 

with
 

feedback
 

teaching
 

method
 

can
 

improve
 

pregnant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health
 

education
 

and
 

their
 

self-efficacy
 

in
 

childbirth,but
 

the
 

learning
 

effect
 

and
 

satisfaction
 

still
 

need
 

to
 

b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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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幼健康事业发展报告
 

(2019)》提出鼓励

助产机构开设孕妇学校,鼓励孕产妇及其家属参与围

产期健康管理[1]。孕妇学校是通过有组织、有针对性

地开展健康教育活动,对提高孕产妇保健意识,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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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产期并发症有重要意义[2],是产科孕期健康教育的

主要途径。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发展,快捷及时、易于

接受的新媒体学习模式逐渐被孕产妇及家属接纳[3]。
回馈教学法指教学对象接受首次教育后,选择自己喜

欢的方式进行知识分享,教师根据其分享内容及时发

现学习过程中理解不正确或不够彻底的内容,再选择

最优的方式对学生进行干预,直到帮助学生完全掌握

目标知识[4],本研究探讨在孕妇学校开展直播平台联

合回馈式教学对孕妇健康教育效果、分娩自我效能的

影响,为未来孕妇学校的开展和管理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
 

2019年1月至2022年8月于

本院产检并分娩的孕产妇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
(1)年龄18~40岁,(2)初中以上学历,(3)无严重疾

病和精神疾病;(4)拟在本院完成产检及分娩;(5)自
愿参加本院孕妇学校组织的课程并完成5节必听课

程学习。排除标准:(1)有严重合并症或并发症;(2)
胎儿畸形;(3)有情绪异常不能配合。2019年1月至

2021年8月产检及分娩的308例孕产妇纳入对照组,
2021年9月至2022年8月产检及分娩的287例孕产

妇纳入试验组。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

[审批号: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2023科伦审第

(131)号]。
1.2 研究方法

1.2.1 对照组 采用常规孕妇学校线下教学形式,
包括理论学习、咨询活动、主题讨论及视频播放学习。
固定地点每2周1次,每次约1

 

h。完成必听课程学

习的孕产妇可获得结业纪念证书、获邀参与产后母婴

活动等。
1.2.2 试验组

1.2.2.1 基于线上直播平台的回馈式教学研究团队

组建 研究团队由1名产科主任(正高级职称),1名

产科护士长,1名质控人员,7名教师(原线下授课教

师)组成。产科主任及护士长任团队负责人,负责设

置与线下孕妇学校课程表同类的线上课程并构建回

馈教学质控管理体系,审核相关评估问卷。质控人员

负责问卷的设计、发放、回收工作。教学工作开展前,
教师团队经过统一的回馈教学法培训,符合准入条件

者方可进行教学活动。
1.2.2.2 理论系及运动系教学内容构建 根据传统

孕妇学校课表,将可能内容根据类别分为理论系及运

动系,安排具备教学资质的教师撰写理论类课程学习

资料,如孕期营养及体重管理、分娩方式的选择等;录
制运动类课程实施视频,包括孕期运动、分娩期运动、
入盆操等并注明具体实施要求。以上资料均通过质

控小组审核方可用于教学。
1.2.2.3 线上直播平台构建及学习小组的建立 运

用“腾讯会议”“千聊”APP构建线上直播平台。利用

微信建立学习小组社群,根据孕周进行分组,成员包

括孕周相近的孕产妇及质控人员,所有入组人员均要

求实名制。
1.2.2.4 回馈教学法的具体实施 按照课程安排于

线上课前2
 

d将主题学习知识资料发送到社群里,提
醒孕产妇打卡阅读,教师引导孕产妇在学习群自由讨

论本期学习内容,收集孕产妇讨论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进一步更新线上平台的回馈教学内容。在线上平

台教学中,教师邀请孕产妇对本期知识进行回馈分

享,根据孕产妇回馈情况,对其正确内容予以肯定,对
错误或不完善的部分予以纠正讲解,授课过程中积极

提问,鼓励孕产妇发表意见,促进孕产妇参与全程听

课,最后进行知识总结和答疑,直至所有上课孕产妇

准确掌握章节内容。研究团队成员负责记录课中学

习情况。课程结束后,参与课程的孕产妇交流学习心

得体会,并完成课后测试及问卷调研。完成回馈式线

上孕妇学校必听课程学习的孕产妇可享有与完成同

类线下课程孕产妇同等的福利。
1.2.2.5 教学质量控制 在直播式孕妇学校授课期

间,质控人员全程参与课程管理,负责孕产妇信息登

记、平台维护及回馈教学法实施过程的记录,团队负

责人不定期进入直播间对教学活动进行旁听、督导,
定期组织讨论反馈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根据现存

的问题及时调整授课环节及内容。
1.2.3 观察指标

  

1.2.3.1 一般资料调研 通过自制问卷、孕产妇管

理系统收集2组孕产妇年龄、产次及文化程度情况。
1.2.3.2 听课情况、学习效果调查及课程满意度效

果调查 通过孕妇学校签到表、平台数据了解孕产妇

听课次数,每次课程结束后根据课程内容设置5~8
题的测试以了解2组孕产妇学习效果并填报课程满

意度问卷。
1.2.3.3 分娩自我效能量表 参考中国分娩自我效

能简易问卷[5](CBSEI-C32)对2组初产妇的分娩自我

效能进行评估。问卷克朗巴赫系数(Cronbach's)α为

0.96,该量表包含结果期望和自我效能期望2个维度共

计32个条目,量表总分为320分,采用10级评分法:1
分代表完全没有帮助/完全不肯定;10分代表非常有帮

助/非常肯定,分数越高代表分娩自我效能感越强。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26.0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量资料以x±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 检

验;计数资料以率或构成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 检

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2组孕产妇基本情况比较 本研究共计纳入

595例孕产妇,对照组308例,试验组287例孕产妇中

4例中孕引产,7例没有完成必听课程学习或失访,有
效样本276例,共计584例。2组孕产妇年龄、产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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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程度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

表1。
表1  2组孕产妇基本情况比较

组别 对照组(n=308) 试验组(n=276)

年龄(x±s,岁) 29.42±5.20 28.59±5.24

产次[n(%)]

 1次 223(72.4) 205(74.3)

 2次 78(25.3) 61(22.1)

 3次 7(2.3) 10(3.6)

文化程度[n(%)]

 高中及以下 5(1.6) 7(2.5)

 大学 274(89.0) 246(89.1)

 研究生及以上 29(9.4) 23(8.4)

2.2 2组孕产妇听课次数、学习效果情况及课程满意

度比较 对照组孕产妇听课次数少于试验组,课堂知

识问卷测评评分高于试验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2。2组孕产妇理论类课程满意度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对照组孕产妇运

动系课程满意度高于试验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见表3。

表2  2组孕产妇听课次数、学习效果比较(x±s)

组别 对照组(n=308)试验组(n=276) t P

听课次数(次) 6.33±2.72 10.37±3.10 -16.725
 

<0.001
 

知识测评评分(分) 89.10±5.55 81.95±6.43 14.398
 

<0.001
 

表3  2组孕产妇课程满意度比较[n(%)]

组别 对照组(n=308) 试验组(n=276) χ2 P

理论系课程 1.074 0.584

 满意 292(94.8) 262(94.9)

 一般 12(3.9) 8(2.9)

 有待改进 4(1.3) 6(2.2)

运动系课程 13.965 <0.001
  

 满意 296(96.1) 243(88.0)

 一般 7(2.3) 24(8.7)

 有待改进 5(1.6) 9(3.3)

2.3 2组孕产妇干预前后分娩自我效能比较 2组

孕产妇干预前的分娩自我效能总得分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2组孕产妇分娩自我

效能总得分均高于干预前,且试验组高于对照组,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表4  2组孕产妇干预前后分娩自我效能

   比较(x±s,分)

组别 对照组(n=308) 观察组(n=276) t P

干预前 247.70±14.93 246.74±12.91 0.826
 

0.409

干预后 260.22±15.08 282.60±9.24 -21.322
 

<0.001
 

3 讨  论

新媒体的发展与应用改变了孕产妇健康知识的

需求及获取的渠道[6]。相关研究也进一步表明互联

网孕妇学校可能成为未来孕产妇健康教育的主要途

径[7-8]。在互联网发展的背景下,探索新形式的孕妇

学校教学模式是新时代孕产妇健康教育的必然趋势。
3.1 线上直播联合回馈教学有利于孕产妇参与孕妇

学校学习 本研究中,试验组孕产妇必听课程听课次

数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孕

产妇在线上直播联合回馈教学法孕妇学校中参与积

极性高于传统形式,本结果同董斯佳等[9]的研究结果

一致,这与直播类课程能够帮助孕产妇有效利用快节

奏生活模式中碎片时间获取健康知识[10-11],实时互

动,以及回馈教学一定程度促进了教育者与教育对象

之间的有效沟通有关[12]。本研究与其他相关研究中,
孕产妇也反馈线上学习联合回馈教学打破了空间的

局限及网络信息质量的参差不齐,摒弃了传统教学

“满堂灌”现象,促进了孕产妇关注健康、主动参与学

习[13-14]。两者结合进一步丰富了线上学习的形式。
3.2 线上直播联合回馈教学能促进孕产妇分娩自我

效能的提高 本研究中,试验组孕产妇干预后的分娩

自我效能总得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提示线上直播联合回馈教学法孕妇学校相较

于传统模式更有助于提高孕妇的分娩自我效能,与杜

小花等[15]的研究结果一致。这与微信社群交流和直

播学习相较于单纯视频播放、图文类线上学习更能促

进工作人员和孕妇之间建立良好的沟通关系。在线

上直播平台基础上开展回馈教学法可鼓励孕产妇相

互间分享知识、经验并表达内心的真实感受,促进孕

产妇掌握分娩技巧,消除其对分娩的恐惧,从而达到

提高分娩自我效能的作用。同时,教师也能够从孕产

妇的回馈中发现其在该阶段存在的真实问题,主动采

取干预措施从而利于孕期的健康管理。因此,基于回

馈教学法的线上直播孕妇学校能够激发孕妇分娩潜

能,使其精神心理状况保持正向及积极状态,有助于

提高其阴道分娩信心。
3.3 应进一步探索多种教学方法促进孕妇学校课程

效果的提升 本研究中,对照组孕产妇听课及学习效

果优于试验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这

与线上形式相较于传统形式难以调动课堂气氛,教师

不能实时通过行为观察、目光交流等把握教学对象实

际情况,导致授课过程中知识强调不足、不能及时有

效调整有关。本研究结果也显示,试验组孕产妇理论

课程满意度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但在运动系课程中,对照组孕产妇课程满意度

优于试验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这与孕产

妇更倾向于选择线下形式学习该类课程及其在回馈

学习模式下难以快速、正确掌握运动类项目有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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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孕妇学校建设过程中,应从课程设计、授课师资

团队建设、信息化平台选择、孕产妇需求4个方面全

方位考虑和调整,才能促使孕产妇长期使用“互联网

+孕妇学校”,进而发挥其真正的作用和价值[16]。
综上所述,基于回馈教学法的线上直播式健康教

育是符合现阶段孕产妇需求的授课模式,在孕妇学校

应用过程中对提高孕产妇参与度和分娩自我效能有

效,促进孕产妇在妊娠过程中建立信心并提升其自我

决策能力,但线上孕妇学校在提供便捷学习途径的同

时,其学习效果相较于线下课程而言仍略显不足。本

研究仅在本院完成,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结果的代

表性,在今后工作中将开展多中心合作,探索多种形

式的孕妇学校混合式教学,为更规范、有效地开展孕

产妇健康教育工作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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