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考核项目)评分细则)试题库等相关材料由系部

指定专人负责管理(存档'考核前(所有考核老师及

工作人员须专门培训(熟悉考核流程)考核内容)考核

要求及考核相关规定'

&

"

小
""

结

""

在
+T/V

考核评价体系执行过程中(可能还会遇

到一些困难(比如考官的主观评价对得分的影响*

&&

+

(

及如何客观评价考生的沟通能力和综合素质等*

&.

+

'

笔者希望通过研究)实践进行不断探索和完善(逐渐

形成医学检验专业特有的
+T/V

评价体系(为专业人

才培养服务(为普通高等医药院校四年制医学检验技

术专业实践教学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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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验诊断是西医诊断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等中医院校的必修课程!在医学教育体系中占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是联系基础医学和临床技能的桥梁!更是进入临床工作前必须要掌握的医学基础知识$而在

传统的中医院校的教学过程中!由于中医院校的教学特点!在有限的学时内中西都要兼顾!所以在教学的学时

上和深度上会有不足!而翻转课堂是一种新型的颠覆传统的教学模式!充分利用移动网络资源!让学生的学习

更加自主化和开放化!能够充分的调动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临床思维能力!充分利用课堂的教学时间!提高

课堂教学效率!是值得推广和应用的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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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课堂在中医院校实验诊断教学中的研究及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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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学是一门与时俱进的学科(随着医学的发展(最新

的诊断技术和器械的发明与应用)最新的实验室诊断

方法和诊断标志物的应用都在不断更新%同时这门学

科不仅是联系基础医学和临床技能的桥梁(也是学生

进入临床工作前必须掌握的医学知识内容'提高对

西医诊断学教学的重视(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具有临

床思维和实践能力的医学生十分重要(因此不管中医

院校还是西医院校都应该重视西医诊断学的教学(应

将其作为教学的中流砥柱*

&

+

'虽然中医院校开设西

医诊断学(但实际上对其重视程度和教学要求远远达

不到西医院校的水平(由于教学学时少(诊断学教学

内容繁杂(教师很难在有限学时内将知识传授给学

生(严重影响了中医院校西医诊断学的教学质量*

.

+

'

这是中医院校在西医诊断学的教学过程中急需解决

的问题(探索和研究新型教学模式对中医院校的西医

诊断学教学是必要的'

""

-翻转课堂模式.由美国科罗拉多州
>##K"B7K

EB[Y

学 校 的 教 师
G+N<D?<N V̀*PJ<NN

和

<<*+NT<JT

于
.''-

年提出(他们利用视频录制

在线课程(提供给因特殊原因没有上课的学生*

2

+

'此

后(

T<HJ<N!?<N

创立了-可汗学院.网站(并利

用非营利性视频讲解不同科目内容(并将讲解视频时

间控制在
&'U57

左右(视频短小精悍(符合人类注意

力集中的规律(有助于学生对知识的记忆)理解和消

化'如今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已成为大学

生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翻转课堂)慕课$

J##\

&)微

课等将移动设备和新技术应用于教学中的新型教学

模式对现有教育模式的创新和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

作用'由于中医院校注重传统的师承教学模式(基于

移动设备的新型教学模式在中医院校并没有得到重

视和普及'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将翻转课堂这样的新

型教学模式应用于中医院校的实验诊断的教学中(是

值得尝试和研究的'

""

翻转课堂教学模型由课前制作)网络学习和课堂

讨论组成'教师根据学生应掌握的技能目标(结合移

动网络)手机
<EE

软件或公众平台(进行微课)慕课

平台的制作'建构以微信)

<EE

等手机支持的翻转课

堂教学模型(将课堂教学延伸至移动网络所能覆盖的

任何场所*

8

+

(学生可根据自身情况进行课前自主学

习'学生利用网络对微课)慕课进行课前学习(会对

上课的内容有基本理解和掌握(并对不懂的知识产生

疑问(在课堂上可将问题和想要深入了解的知识提出

来(通过师生)生生之间的讨论和互动(更好地对知识

点进行查缺补漏*

;

+

'

翻转课堂教学模型以学生自主学习为核心)教师

为引导'学生可通过自主在线学习和课堂讨论的过

程(得到个性化指导%该模式注重对学习情境的构建

和再现(并在课后增加教学反馈模块(便于教师对教

学活动进行适当调整与优化'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依

托功能强大的网络技术(打造个性化学习环境(将这

种先进的教育理念引入到传统的中医院校教学中(构

建信息化中医院校的新型教学方法和教育理念(有利

于中医院校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3

+

'

""

中医院校实验诊断的翻转课堂教学设计借助微

课和慕课的平台开发
<EE

软件或者微信公众平台完

成(教师根据具体的教学内容(围绕教学中的重)难点

进行微视频的录制及制作'微视频应短小精悍(能有

效讲解重)难点知识'在课程选题)课程设计和结构

设计环节如何迅速引起观看者兴趣(并让其耐心看完

尤为重要*

-

+

'微视频设计过程中要做到以学生为本(

重点突出(简单明了(能在短时间内调动学生的积极

性和兴趣'

""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是一种新型教学模式(虽有很

多优点(但是否试用于中医院校实验诊断教学还有待

评价(因此本研究开展了对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教学

实践活动(并通过学生的反馈评价和考试成绩来验证

翻转课堂的教学成果(根据教学结果反馈及时改进教

学(提高教学质量'

$

"

资料与方法

$1$

"

一般资料
"

选取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

级中

医学专业大学二年学生
&

班$

.9

人&作为翻转课堂实

验组(

.

班$

.9

人&作为对照组'两个班级的学生成

绩)性别)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1'&

&(具有可

比性'

$1%

"

选用的教材
"

两个班级均采用由詹华奎主编)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新世纪第二版0诊断学1(全

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两个班

级使用的教学大纲和教学学时均相同'

$1&

"

方法
"

翻转课堂教学组!$

&

&通过教研室集体探

讨(依据教学大纲(确定教学中的重)难点内容%$

.

&根

据重)难点内容(制作相应的网络课程(学生利用微课

视频和网络习题进行在线学习和研究(教师通过网络

平台与学生交流(发现学生的问题(在集体备课上讨

论%$

2

&教师在课堂上播放
&

遍视频(并与学生对教学

大纲中的重)难点进行讨论(形式为师生)生生间讨

论'通过形象)直观的微课(再加上课堂上对知识点

的内化(学生可以对教学的重)难点有充分地掌握%

$

8

&学生在课后通过移动网络平台对课上知识进行练

习(并将答案提交反馈给教师(教师再根据反馈的情

况与学生在移动平台或下节课堂上进行交流'对照

组!采用传统教学模式(课上讲授教材中的重)难点知

识(利用
EED

课件辅助授课(课后学生按照教材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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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复习和预习'

$1'

"

统计学处理
"

所有数据均采用
TETT&-1'

统计

软件进行分析(

!

$

'1'&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1$

"

问卷调查结果
"

通过采用翻转课堂教学法和传

统教学法一段时间后(对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收集学

生反馈信息(发现学生普遍认为翻转课堂对自己的学

习能力有较大的帮助和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见表
&

'

表
&

""

翻转课堂教学法和传统教学法对学生

"""

学习能力的影响

项目
翻转课堂教学组$

&

&

良好 一般 差

良好率

$

@

&

对照组$

&

&

良好 一般 差

良好率

$

@

&

提高学生自学能力
.3 & & (.193

!

&. &' 3 8.193

提高临床思维能力
.; . & 9(1.(

!

&' &; 2 2;1-&

""

注!与传统教学法比较(

!

!

$

'1'&

%1%

"

考试成绩结果分析
"

翻转课堂实验组和对照组

采用相同的试卷(翻转课堂实验组考试成绩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1'&

&(见表
.

'

表
.

""

翻转课堂教学法和传统教学法考试成绩比较

教学模式
分数分布$

&

&

'

9' 3'

"

9'

&

3'

成绩

$

MgF

(分&

翻转课堂实验组
&3 && & -(1;-g91--

!

对照组
- &( . -.1;2g91(9

""

注!与对照组比较(

!

!

$

'1'&

&

"

讨
""

论

""

由于中医院校自身教育的特点(并没有过多关注

新型教学模式(而在中医院校西医诊断学教学过程中

出现的一些问题(如教学学时不如西医院校的多(并

且教学内容又太过繁杂(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翻转课

堂教学模式得到合理的解决(将翻转课堂模式与中医

院校的教学有机的结合(有利于中医药的人才培养(

必将推动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9

+

'教学的目标是-以学

生为本.(一切从学生出发(学生的学习无时无刻(教

学也无处不在'通过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学生在课

前对知识有了掌握(在课中教师就可以将大部分时间

用于和学生之间进行交流和互动(这样可以让学生对

知识进行充分的内化'翻转课堂与传统课堂的最大

区别是(课上通过翻转课堂与学生进行充分的探讨和

交流可以让教师通过学生的回答和学生对知识的分

析(可以让教师能更好地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

况(这是在课堂上利用翻转课堂的优势'教师在课后

与学生通过手机社交软件(如微信进行交流互动(可

以继续了解学生对知识的内化情况(并且可在课后对

教学上的不足进行补充)纠正和升华'通过这些方

法(教学更加直观)有效(充分地培养和调动学生学习

的兴趣(使学生乐在其中(克服对知识点的遗忘(并激

发学生的创造力(使原本枯燥乏味的课堂教学变得生

机盎然*

(

+

'以学生为中心(通过课前)课中及课后的

学情分析可以让教师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和

自己的不足(调整教学方向(更好地完善教学'翻转

课堂教学模式可以最大地弥补中医院校西医诊断学

中实验诊断部分在教学学时不足及课程不能深入展

开的弊端(利用翻转课堂能全方位在基础和临床方面

对学生进行教学(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和临床思维能

力(为中医院校实验诊断的教学指明方向'

参考文献

*

&

+ 杨继兵(金桂兰(刘军楼
1

提高西医诊断学操作课教学质

量的探讨*

G

+

1

中医教育(

.''(

(

.9

$

2

&!

2',2.1

*

.

+ 匡萃璋
1

中医当代教育的文化冲突*

G

+

1

江西中医学院学

报(

.''2

(

&;

$

.

&!

&&,&81

*

2

+ 张跃国(张渝江
1

透视-翻转课堂.*

G

+

1

中小学信息技术教

育(

.'&.

$

2

&!

(,&'1

*

8

+ 杨伟杰
1

翻转课堂!转变与挑战*

G

+

1

教学与管理$理论

版&(

.'&2

(

2'

$

&'

&!

(2,(;1

*

;

+ 张静然
1

微课程之综述*

G

+

1

中国信息技术教育(

.'&.

$

&&

&!

&(,.&1

*

3

+ 田爱丽
1

借助慕课改善人才培养模式*

G

+

1

中小学信息技

术教育(

.'&8

$

.

&!

&2,&;1

*

-

+ 闫晓晓(穆灵敏
1

微课教学在高等医学教育改革中的问题

与策略*

G

+

1

科教导刊(

.'&3

(

.8

$

9

&!

&'',&'&1

*

9

+

TD*<WV*GO1?#c"CB[757

Z

57B757]C[$CK\"B66[##U

57S"LC7\C6\##

b

C[B$5#7

(

577#]B$5#7B7K$B6Y#[5C7$B$5#7

*

G

+

1HCB[7V7]5[#7*C6

(

.'&.

(

&;

$

.

&!

&-&,&(21

*

(

+ 刘理静(钱红(李小琳(等
1

基于翻转课堂的多元互动式教

学模式在内科学教学中的效果评价*

G

+

1

医学理论与实

践(

.'&3

(

.(

$

&;

&!

.&.(,.&2&1

$收稿日期!

.'&-,&',.'

"

修回日期!

.'&9,'.,&3

&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9

年
-

月第
2(

卷第
&8

期
"

A7$GHBIJCK

!

GL"

M

.'&9

!

F#"12(

!

N#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