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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云班课的翻转课堂教学实践
———以药学专升本《有机化学》课程为例

王　军　王守信　丁　林　刘　景△

（济宁医学院药学院，日照 ２７６８２６）

　　摘　要　目的　探讨基于云班课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药学专业专升本学生有机化学课程中的应用效果，
以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及课程教学质量。方法　分别选取我校药学院２０１７、２０１８级药学专升本学生为对
照组与观察组。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方式，观察组在传统教学方式基础上采用基于云班课的翻转课堂教学模

式。结果　学生对基于云班课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兴趣高、满意度高，课程知识点的熟练掌握及结课成绩明显
高于传统教学模式（Ｐ＜００５）。结论　基于云班课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有一定课程基础的专升本学生中实施
可行性高，学生学习主动性和课堂参与度大大加强，课堂教学质量明显提高，为有机化学教学改革提供了一定参

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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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云班课的翻转课堂是一种在云班课 ａｐｐ 的网络教学平台中开展课堂内外互动教学、即时反

馈的教学模式，即线上平台学生完成预设教学资源

的学习和讨论，线下课堂教师引导学生完成各项教

学活动并实现知识的内化［１２］。该教学模式既可以

满足学生的自主学习，又利于教师全方位掌控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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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可以促进教与学的协同发展［３４］。有机化学

是高等医学院校药学及医学等专业一门重要的专

业基础课程，与后续生物化学、药物化学、药理学、

药剂学等多门课程的学习联系紧密［５］。但其知识

点繁多、反应机理复杂，学生学习时感到困难、难以

记忆与理解。本研究将基于云班课的翻转课堂教

学模式应用到具有一定学习基础的药学专升本学

生《有机化学》的教学中。该教学模式克服了传统

“填鸭式”教学模式的弊端，促进了教与学的相互

提高，有效提高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课堂教学效

果。

１　对象及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观察组为我校 ２０１８级药学专升本 １班、２班

的１００名学生（每班 ５０人，两个班为合堂授课），
对照组为２０１７级药学专升本１班的５２名学生（１
个班级单独授课）。教材选用人民卫生出版社的

全国高等学校药学专业第八轮规划教材（供药学

专业用）《有机化学》第８版，翻转课堂授课学时共
计５２学时。
１．２　教学过程

对照组采用传统的教师课堂上讲授为主的教

学模式。课程根据《有机化学》教学大纲，首先对

每个章节的教学内容进行梳理和整合，针对不同知

识点录制微课视频（于中国石油大学网络及教育

技术中心录制，共录制视频７８个），授课ＰＰＴ按章
节制作（共１９章），这些教学资源学生可以长期在
云班课平台在线学习和回顾。观察组在传统教学

方式基础上采用基于云班课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具体实施过程分为课前、课中和

课后３个阶段———以教材第八章卤代烃的亲核取
代反应机理一次教学内容为例（如图１所示）。

图１　云班课的翻转课堂实施方案

１）课前教学资源推送。课程开课前教师首先
创建云班课班级，指导学生在手机上下载云班课

ａｐｐ通过不同班课号加入相应班课；教师课前一周
将班课微课视频、课件、教学目标及学习任务等教

学资源上传至班课中，本阶段学生根据学习任务进

行自主学习，教师通过云班课平台及时了解学生学

习进度，对没有完成的学生发送提醒通知。

２）课中教学活动开展。本阶段是整个教学过
程的重点环节，教师需要帮助学生对所预习知识进

一步内化。课堂上可设置云签到，考察学生出勤情

况。教师通过有效的课堂设计对学习任务或课前

疑问给予指导和解答，可以设置抢答、问卷、头脑风

暴、小组任务、测试等课堂活动，增加课堂趣味性，

提高学生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通过平台的及时

反馈了解学生学习效果。

３）课后任务及反馈。课后及时在班课中发布
作业和答疑、讨论等活动，进一步巩固所学知识。

教师通过学生的各种反馈及时掌握学生学习情况

并对教学方案进一步优化。

１．３　教学效果评价
教学效果评价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１）每

章内容结束后在云班课中每名学生均有个人综合

评价分值，包括视频、非视频资源的学习和学生参

与班课中的各项活动（签到、调查问卷、头脑风暴

等）奖励经验值，通过设定经验值，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２）课后作业和小组任务评分，通过学生
出现的问题及时对课堂内容及教学方法进行总结

纠正。３）不定期线上线下测试，及时掌握学生的
学习效果。４）期末考试试卷成绩。通过以上几个
方面的具体分析，教师可以对自己的教学设计和教

学方法进行重新审视，针对问题及时调整，从而进

一步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

１．４　教学统计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３．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

以 珋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以百
分数（％）表示，采用卡方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学生课堂教学内容完成情况（以卤代烃
章节为例）

本章教学计划学时为６学时，共设定经验值为
１００：观察组经验值包括视频资源２０、电子课件１０、

·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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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到１０、小组任务 ２０、抢答 １０、测试 １０、答疑讨论
１０、作业１０；对照组经验值视频资源３０、电子课件
３０、作业 ４０。两组学生统计结果见表 １。由表可
见，观察组有９３％的学生经验值在８０以上，其中教
学资源、签到、测试、作业所有学生基本能够全部完

成，在抢答、小组任务和答疑讨论中出现较大差别，

说明有部分同学学习主动性还需进一步加强，针对

这部分学生需要采取其他的辅助教学手段。而对

照组中经验值在８０以上仅为７３％，作业情况完成
较好，但因为没有相应课程任务，视频资源、电子课

件部分完成情况较差。观察组学生在课堂教学内

容完成情况中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表１　两组学生课堂教学内容完成情况

组别 ｎ 经验值８０以上
观察组 １００ ９３
对照组 ５２ ３８
χ２ １３．１９
Ｐ ＜０．００１

２．２　两组学生对教学模式满意度
两组学生对提高团队协作意识满意度比较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学生对提高学习主
动性、增强学习兴趣、提高课堂学习效率、加强师生

互动、利于活跃课堂气氛、教学方法更适合自己等

满意度均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两组学生对教学模式满意度调查（ｎ／％）

组别 ｎ
提高学
习主动
性

增加学
习兴趣

提高课
堂学习
效率

加强师
生互动

提高团
队协作
意识

利于活
跃课堂
气氛

教学方
式更适
合自己

观察组 １００９０／９０．００９５／９５．００９２／９２．００９８／９８．００９７／９７．００９８／９８．００９１／９１．００
对照组 ５２４０／７６．９２４１／７８．８５３９／７５．００４４／８４．６１３９／７５．００４６／８８．４６４０／７６．９２
χ２ ４．７２６ ９．４７９ ８．３０３ ９．９７２ ３．７２９ ４．４７６ ５．６９３
Ｐ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５３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７

２．３　期末试卷成绩评价
观察组的考试成绩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３　两组学生期末考核成绩比较（分，珋ｘ±ｓ）

组别 ｎ 成绩

观察组 １００ ８４．０１±７．７２
对照组 ５２ ７６．９４±１１．２５
ｔ ４．５５６
Ｐ ＜０．００１

３　讨论

有机化学课程因其内容丰富、反应机理繁杂等

特点，传统填鸭式授课模式中讲授节奏普遍较快，

学生很少主动参与到课堂教学当中，只是被动接

受，不利于学生对授课内容的理解和记忆保持。所

以，转换教师角色，采取以学生为中心的翻转教学

模式对有机化学教学改革以及教学质量的提高有

着深远意义［６８］。云班课 ａｐｐ具有强大的数据信
息，各种丰富的线上活动，使教师能够轻松管理创

建的班课，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进一步与翻

转课堂相结合可以增加师生之间的互信和交流，大

大增加学生课堂参与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９１０］。此外，这种教学模式有助于建立合理的教

学评价体系，全面了解学生学习情况，为课堂教学

进度提供可靠依据；还有助于教师自身能力的提

高，通过对教学资源、教学设计、课堂把控等多方面

的不断完善，切实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实现教与学

的相互提高。

３．１　有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
药学专业专升本层次的学生在专科阶段有学

习有机化学课程的基础，对该门课程的教学内容、

学习方法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而且通过专升

本考试的学生学习主动性一般较强，更适合使用以

学生为主体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通过班课经验

值统计结果及问卷调查的分析，表明运用这种新的

教学模式后，学生均积极参与到各教学环节中，将

智能手机从娱乐工具转变为学习助手，打破了传统

教学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使学生学习变得轻松而

便利，学生学习兴趣和主动性明显增强。通过教学

中小组讨论或小组任务，也进一步提升了学生的团

结协作和沟通协调等能力。

３．２　有助于课堂教学效果的提高
从观察组和对照组的期末考试成绩对比中可

以看出，采用云班课的翻转课堂模式教学的两个班

级没有６０分以下学生，班级平均分分别为 ８４．６３
和８３．４，分别超出对照组 ７．７分和 ６．５分。根据
多年教学经验，一般小班制教学的教学效果要更

好，所以我们把 ２０１７级 １个班级作为了对照组。
但研究结果却发现观察组成绩却普遍高于对照组。

这充分证明学生学习主动性提高的同时也会大大

提高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同时在这种教学

模式下，能够创造良好的课堂氛围，从而可以取得

更为理想的成绩。

３．３　有助于教师自身能力的提升
在翻转课堂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角色从知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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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输者转变为课堂的组织者、引导者，教师需要精

心组织好教学的各个环节，还要通过学生学习情况

反馈及时对教学方案进行调整，并且通过讨论、答

疑及时给学生答疑解惑，让学生通过翻转课堂实现

对教学内容理解、掌握和巩固。相比于传统教学方

式，要达到翻转课堂的预期效果，从教学设计、微课

制作、课堂把控等多个方面对教师的要求也会更

高，因此，教师必须注重各方面的知识积累，不断提

高自身教学能力。

３．４　云班课翻转课堂在教学中前景与挑战
目前，虽然我们基于云班课的翻转课堂教学方

式的实施，学生的成绩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提高，但

学生对知识点的具体的掌握情况，并不能由此得到

真实反映。所以要真正提高课堂教学效果，还需要

解决一些常见问题。第一，学生学习基础有所差

别，导致课堂中对教学内容理解程度会有较大不

同，这就需要教师提前了解学生学习背景，对基础

较薄弱学生及时给与指导，从而整体提升课堂效

果。第二，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有所差别，如在回答

问题方面，个别同学课堂上因为紧张不会及时抢

答，对此教师可以在云班课中设置一些线上讨论，

从而增强学生课堂参与感。第三，虽然云班课中设

置了各种活动的经验值，能一定程度上体现学生学

习主动性，但教师无法确定每名学生课前是否完

整、细致的观看并认真学习了发布的教学资源，是

否主动去查阅相关知识，预习程度会有较大差别，

所以教师需要进一步细化课堂预习计划，还要多设

定一些团体或小组任务，让学生感到不帮助他们的

团体，会有一定的愧疚感，从而养成课前预习、主动

参与教学活动的习惯，为翻转课堂教学的顺利实施

奠定基础。通过对云班课翻转课堂的不断改进和

完善，使这种新的教学模式能顺应信息化教学的趋

势，真正让学生受益，从而推动高等教育教学质量

的提高。

综上所述，有机化学课程因其内容多、反应式

多、反应机理繁杂等特点，在传统授课模式中学生

很少主动学习，不利于学生对授课内容的理解和记

忆保持。本研究将基于云班课的翻转课堂教学模

式应用到有机化学课程的教学中，通过对云班课互

动教学平台的应用，结合各项数据的对比与分析表

明，这种模式有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有助课

堂教学效果的提高以及教师自身能力的提升，教学

效果明显优于传统教学模式，值得进一步尝试与研

究。今后，随着云班课各种功能的进一步优化和应

用，对教师的要求也进一步提高，要注重对各教学

环节的积极准备，还需要对这种线上线下的教学模

式合理分配，平衡好网络学习和课堂学习的关系，

使基于云班课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能推动教学方

式的改革及教学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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