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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为了使检验核医学的考试更加科学、规范、合理ꎬ提高教学质量ꎬ尝试建立题库ꎬ实现

题库组卷出题ꎮ 方法　 培训教师ꎬ收集资料ꎬ编写试题ꎬ制作软件ꎬ输入试题等ꎬ经过一系列工作ꎬ顺利完成

题库的编撰工作ꎮ 结果　 成功编撰了检验核医学的题库ꎬ并投入使用ꎮ 题库能极大减轻教师考试组卷的

工作量ꎬ提高工作效率ꎮ 题库组卷出题ꎬ具有良好的难度系数和区分度ꎬ考试成绩符合正态分布ꎬ更科学有

效ꎮ 结论　 检验核医学的题库是成功的ꎬ能更科学地考评学生学习水平ꎬ提升教学质量和教学管理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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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核医学是医学检验专业重要组成学科之一ꎬ经过多

年建设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权威教材和教学大纲ꎮ 为了使学生

更好地掌握相关知识ꎬ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ꎬ对检验核医学的

教学实施“按章节教学改革”研究ꎬ即在不同章节施以不同的

教改尝试ꎮ 经过努力ꎬ取得一定成果ꎬ本文将题库建设所取得

一些成就与心得进行探讨ꎮ
考试是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ꎬ可促进学生积极学习ꎬ教师

认真教学ꎬ是评价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ꎮ 考试必须充分体现

公正性、客观性、科学性ꎬ科学有效的考试方法ꎬ是影响教学质

量的重要因素ꎮ 长期以来ꎬ检验核医学的考试停留在比较原

始的阶段ꎬ考试前教师临时翻教科书出题ꎬ或许将以前的老试

卷经简单修改就用来考试ꎮ 因此ꎬ这样的现状不能全面考核

学生的真实水平ꎬ也没跟上时代的步伐ꎮ 现在很多高校逐步

建立计算机题库ꎬ实施教考分离ꎬ使考试管理走向规范化、现
代化、科学化ꎮ 本校根据实际情况ꎬ发挥品牌优势和专业特

色ꎬ建立检验核医学的题库ꎬ充分发挥计算机管理系统的长

处ꎬ充分利用宝贵的考试资源ꎬ提高教育测量水平[１] ꎮ
一、资料与方法

１.建立题库的基本原则:建立优秀的题库ꎬ首先要从宏观

上保障题库的质量ꎮ 根据学科特点、教学目的、教学大纲ꎬ结

　 　 基金项目:２０１１ 年度四川省高等教育质量工程项目

　 　 作者单位:６１０５００ 四川ꎬ成都医学院检验医学院

合本院特色、考试要求ꎬ制订出题库的原则、方法ꎬ提出题库建

设方案ꎮ 同时参考其他院校的经验ꎬ参照但不照搬ꎬ避免出现

水土不服ꎬ从而保证题库具有较高质量和合理结构ꎮ 好的题

库具有的特点为:具有主观题和客观题ꎬ二者比例适度ꎻ各类

型试题、各章节试题分布合理ꎻ能体现检验核医学的课程特

点ꎮ
２.题库的建立过程:(１)明确思想ꎬ明确任务:建设题库之

前ꎬ首先需要统一思想ꎬ重新学习教学大纲ꎬ明确教学目的和

教学任务ꎮ 重读教材ꎬ加深对教材的把握程度ꎬ避免“以己之

昏ꎬ使人之昭”ꎮ 通过学习ꎬ可更好的掌握概念、理论ꎬ明确清

晰课程学科的知识框架ꎬ注重理论与实践相联系ꎮ 明确指导

思想后ꎬ根据教学大纲拟订命题方案ꎬ优化各类型、各章节的

题数、题型、难易程度ꎬ争取把题库建设得更合理、科学、有效、
可靠ꎮ (２)培训教师ꎬ提高水平:题库的建设任务主要由检验

核医学的任课教师担任ꎬ由于工作量大、任务多ꎬ因此需要邀

请一些其他任课教师参加编写题库ꎮ 很多教师可能对学科不

了解ꎬ也未参与过题库编写ꎬ对此还很陌生ꎬ于是邀请专家对

参与编题的教师进行培训ꎬ解决大家经验不足的问题ꎬ提高大

家编题的理论水平ꎮ 然后组织大家对命题原则进行讨论ꎬ确
定题库题型、难易分级和试题比例ꎮ (３)收集资料ꎬ编写试

题:通过以上准备后ꎬ组织编题教师编写试题ꎮ 首先进行分

工ꎬ每人负责相应的章节ꎬ按照统一规范的格式进行编写ꎮ 编

好之后的试题ꎬ经集体讨论ꎬ负责教师筛选ꎬ再经修改ꎬ就可入

７０２４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 ２０１６ 年第 ３７ 卷第 ３３ 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Ｑｉｑｉｈａ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２０１６ꎬＶｏｌ.３７ꎬＮｏ.３３



题库ꎮ 试题的来源多样:①通过参考教科书ꎬ自己编写试题ꎻ
②来自其他院校的试题ꎻ③相关的研究报告、科学实验ꎻ④来

自生产生活、临床实践所得的知识ꎮ 编写好的试题ꎬ应配上标

准答案ꎬ标注上试题类型、章节来源、难易程度ꎮ (４)制作软

件ꎬ输入试题:试题是题库的血肉ꎬ题库软件是题库的骨架ꎬ优
质的题库软件可使题库使用起来得心应手ꎮ 可邀请计算机软

件专家制作题库软件ꎬ制作时参考国内院校的题库软件ꎬ博彩

众长、扬长避短ꎬ充分吸取他们的精华优势ꎬ应用到自己的题

库上ꎮ 制作过程也邀请命题教师参与ꎬ充分倾听他们意见ꎬ一
起参与测试、修改、完善ꎮ 制作完成后ꎬ保持长期联系ꎬ可对题

库进行维护、更新补丁、升级ꎮ
３.创新点:本题库的创新点是每道题都要备注难度系数、

章节、知识点ꎮ 难度系数反映了试题的难容易度ꎬ在输入试题

时都要确定难度系数:容易 ０.７５ꎬ一般 ０.５ 分ꎬ困难 ０.２５ 分[２] ꎮ
同时备注出章节、知识点ꎬ例如:章节－第一章核物理与辐射

防护基础知识ꎬ知识点－电子俘获ꎮ 虽然在操作过程增加了

很多工作量ꎬ但利于组卷出题ꎬ教师可根据专业班级ꎬ本科、专
科、成教等学历程度ꎬ选择不同难易程度、不同知识点等ꎬ这样

计算机能根据需求筛选符合要求的题目ꎮ
二、结果

１.题库试题质量分析:选题组卷常用的题型有填空题、单
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判断题、名词解释、简答题、计算题ꎬ共
七种题型ꎮ 使用题库可以很好选择处理好各种题型的题量、
比例、分值等关系ꎬ考试结束后将试卷做分析ꎬ计算出平均难

度系数和区分度ꎮ 使用题库组卷的标准试卷包括七种题型ꎬ
总共 ８０ 道题ꎮ 将题库组卷的标准试卷进行试题分析ꎬ其结果

见表 １ꎬ填空题和名词解释难度比较高ꎬ区分度也高ꎻ单项选

择题和多项选择题难度居中、区分度也居中ꎻ判断题、名词解

释、计算题难度比较低ꎬ区分度也比较低ꎮ 全卷的平均难度系

数为 ０.８０ꎬ区分度为 ０.２３ꎬ符合考试要求[３] ꎮ

表 １　 试卷各题型比例与难易比较

题型 题量(个) 百分比(％) 分值(分) 平均难度系数 区分度

填空题　 　 ２０ ２５.０ １０ ０.６９ ０.４０
单项选择题 ３０ ３７.５ ３０ ０.８４ ０.３３
多项选择题 １０ １２.５ １０ ０.７２ ０.３０
判断题　 　 １０ １２.５ １０ ０.９０ ０.１９
名词解释　 ５ ６.２５ １０ ０.６３ ０.４２
简答题　 　 ４ ５.０ ２０ ０.９０ ０.１９
计算题　 　 １ １.２５ １０ ０.９１ ０.１８
试卷汇总　 ８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 ０.８０ ０.２３

　 　 难度系数 Ｐ 反映了考试题目的难易程度ꎬ其计算公式为

Ｐ ＝ １－Ｘ / Ｗ(Ｐ 为难度系数、Ｘ 为平均失分、Ｗ 试卷总分)ꎮ 区

分度 Ｄ 值可划分学习水平高低ꎬ区分度越好 Ｄ 值越大ꎬ区分

度差 Ｄ 值就小ꎮ 题库试题的难度分级为:困难、居中、容易ꎬ
总共三级ꎮ 将难易程度和区分度进行类比ꎬ其结果见表 ２ꎮ
区分度好的试题占 ２５％ꎬ居中的站 ５２.５％ꎬ区分度差的试题只

占 ２２.５％ꎬ比例不高ꎮ 结合各类题型ꎬ大部分试题区分度都超

过 ０.３ꎬ属于良好ꎬ其中判断题、简答题、计算题ꎬ均未达到 ０.３ꎬ
有待提高ꎮ 总体评价ꎬ该试卷能较好地区分学生考试水平的

高低[４] ꎮ

表 ２　 难易度和区分度

试题
难度

困难 居中 容易

区分度

良好 居中 较差

数量(个) 　 　 ２８ ３９ １３ ２０ ４２ １８
所占比例(％) ３５.００ ４８.７５ １６.２５ ２５.００ ５２.５ ２２.５

　 　 ２.选题组卷:制作一份优质的试卷是教学工作的重要组

成部分ꎬ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ꎮ 制作试卷前应根据教学目

的、教学任务、教学大纲构建试卷ꎮ 其流程分为三步:一、组卷

教师要确定好试题数量、出题范围、试卷难度等ꎮ 二、要合理

分配试题ꎬ控制好难易程度ꎬ争取每一个知识点都要有ꎬ但要

避免同一知识点重复出现在不同题型中ꎮ 三、用题库选题组

卷时ꎬ组卷教师可进行适当的调节ꎬ控制参数用人工选取试

题ꎬ并避免与过去的考题重复ꎮ
３.考试成绩分析:建设好题库后ꎬ使用题库出题对 ２０１０

级五年制医学检验本科班的«检验核医学»进行考试ꎮ 考生

６２ 人ꎬ最高分 ９４ 分ꎬ最低分 ５４ 分ꎬ平均分 ７９.８０ 分ꎬ优秀率

１６.１２％ꎬ及格率 ９５.１６％ꎬ标准差 ９.４２３ꎬ信度指数 ０.４１９ꎬ效度

指数 ０.２３２ꎮ 考试成绩成正态曲线分布ꎬ两头小ꎬ中间大ꎬ科学

有效ꎬ考试成绩各分数段如表 ３ 所示ꎮ

表 ３　 考试成绩频数表

分数段 频率 百分率(％) 累积百分率(％)
９０~１００ １０ １６.１３ １６.１３
８０~８９ ２８ ４５.１６ ６１.２９
７０~７９ １４ ２２.５８ ８３.８７
６０~６９ ７ １１.２９ ９５.１６
<６０ ３ ４.８４ １００.００
合计 ６２ １００.００

　 　 讨论　 经过不懈努力ꎬ题库规模从小到大ꎬ初具规模ꎬ通
过一段时间使用ꎬ取得较好的效果ꎮ 随着使用时间延长ꎬ题库

不能停留在现阶段ꎬ还应有新的构思、新的设想和新的发展ꎮ
可行性:建立检验核医学的题库ꎬ在最初阶段ꎬ遇到一定

困难ꎬ存在阻力ꎮ 主要来自教师方面ꎬ一些青年教师觉得增加

了自己的工作量ꎬ自己并没得到实质性效益ꎮ 但通过组织做

思想工作ꎬ大家还是愉快地接受了任务ꎮ 题库建立之后ꎬ切身

感受到使用题库的科学便捷ꎬ大家又积极推广题库ꎬ并尝试应

用于其它学科ꎮ 所以ꎬ建设和使用题库ꎬ具有现实性和可行

性ꎬ是有益的尝试和探索ꎮ
加强学生参与:建立题库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试卷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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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有效性ꎬ实现“教考分离”ꎬ避免“讲哪考哪”ꎮ 题库既用于

考试ꎬ又向学生开放ꎬ将题库的内容分为考试部分和练习部

分ꎬ考试部分面向教师ꎬ以供考试出题使用ꎬ练习部分面向学

生ꎬ以供学生课后练习使用ꎮ 课前预习、课堂学习、课后复习ꎬ
是学好知识不可或缺的三环节ꎮ 向学生开放题库ꎬ可激发学

习热情、巩固知识ꎬ学生每次学完新课之后ꎬ学生通过题库练

习模拟题ꎬ复习知识做到有的放矢、事半功倍ꎮ 同时ꎬ通过学

生使用题库ꎬ又可及时发现问题ꎬ反馈意见ꎬ指出错误ꎬ改进完

善题库ꎬ把题库的价值使用到最大ꎮ
体现专业特色:作为检验核医学的题库ꎬ应注意体现专业

学科特色ꎮ 在编写试题时ꎬ应适当增选能体现专业特色的试

题ꎬ如:血液辐照、１３Ｃ 呼气实验、激素测定等ꎬ试题内容应结合

临床发展ꎬ适时引入一些学科新发展、新动向等ꎮ 题库的试

题ꎬ既要有基础训练的题ꎬ也需要综合分析的题ꎬ既能巩固考

核学生的“三基能力”ꎬ又能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综合能力ꎮ
建立和开发«检验核医学»题库ꎬ是高等医学院校改革和

学科发展不可缺少的必要环节ꎮ 建立合理、有效、科学的题

库ꎬ可使考试跟上时代的步伐、与时俱进ꎬ考试更科学、公正ꎬ
对学生学习的评价也更科学、合理ꎮ 该题库的建立ꎬ填补本学

科在国内的空白ꎬ使学科继续保持发展ꎬ并处于国内领先地

位ꎮ 使用题库ꎬ减轻了教师组卷的工作量ꎬ提高工作效率ꎬ也

使试卷更标准、客观、规范ꎮ 使用题库ꎬ可以帮助教学主管部

门做到“教考分离”ꎬ督促教师按照教学大纲和教学目的组织

教学ꎬ并对教师的教学质量做出评估ꎮ 实践证明ꎬ题库组卷满

足了考试要求ꎬ能很好地区分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ꎬ考试成

绩符合正态分布ꎬ科学有效ꎮ 但是题库仍然存在着不如人意

的地方ꎬ还需要进一步的改进、完善ꎬ题库中大量的试题还需

要在长期实践中检验、修改ꎬ并不断淘汰旧题、增添新题ꎮ 同

时ꎬ题库具有通用性ꎬ除了本学科使用ꎬ还可推广到其它学科ꎬ
各学科都建立起相应的题库ꎬ这对整个院系、全校的教学质

量、教学管理都将起到正能量的作用[５]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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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课堂”在医学机能实验学教学中的应用与评价

黄丽　 葛荣靖　 倪虹　 赵士弟　 李言

【摘要】 　 目的　 对“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医学机能实验学教学中的应用及应用效果进行评价ꎮ 方

法　 选择 ２０１４ 级临床医学一系 １、２ 班作为研究对象ꎬ其中 １ 班为实验组ꎬ采用“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进

行机能实验学教学ꎬ２ 班为对照组ꎬ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教学ꎮ 课程结束后对两组学生采用相同的理

论考试、技能操作考核ꎬ同时对实验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评价教学效果ꎮ 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ꎬ实验组的

理论考试成绩和技能操作成绩均较高ꎬ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 ꎻ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实验组的

学生对“翻转课堂”教学效果 ５ 个项目评价为满意和比较满意均达 ９３％以上ꎮ 结论　 “翻转课堂”的教学

模式对医学机能实验学的教学效果有较大的提高ꎬ是适应新形势下教学要求的可行的教学模式ꎬ应用优势

显著ꎮ
【关键词】 　 翻转课堂ꎻ　 医学机能实验学

　 　 医学机能实验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实验学科ꎬ涉及生理学、
病理生理学和药理学三门学科的专业知识ꎬ以活体实验动物

为研究对象ꎬ研究其正常的生理机能、疾病的发病机制和药物

的作用规律ꎮ 整个学科涉及的理论内容多而复杂ꎬ学生理解

和掌握实验原理比较困难ꎮ 传统的机能实验教学模式是教师

课堂结合多媒体课件教授、示教ꎬ学生自主实验ꎬ教师实时指

导答疑ꎮ 这种传统模式只适用于积极主动、动手能力强的学

生ꎬ而对于那些主动性差、动手能力弱的学生ꎬ教学效果不理

想ꎮ 同时实验教学过程中还经常会出现学生操作时间不足、

　 　 基金项目:蚌埠医学院教学研究项目(ｊｙｘｍ１５３０)
　 　 作者单位:２３３０３０ 安徽ꎬ蚌埠医学院病理生理学教研室

　 　 通信作者:李言ꎬＥｍａｉｌ:ｚｉ０５＠ １６３.ｃｏｍ

失败率高和动手机会少等问题[１] ꎮ “翻转课堂” ( Ｆｌｉｐｐｅｄ
Ｃｌａｓｓ)是指通过数字化平台翻转传统的学习过程ꎬ师生共享

学习资源(包括教学目标、教学课件、教学视频等)ꎬ在教师的

指导下ꎬ学生课前完成知识的自主学习及研讨ꎬ课中学生讲

解、教师指导、师生互动交流的新型教学模式[２] ꎮ 在我院

２０１４ 级临床医学本科的机能实验教学中ꎬ本课题组开展了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实践研究ꎬ并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

果ꎮ
一、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选择本校 ２０１４ 级临床医学一系 １、２ 班作为

研究对象ꎬ两班学生均通过全国高等教育入学考试选拔ꎬ随机

分班ꎮ 以 １ 班为实验组ꎬ ２ 班为对照组ꎮ 实验组 １２２ 人ꎬ对照

组 １２３ 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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