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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虚拟仿真教学平台满意度调查问卷与研究——以杭

州医学院为例
黄赋甲 郑鸣之*

杭州医学院，浙江杭州，310058；

摘要：如今线上线下教学相结合模式在医学教育中非常普遍，虚拟仿真教学正是典型的线上教学模式。为了明确

现有虚拟仿真教学对线下教学的支持力度，我们从功能、课程内容、操作便捷性、学习成效、互动、页面设计等

多方面对虚拟仿真教学平台进行了满意度调查，以期更好地完善平台，为线下教学起到更有力的辅助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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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仿真教学平台作为一种创新的教育工具，为学

习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体验与便利。它利用先进技术构

建出高度模拟真实环境的教学场景，使学生能够在虚拟

世界中进行实践操作，从而有效弥补了传统教学中实物

资源不足、实践操作受限的缺陷。而虚拟仿真教学平台，

其核心目标始终聚焦于服务学生，提升教育质量。以服

务学生为目标，我们特别开展了一项满意度调查研究。

此举对于指导教学平台的长远发展，实现教育服务的持

续创新具有重要意义。杭州医学院虚拟仿真教学平台满

意度调查研究结果如下。

1 调查目的与方法

1.1 调查目的

本次问卷调查围绕虚拟仿真教学平台展开，其核心

目的涵盖多个层面：首要的是深入了解杭州医学院学生

对该平台的使用现状，包括他们的使用习惯、偏好及面

临的挑战，以此为基础评估平台在医学院教育中的实际

应用效果与影响力。同时，调查也旨在揭示平台存在的

潜在问题与不足，通过细致分析学生反馈，精准定位平

台在功能设计、用户体验及性能优化等方面的提升空间，

为后续的平台改进与升级提供有力依据。更进一步，本

次调查还着眼于更广泛的社会价值，期望通过杭州医学

院学生的使用体验，为整个社会虚拟仿真教学平台的发

展贡献洞见。通过分享成功实践与改进建议，助力行业

标准的提升，促进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最终推动教育

事业的整体进步
[1]
，让更多学生受益于这一创新教学模

式
[2]
。

1.2 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问卷本次共发放了 44 份调查问卷，有效

回收问卷 44份。其中男性占比 40.9%，女性占比 59.1%。

回收除基本信息及个别具体问题外，杭州医学院虚拟仿

真教学平台满意度调查问卷采用李克特量表。为确保调

查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我们在设计问卷时充分考虑

了内部信用度的问题，采用了科学合理的题目设置和选

项布局，避免了引导性提问和歧义性表述，力求真实反

映杭州医学院学生对虚拟仿真教学平台的使用感受和

需求。

2 满意度调查结果

2.1 总体满意度

学生对虚拟仿真教学平台的总体满意率为 86.4%

（见表1），其中对平台提供的互动功能满意率为72.7%；

对虚拟仿真教学平台的界面设计的满意率为 79.5%；对

操作便捷性满意率为 65.9%；对课程内容的满意率为

84.1%。

2.2 互动功能满意度

学生对学校互动功能的满意率为 72.7%（见表 1），

其中男性的满意率为 72.2%，女性为 73.1%。女生比男

生的满意度高 0.9%，基本持平。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整体满意度高，用户对平台提供的互动功能，如问

答与论坛，满意度相对较低。具体而言，同学们反馈指

出，由于平台用户基数较小，导致互动区域活跃度不高，

问答与论坛显得较为冷清。

2.3 界面设计满意度

学生对界面设计的满意度为 79.5%（见表 1）。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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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男性的满意率为 77.8%，女性为 80.8%。平台的界面

设计在用户体验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3]
。一个优秀

的界面设计不仅能够吸引用户的眼球，提升用户的初步

好感，更能在实际操作中为用户提供便捷、流畅的体验。

2.4 操作便捷性满意度

学生对操作便捷性满意率为 65.9%（见表 1），其

中男性的满意率为 77.8%，女性为 55.7%。男性比女性

的满意率高 22.1%，差异较大。操作便捷性至关重要。

它关乎学生能否快速上手，高效完成学习任务，减少不

必要的困扰。

2.5 课程内容的满意度

学生对课程内容的满意率为 84.1%（见表 1），其

中男性的满意率为 77.8%，女性为 88.5%。在虚拟教学

平台中，课程内容是核心所在。优质、丰富、实用的课

程内容能够吸引并满足学习者的需求，促进知识掌握与

技能提升，是确保教学效果、实现教育目标的关键。

2.6 学习成效的满意度

学生对学习成效的满意率为 75.0%（见表 1），其

中男性的满意率为 66.7%，女性的满意率为 80.8%。作

为先进的仿真教学平台，能够模拟真实场景，有效提升

学习者的实践能力和学习成效，助力知识技能的全面掌

握。

表 1 对虚拟仿真教学平台满意度调查[%(n)]

项目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学生总体满意度 43.2%（19） 43.2%（19） 11.4%（5） 2.3%（1）

互动功能满意度 29.5%（13） 43.2%（19） 27.3%（12）

界面设计满意度 31.8%（14） 47.7%（21） 20.5%（9）

操作便捷性满意度 20.5%（9） 45.5%（20） 34.1%（15）

课程内容的满意度 45.5%（20） 38.6%（17） 15.9%（7）

学习成效的满意度 29.5%（13） 45.5%（（20） 25.5%（11）

2.7 不足与需要增加的功能

知道了平台的不足，我们不仅要改变这些，还想要

满足同学们更多的需求。在收回的调查问卷中，我们发

现学生对操作便捷性的增强以及学习资源的丰富化表

达了最为迫切的需求。具体而言，有 72.7%（见表 2）

的同学强调了提升操作便捷性的重要性，而 63.6%的同

学则希望看到学习资源的进一步扩充。

在同学们提出希望增加的项目中，我们发现了一个

显著的趋势：81.8%(见表 2）的学生渴望获得更加丰富

的学习资源，与此同时，79.5%的同学则表达了对于增

加虚拟实验项目的强烈愿望。

表 2 对虚拟仿真教学平台进一步完善建议

人数(n) 百分比(%)

希望改进的
方面

界面设计 26 19.5%

操作便捷性 32 24.1%

学习资源丰富度 28 21.1%

技术支持 26 19.5%

互动功能 21 15.8%

总计 133 100.0%

希望增加的
功能

更多虚拟实验 35 26.3%

更多学习资源 36 27.1%

更好的互动功能 30 22.6%

个性化学习路径 27 20.3%

其他 5 3.8%

总计 133 100.0%

3 调查结论

根据问卷各项的调查结果显示：一、学生们对虚拟

仿真教学平台的整体满意度相当高，达到了 86.4%，这

充分证明了平台在提供高质量教学服务方面有一定的

成功。然而，当深入到各个具体部分时，满意度呈现出

一定程度的下滑趋势。特别是操作便捷性方面，学生的

满意度仅为 65.9%，相对较低，这表明平台在操作界面

设计、用户交互体验等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此外，

互动功能的满意度也相对较低，仅为 72.7%，说明学生

在使用过程中对于平台提供的互动体验并不完全满意。

考虑到互动性是虚拟仿真教学平台的重要优势之一，因

此提升互动功能的满意度对于增强平台吸引力、提高学

习效果至关重要。二、在深入分析了表 2所揭示的数据

后，我们清晰地认识到平台当前存在的不足，并决心采

取积极措施进行改进。学生们的声音是我们进步的指引，

其中，丰富学习资源和增加虚拟实验成为了两大核心需

求。为了满足同学们对知识的渴求和实践的向往，我们

将把这两点作为改进工作的重中之重。计划引入更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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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的课程内容，覆盖更广泛的学科领域，同时，设计

更多贴近实际、富有挑战性的虚拟实验项目，让学生在

模拟的真实环境中自由探索，深化理解。

此外，我们也注意到了同学们对平台操作系统的反

馈并不尽如人意。部分学生表示在使用过程中遇到了技

术障碍，这不仅影响了学习体验，还可能挫伤他们的学

习积极性。对此，我们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并采取切实

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一方面，我们将对现有系统进行

全面排查，修复已知的技术问题，确保平台的稳定运行；

另一方面，加强反馈机制，建立快速响应体系，一旦遇

到技术问题，能够迅速得到帮助和解决。同时，考虑到

技术更新的快速性，我们还将定期评估并升级系统，引

入更先进的技术架构，提升平台的性能和稳定性，确保

每位学生都能享受到流畅无阻的学习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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