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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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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教学资料和授课教师: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均采用安

徽科技出版社出版张根葆、关宿东主编的«机能实验学教

程»ꎬ教学目标、课件及教学视频等资源通过 ＱＱ 群和微信群

与学生共享ꎮ 两班学生理论课均由同一老师讲授ꎬ机能实验

课分别由 ４ 名老师讲授ꎬ教师的教学能力由教务处反馈近 ５
年教学水平一致ꎮ

３.教学方法:(１)虚拟实验教学平台:根据机能实验学的

课程特点ꎬ将虚拟实验教学平台分为经典实验和设计型实验

两大类[３] ꎮ 虚拟实验平台内设有可以帮助学生预习的详细

的实验目的、实验原理、实验方法、实验视频、模拟操作和注意

事项ꎮ (２)实验组教学方法:将实验组学生随机平均分为 ４
个实验班ꎬ每个实验班以 ５~ ６ 人为一个实验小组ꎮ 课前要求

每个学生按照教学进度安排利用虚拟实验教学平台预习ꎬ并
掌握实验目的、实验原理、实验方法和注意事项等ꎻ课中利用

课堂 ４ 个学时ꎬ每次由一个小组带教学生讲解实验目的、实验

原理、实验方法和注意事项ꎬ带教的学生可以有自己的见解和

讲授方法ꎬ讲授过程中要及时回答同学提出的问题ꎬ然后进行

分组实验ꎬ实验后由教师测评教学质量和效果ꎬ总结归纳ꎻ课
后由学生总结并书写实验报告ꎮ (３)对照组教学方法:采取

传统教学模式ꎬ布置课前预习但不安排虚拟实验系统操作ꎬ课
中由教师利用多媒体课件讲解实验目的、实验原理、实验方法

和注意事项ꎬ然后进行示教ꎬ学生自主操作实验ꎬ教师指导答

疑ꎬ最后进行归纳总结ꎮ
４.评价方法: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学期末采用相同的理论

考试和技能操作考核ꎬ同时对实验组的学生进行“翻转课堂”
教学模式的课程满意度问卷调查ꎮ

５.统计学方法:对两组学生成绩的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６.０ 统

计软件ꎬ组间比较用 ｔ 检验ꎬＰ<０.０５ 具有统计学意义ꎮ
二、结果

１.实验组与对照班组期末理论考试和技能操作成绩比

较:实验组学生期末考试成绩明显高于对照组ꎬ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１)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实验组与对照组期末成绩比较(ｘ±ｓ)
组别 人数 理论成绩(分) 操作成绩(分)

实验组 １２２ ８３.８９±９.５１ ８５.９６±１１.３７
对照组 １２３ ７７.２０±１３.２４ ７４.７４±１２.２４

ｔ ４.５４ ７.４３
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２.问卷调查:实验组“翻转课堂”教学问卷调查结果如表

２ 所示ꎮ
　 　 讨论　 传统的机能实验学教学模式是以教师为课堂主

导ꎬ课堂上遵循“实验目的、原理、方法、示教、操作、书写实验

报告”这一流程ꎬ学生被动接受ꎬ教学过程枯燥ꎬ学生学习依

赖性强ꎬ主动性差ꎬ实验过程中不积极、不主动ꎬ操作过程中出

现问题不思考ꎬ实验教学效果不理想ꎮ

与传统的机能实验学教学模式比较ꎬ采用“翻转课堂”的
新型教学模式ꎬ把教与学相颠倒ꎬ以学生为教学活动的中心和

主导ꎬ通过数字化虚拟平台的应用ꎬ教师在课前提出具有针对

性的问题ꎬ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和思考ꎬ并自主查阅相关书籍和

文献资料ꎬ建立完整的知识体系ꎬ课堂上独立讲授ꎬ与同学探

讨问题ꎬ并发表自己的见解[３－４] ꎮ 实验过程中ꎬ由于学生对涉

及的理论知识、实验过程和注意事项已经心中有数ꎬ使得操作

过程游刃有余ꎬ缩短了实验时间ꎬ提高了实验的成功率ꎮ 在

“翻转课堂”教学过程中ꎬ教师的身份不再是课堂的讲授者ꎬ
而变成课堂的参与者和引导者ꎮ 通过“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的学习ꎬ学生增强了自主学习的意识ꎬ激发了强烈的学习动

机ꎬ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ꎬ增加了学生学习的兴趣ꎮ 同

时ꎬ“翻转课堂”通过重新设计教学和组织形式ꎬ对传统的实

验教学环节和时间进行规划调整ꎬ学生知识的获取是在课前

完成ꎬ课中主要在于讨论互动ꎬ重点讨论解决学生提出的问

题ꎬ激发了学生强烈的学习热情ꎬ学生带着问题开展每次课堂

教学ꎬ真正为了完成某一个目标而学习ꎮ 学生通过课堂讲授、
探讨问题、动手实验ꎬ最终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ꎮ

在“翻转课堂”教学过程中ꎬ教师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课程

的讲授过程ꎬ但整个课程和教学环节的设计ꎬ每个小组的带教

必须要经过教师的指导和试讲才能完成教学任务ꎬ通过这一

过程ꎬ可以促进师生之间的交流ꎬ同时还能使学生的口头表达

能力、逻辑思维能力以及组织能力得到逐步的提高ꎬ使学生的

综合素质快速增加ꎮ
总之ꎬ在机能实验学中开展“翻转课堂”的学模式ꎬ可以

有效的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设计教学、授课、研讨等教学过程ꎬ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率ꎬ可以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ꎮ

表 ２　 实验组 １２２ 名学生对“翻转课堂”教学效果的

主观评价 ｎ(％)
分组 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 差

增强自主学习意识 １０４(８５.２５) １０(８.１９) ６(４.９２) ２(１.６４)
巩固理论知识　 　 １１３(９２.６２) ６(４.９２) ２(１.６４) １(０.８２)
提高动手能力　 　 １０６(８６.８９) ９(７.３８) ５(４.０９) ２(１.６４)
提高实验成功率　 １１０(９０.１６) ７(５.７４) ４(３.２８) １(０.８２)
缩短实验操作时间 １０９(８９.３４) ８(６.５７) ５(４.０９) 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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