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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期间混合式教学模式
在《组织与胚胎学》教学中的应用

王　倩　郑　征　李　玲△

（青岛大学医学部基础医学院，青岛 ２６６０７１）

　　摘　要　目的　疫情背景下基于《组织与胚胎学》课程特点，探讨传统教学模式和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教学
效果差异。方法　整群抽样取２０２０级临床医学（五年制）专业７、８班５６名学生为对照组，９、１０班５７名学生为
观察组，对照组采用线下面授的传统教学模式，观察组采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采用形成性评价

成绩、线上期中考试成绩和线下期终考试成绩结合（最终成绩）的方式评价两组教学效果。结果　观察组教学
模式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的形成性评价成绩、线上期中考试成绩、线下期末考试成绩和
最终成绩（８６．０９±４．７４、８７．１８±４．７３、８４．４０±５．０１和 ８５．７５±４．０１）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７７．３６±５．５９、７８．３４±
６０２、７５．４５±１０．３０和７５．９８±１０．５０）分，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混合式教学模式有利于学生
课程成绩的提高，有利于“教”与“学”的良性循环，有利于学生专业知识的贯通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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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初，新冠肺炎病毒肆虐横行并迅速席 卷全球。我国卫生健康委员会已把新冠肺炎纳入

乙类传染病，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防控措施［１］。此

次疫情对我国医学教育，尤其是基础医学教育提出

新挑战、新要求。我们需要优化教学改革模式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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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时期的复杂形势。在此背景下，青岛大学组织

学与胚胎学教研室响应国家号召，甄选合适教学资

源平台，掌握相关教学沟通软件，逐渐摸索出以线

下面授为基础，以“山东高等医学联盟网络教学平

台《组织学与胚胎学Ⅰ》”（青岛大学，李玲主讲）和
“医学形态学数字化教学平台”为依托、交互使用

微信群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１　对象和方法

１．１　对象
整群抽样法选取 ２０２０级临床医学（五年制）

专业 ７～１０班 １１３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７、８班
５６名学生为对照组，９、１０班５７名学生为观察组，
两组在高考成绩、性别、年龄等方面无明显差异（Ｐ
＞０．０５）。
１．２　方法

除教学模式不同外，对照组和观察组在授课教

师、授课内容、测验和讨论题目、考核评价方式等方

面完全相同。对照组采用线下面授的传统教学模

式。观察组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

式：线下授课的同时，选取本教研室录制的线上课

程《组织学与胚胎学Ⅰ》作为理论课辅助资源，搭
配数字人科技有限公司的“医学形态学数字化教

学平台”，融合微信聊天工具，对教学过程进行即

时把控。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获取两组学生对教

学模式的满意程度；通过形成性评价成绩（包括随

堂测试和章节测试）、线上期中考试成绩和线下期

终考试成绩有机结合（最终成绩）的方式衡量两组

学生的学习效果。

１．２．１　　学时安排　根据青岛大学２０２１年春季
教学计划，医学类五年制专业所学《组织学与胚胎

学Ⅰ》（简称《组胚Ⅰ》）共４８学时，每学时５０ｍｉｎ。
１．２．２　　教学过程　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模式。
教师每次课前发送课件供学生预习；课上进行线下

授课，教师不定期组织点名，讲课过程中通过口头

提问不断启发学生回顾与思考，并适当加入课程思

政教育，学生在下课前完成随堂测试；课后教师布

置讨论和思考题，学生自觉据此进行复习巩固，并

在每章结束时完成章节测试，获取形成性评价成

绩。教师对学生遇到的问题给予随时解答和指导。

观察组采用混合式教学模式。１）课前导学。
教师指导同学进入线上课程，每次授课前上传预习

课件，追踪参与预习的学生数、浏览页数和回答问

题数，督促其完成课前预习。２）课中讲学。线下
授课时，教师根据教学内容随时切换至“医学形态

学数字化教学平台”，调取数字切片进行讲解。授

课时穿插随机点名、发送弹幕等环节，并适当加入

课程思政教育。教师感知即时教学效果，做出相应

教学调整。学生在下课前完成随堂测试。３）课后
督学。教师会在线上课程后台留相关思考题，组织

同学展开讨论：如“常用抗过敏药和作用机制的讨

论”，学生在查阅资料时不仅对肥大细胞的过敏反

应原理加深了认识，对临床药理知识也有了初步了

解（图１）；学生需完成章节测试；凭兴趣浏览线上
课程其他内容（观看拓展视频、进行拓展阅读等，

如图２）；疑难问题由教师进行答疑。

图１　课后讨论截图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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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扩展知识阅读截图

１．２．３　　考核评价方式　两组的学习效果均采用
形成性评价成绩（２０％）、线上期中考试成绩
（１０％）与线下期终考试成绩（７０％）相结合（最终
成绩）的方式评价。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３．０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

量资料用 珋ｘ±ｓ表示；计数资料用频数、百分比表示，
采用卡方检验；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ｔ检验。
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两组学生对教学模式的满意度
观察组教学模式的认同程度、提高自主学习能

力、与临床联系紧密程度、促进多学科融合、加强沟

通和反馈等方面满意度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 １。

表１　两组学生对教学模式的满意度调查（ｎ／％）

组别 ｎ
教学模式

的认同程度

提高自主

学习能力

与临床联系

紧密程度

促进多学

科融合

加强沟通

和反馈

观察组 ５７ ５０／８７．７２ ５１／８９．４７ ５２／９１．２３ ４８／８４．２１ ４５／７８．９５
对照组 ５６ ４０／７１．４３ ２９／５１．７８ ４０／７１．４３ ３２／５７．１４ ２９／５１．７９
χ２ ４．６２ １９．４１ ７．３２ １０．０１ ９．２２
Ｐ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２．２　两组评价成绩
观察组各项考核成绩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 ２。

表２　两组学生各项考核成绩比较（分，珋ｘ±ｓ）

组别
形成性

评价成绩

线上期中

考试成绩

线下期末

考试成绩
最终成绩

观察组 ８６．０９±４．７４ ８７．１８±４．７３ ８４．４０±５．０１ ８５．７５±４．０１
对照组 ７７．３６±５．５９ ７８．３４±６．０２７５．４５±１０．３０７５．９８±１０．５０
ｔ ８．９７ ８．６９ ５．８９ ６．５５
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注：最终成绩＝形成性评价成绩×２０％＋线上期中考试成绩×
１０％＋线下期末考试成绩×７０％

３　讨论

传统的教学方法强调教师在课堂中的引领作

用，通过教师的精准讲述帮助学生解除专业认知困

惑，具有一定的系统性，但教学过程过于呆板，教与

学缺乏互动［２３］。５Ｇ时代的到来不断催生着教育
领域的革新，而突发的疫情使互联网教学的优势更

加凸显。混合式教学作为一种将“线上教学”和

“线下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有利于学生课程

成绩的提高。混合式教学提倡一切以学习者为中

心［４］。本文教学实践中，教师鼓励观察组学生利

用线上庞大的信息资源进行深度学习，取得了较好

结果。从两组学生各项考核成绩可以看出，观察组

的形成性评价成绩、线上期中考试成绩、线下期末

考试成绩和最终成绩均显著高于对照组。这说明

该模式能够显著提高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趣味性，

提高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从而达到最优的

学习效果。

混合式教学模式有利于“教”与“学”的良性循

环。在该模式下，教师获取形成性评价成绩的同

时，可随时了解学生对课程教学过程、教学方式和

教学内容的所思所想所学，并将这种即时反馈与接

下来的教学思路灵活结合，随时调整教学方向，师

生之间构成正向的良性循环。本文结果显示，这种

模式同样受到了学生的认可。观察组在对教学模

式的认同程度、提高自主学习能力、与临床联系紧

密程度、促进多学科融合、加强沟通和反馈等方面

满意度均明显高于对照组。该模式把师生从传统

的课堂束缚中解脱出来，使他们在任何时间、地点

都能开展“教”“学”活动，实时交互声音、图像、文

本等信息，打破了传统教学课程的时空壁垒，培养

了学生自觉学习、终身学习的观念，教学过程得以

不断优化。

混合式教学模式有利于学生专业知识的贯通

和融合。教学资源是学生开展学习活动的基

础［５］。伴随线下授课，教师在线上引入与课程内

容相关的临床案例和拓展阅读，得到了学生的广泛

参与。这证明混合式教学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催生学生的科研思维和创新意识，让学生自行撬动

线上资源平台杠杆，实现专业知识的贯通和融合。

在这个过程中，教师为一年级医学生初步打开了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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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临床的窗口，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映照和理解得以

加深，本课程“结构决定功能”的精神内核得以深

化。教学效果斐然。

虽然混合式教学模式有诸多优点，但我们发现

该模式并不能完全准确反映学生对课程知识的掌

握情况。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１）学生因素。不
同学生自律性不同。我们发现观察组内，不同成员

完成线上课程的程度有差异：个别学生有花钱代刷

课程的行为；有些凭兴趣学习的部分由于不计入成

绩，导致某些同学根本不去涉及。由于主观原因造

成的学习效果差异，需要教师结合传统方法督促学

生的学习过程，如多设置小组任务、多采取随机选

人进行提问、进行学习去功利性教育等。２）考核
因素。随堂测验和期中考试均在线上进行，学生要

像平时考试一样在手机或电脑终端限时答完全部

题目，网络信号、打字速度和终端配置的差异会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成绩。对此，可以增设预考试，让

学生提前做好终端准备和心理建设。

综上，《组织学与胚胎学》作为医学基础课程，

具有知识点繁多、与多学科联系密切等特点。传统

教学模式中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对课程内容缺

乏深入理解。本研究紧跟教育信息化，将线下课程

和线上资源互补，嵌套使用微信作为沟通手段，开

展了混合式教学探索。各项数据表明，混合式教学

模式有利于学生课程成绩的提高，有利于“教”与

“学”的良性循环，有利于学生专业知识的贯通和

融合，也有利于思政精神的传递和教师综合能力的

提升。目前全球疫情远未结束，多样化的教学模式

在世界范围内正迅速普及［６８］。未来，本课程组在

此次教学改革的基础上，将持续优化教学细节、更

新教育理念，使混合式教学模式更加适应后疫情时

代的发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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