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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班课在医学细胞生物学混合式教学中的

教学效果初探
陈晓霞  杨翠兰  柯志勇  林骏  罗深秋  邓凡*

(南方医科大学, 基础医学院细胞生物学教研室, 广州 510515)

摘要      该文旨在分析基于云班课混合式教学在医学细胞生物学课程中的教学效果。选取南

方医科大学十个专业的2019级和2020级本科生为研究对象, 实验组(2020级)采用以传统授课为主, 
云班课为辅的混合式教学; 对照组(2019级)采用传统课堂教学; 课程结束后, 以期末考试成绩和收

集的实验组教学效果调查问卷为统计分析的基本资料。实验组期末成绩的平均值为74.21分, 对照

组为72.40分; 实验组期末成绩及格率为91%, 对照组及格率为85%, 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问卷

调查结果显示, 实验组学生对云班课混合式教学方法的认同程度高。将基于云班课混合式教学的

方法应用于医学细胞生物学教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教学效果及学生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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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Teaching Effect of Cloud Class on the 
Blended Learning of Medical Cell B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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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blended learning based on cloud class on Medical Cell 
Biology teaching.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Grade 2019 and Grade 2020 of 10 majors of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Grade 2020) adopted the blended learning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plus cloud class, and the control group (Grade 2019) adopted traditional teaching. The final exam was taken 
after the course. Questionnaires were collected for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o evaluate the teaching effect. The average 
scor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74.21, and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72.40. The passing rate of the experimen-
tal group was 91% and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85%, with statistical difference (P<0.05). Questionnaire survey 
showed that the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had a high degree of recognition with the mixed teaching method 
of cloud class. The application of cloud class-based blended learning method to Medical Cell Biology teaching can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and students’ interest in Medical Cell Biology to a certain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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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生物学是在显微、亚显微和分子三个层次

上研究细胞的结构、功能和各种生命规律的一门科

学[1], 细胞生物学课程是医学和生物科学最基本、最

重要的学科。2020年新冠疫情阻碍了学生返校的进

程, 很多高校将在线课堂应用到课程中[2]。虽然以中

国大学MOOC平台为主的“线上资源+在线课堂”两
线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已经在全国综合性大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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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生物学在线开放课程中大面积推广[3], 但是基于

云班课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在医学细胞生物学课程中

教学效果的研究还甚少。

《医学细胞生物学》教材内容涵盖知识面广泛, 
但是教学学时有限, 对学生自学能力要求高[4]。而

刚从高中升入医学院校的大一新生对医学细胞生物

学的自学能力普遍较差。针对医学细胞生物学知识

点繁多、抽象和学生学习难度大[5]的问题, 通过对

比中国MOOC[6-7]、雨课堂、智慧树、云班课和爱课

几个常见的平台, 结合与本校相关专业教师的交流

结果以及云班课具有的操作简单、互动性强等特点, 
我们在南方医科大学2020级医学细胞生物学课程中

引入云班课作为移动教学平台, 在进一步完善线上

教学资源的基础上, 结合网上教学特点及学生学习

习惯, 将学习资源整合到“云班课”, 创建一个线下线

上一体、线下为主线上为辅、授课为主自学为辅的

“医学细胞生物学”课程平台。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南方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临床医学卓越

班、儿科学、基础医学、基础医学院士创新班、

精神医学、药学、医学实验技术、生物技术和生

物信息学专业 2020级学生和相同专业的 2019级学

生进行对比研究。2019级学生为对照组 (n=780), 
2020级学生为实验组 (n=779)。细胞生物学课程安

排在本校大一第一学期 , 两组学生性别、年龄、入

校成绩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具有可比性。两组的

医学细胞生物学课程均由细胞生物学教研室教师

授课。

1.2   教学方法

1.2.1   对照组      对照组采用传统课堂教学模式, 教
师按照医学细胞生物学教学大纲以课堂讲授形式完

成授课, 学生课后自主学习, 学生答疑形式为发邮件

和课间休息时间面对面答疑。

1.2.2   实验组      实验组采用云班课混合式教学模

式, 且其教材、教学内容、教学进度与对照组一

致。教师课前在云班课平台发布学习指引表、教学

PPT、视频, 让学生提前预习; 在课堂上面授讲解重

点难点, 根据学生云班课学习情况进行归纳总结; 课
后发布测验, 让学生完成测验, 并及时查缺补漏; 最
后在云班课开设讨论区, 师生讨论答疑。

1.2.3   教学案例      以《医学细胞生物学》(人民卫

生出版社, 第6版)教材中线粒体章节(第六章)为案例

实施云班课混合式教学, 相关学习指引详见自主学

习指引表(表1)。
1.3   教学效果评价

1.3.1   期末成绩      细胞生物学总评成绩为: 实验成

绩(30%)、平时成绩(10%)、期末考试卷面成绩(60%)。
为了排除实验成绩和平时成绩的干扰, 本文所统计

的期末成绩为期末考试卷面成绩, 不包含实验成绩

和由云班课经验值换算成的平时成绩。期末考试试

卷均从同一题库抽取, 闭卷考试。

1.3.2   问卷调查      课程结束后一周内, 对实验组学

生进行问卷调查, 通过问卷星发放问卷并回收。内

容包括: 对云班课教学方法的认同度, 云班课中哪些

资源有用, 云班课是否有利于激发学习兴趣、提高

自主学习能力、增强师生互动, 以及云班课教学的

改进等方面。

统计学方法: 采用GraphPad Prism 8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和统计学分析 , 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 , P<0.05
为有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2.1   云班课医学细胞生物学混合式教学的实施和

案例

教师创建云班课 , 将班课号告知学生 , 学生通

过注册加入该班课。具体实施包括以下三个步骤。

(1) 课前预习, 教师通过云班课“资源”模块发布线粒

体章节预习资料, 包括: 导学音频、教学PPT、小视

频和学习指引表。其中 , 发布的导学音频是授课教

师录制的微课 , 微课内容是对课本和PPT的梳理概

括 , 学生在微课的帮助下可以更快掌握线粒体章节

的重点难点 ; 线粒体与ATP产生的小视频以动画形

式形象生动地介绍线粒体ATP的产生部位、产生过

程以及反应涉及到的膜蛋白 ; 学习指引内容包括学

习内容与学习目标及重要程度 (表1)。(2) 上课过程

中, 以课堂讲授形式完成授课, 教师组织学生按小组

派代表就预习产生的问题进行讨论发言 , 引导学生

们讨论 , 在学生讨论时记录问题。最后 , 教师利用

5~10分钟总结发言, 强调重点、难点。(3) 课后小测

验和答疑, 教师提前将测试试题导入云班课, 设定题

目分值和做题时间, 学生通过手机随时查阅资料, 完
成小测验 , 并获得经验值。经验值随后被换算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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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成绩 , 学生可以及时了解自己的成绩及班级排名 , 
这有利于增强学生危机和竞争意识 , 提高学生学习

的主观能动性。

同时 , 针对测试题易错的知识点及学习过程中

的疑点开设轻直播 /讨论区 , 学生将学习疑惑及时反

馈给教师, 教师随时解答学生的问题, 同时也支持学

生互答, 这有效地增加了教师与学生的互动, 并提高

了教学效果。

2.2   云班课与传统课程期末平均分总体上无明显

差异

2019级学生为对照组, 采用传统课堂教学模式; 
2020级学生为实验组, 采用云班课进行混合式教学。

通过对2019级和2020级学生期末成绩进行统计分

析, 发现2020级学生医学细胞生物学期末考试平均

成绩为74.21分, 2019级学生医学细胞生物学期末考

试平均成绩为72.40分, 实验组成绩高于对照组, 但
无统计学差异(图1)。

由于不同专业学生入学基础存在一定的差异, 
整体比较会有一定偏颇。因此, 我们将2019和2020
级不同专业学生的期末成绩按专业分开统计, 表2整
理了2019和2020级临床医学、临床医学卓越班、儿

科学、基础医学、基础医学院士创新班、精神医学、

药学、医学实验技术、生物技术和生物信息学专业

学生的平均分和及格率。

同时, 我们比较了两个年级不同专业学生期末

平均成绩, 如图2所示, 与对照组(2019级)相比, 实验

组(2020级)临床医学、临床医学卓越班、儿科学、

基础医学院士创新班、精神医学、医学实验技术、

表1   自主学习指引表

Table 1   The guide sheet of self-directed learning
学习内容

Learning content
学习目标

Learning objectives
重要程度

Degree of importance

细胞呼吸与能量转换 掌握“细胞呼吸”的概念与化学本质 *****

理解细胞内能量储存与释放的方式(ATP/ADP)

葡萄糖在细胞质中的糖酵解 熟悉“底物水平磷酸化”的概念 ***

了解糖酵解环节ATP的产生途径和数量 ***

线粒体基质中的三羧酸循环 了解每个三羧酸循环通过底物水平磷酸化产生ATP的数量 ***

了解每个三羧酸循环中脱下的氢离子的数量及去向

了解何谓“受氢体”

氧化磷酸化耦联与ATP形成 掌握“氧化磷酸化”所发生的部位 *****

掌握呼吸链/电子传递链的概念

掌握基粒的化学本质及其功能(课本p150, 图6-15)

理解电子传递与氧化磷酸化耦联的“化学渗透假说”(课本p151, 
图6-16)

图1   2019级和2020级学生期末平均成绩

Fig.1   The average scores of the students in Grade 2019 and Grade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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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十分重要, ***表示一般重要。

***** means very important, and *** means generally 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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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术专业学生的期末成绩平均分有所提高, 但
无统计学差异。只有实验组生物信息学专业学生的

期末成绩平均分明显提高, 与对照组相比具有统计

学差异(P<0.05)。
2.3   云班课可提高学生及格率

我们进一步比较了两组学生成绩及格率 (成绩

大于等于 60分的人数 /总人数 ), 结果表明 , 2020级
学生医学细胞生物学期末考试成绩及格率为 91%, 
2019级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及格率为85%, 实验组及

格率高于对照组, 具有统计学差异(P=0.0481)(图3)。
同时, 我们还统计了2019级和2020级各个专业

学生的成绩及格率, 由图4可见, 与对照组相比, 除了

药学专业, 实验组临床医学、临床医学卓越班、儿

科学、基础医学、基础医学院士创新班、精神医学、

医学实验技术、生物技术和生物信息学专业学生的

期末成绩及格率均有所提高。根据统计结果, 使用

云班课作为混合式教学平台的实验组期末成绩及格

率高于对照组, 提示使用云班课作为混合式教学平

台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成绩及格率。

2.4   云班课满意度问卷调查结果

为了了解学生对云班课在细胞生物学课程中

应用的满意程度, 通过问卷星平台对实验组学生发

图2   2019级和2020级不同专业学生期末平均成绩

Fig.2   The average scores of the students in Grade 2019 and Grade 2020 of different maj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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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5, 与2019级相比。

*P<0.05 compared with Grade 2019.

表2   南方医科大学2019级、2020级学生期末成绩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the final scores of the students in Grade 2019 and Grade 2020 in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专业

Major

2019级
Grade 2019

2020级
Grade 2020

人数

Number of people       
平均分

Average score     
及格率/%
Pass rate /%

人数

Number of people       
平均分

Average score     
及格率/%
Pass rate /%

基础医学   55 77.18 89   48 74.83 94

儿科学   63 72.20 87   61 75.45 89

基础医学院士创新班   25 73.30 88   25 73.30 96

临床医学 304 79.24 92 303 79.56 95

精神医学   41 73.18 90   41 75.72 95

药学 112 71.90 89 112 70.50 81

医学实验技术   41 68.09 80   45 72.59 87

临床医学卓越班   40 74.26 93   40 76.61 95

生物技术   68 69.52 76   78 71.51 85

生物信息学   31 65.15 65   26 71.98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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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19级和2020级学生期末成绩及格率

Fig.3   The passing rate of the students in Grade 2019 and Grade 2020

图4   2019级和2020级不同专业学生期末成绩及格率

Fig.4   The passing rate of the students in Grade 2019 and Grade 2020 of different maj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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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云班课的调查问卷结果

Table 3   The results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cloud class

调查问题

Questionnaire question
非常同意

Complete agree
同意

Agree
一般

Uncertainty
不同意

Disagree
非常不同意

Complete disagreement

对云班课的满意程度 14.63% 50.93% 31.25%   2.75% 0.45%

云班课小测验能够查缺补漏, 督促复习 23.76% 52.41% 21.31%   2.00% 0.52%

云班课学习指引能够使学生提前预习知识点 21.60% 51.15% 24.13%   2.45% 0.67%

上课积极性和主动性明显提高 10.47% 28.21% 46.77% 12.32% 2.23%

云班课经验值排名, 能提高学生竞争与危机意

识, 并能督促其学习 

21.16% 46.62% 24.72%   5.49% 2.00%

师生之间的沟通从课堂延伸到了课外 16.33% 47.96% 28.29%   6.24% 1.19%

自主选择学习时间和地点 23.31% 53.90% 19.15%   2.52% 1.11%

考试成绩不是考核的唯一指标, 考核指标多维度 15.89% 50.41% 29.70%   3.04% 0.97%

放调查问卷, 并回收了1 347份问卷。调查结果整理

后如表3所示, 有65.56%学生认同将网络平台云班课

用于细胞生物学辅助教学, 31.25%学生持中立意见, 
只有3.20%学生不认同;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67.78%

学生认为云班课经验值排名, 能够提高竞争与危

机意识并督促学习, 24.72%学生持中立意见, 只有

7.49%学生不认同; 同时, 77.21%学生认为云班课能

够使学生自主选择学习时间和地点, 19.15%学生持

*P<0.05, 与2019级相比。

*P<0.05 compared with Grade 2019.



陈晓霞等: 云班课在医学细胞生物学混合式教学中的教学效果初探 1829

中立意见, 只有3.63%学生不认同。问卷调查结果表

明, 云班课混合式教学能够督促学生学习, 自主选择

学习时间和地点, 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云班课在师生沟通、多维度考核、提高学生学习积

极性和学习竞争意识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课前在

云班课上传学习指引表和教学PPT, 有利于同学提

前预习, 掌握课程的重点和难点, 课后在云班课上传

测验, 有利于同学课后复习, 查缺补漏。

在2020级学生中开展的“云班课在医学细胞生

物学中的运用效果调查”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有
72.16%学生在学习医学细胞生物学理论课和实验课

的过程中感到学习困难(图5)。进一步调查发现, 学
习困难的原因主要有: 84.00%同学认为理论课教材

内容太多, 重点难点不明确; 55.00%同学认为细胞

生物学理论知识抽象, 理解和记忆困难; 53.00%同

学认为课后作业和测验做得少, 无法及时查缺补漏; 
49.00%的同学认为自己没有掌握好学习方法。将云

班课混合式教学应用于医学细胞生物学课程后, 有
部分同学仍觉得医学细胞生物学课程学习有难度。

因此, 我们要针对这些问题对学习资源进行修改和

完善。

3   讨论
医学细胞生物学是一门综合性强、涉及面广、

基础性强的重要学科, 其中涉及到的知识点与临床

学科关系密切。针对医学细胞生物学课程内容丰富

抽象的特点, 我们引入云班课进行辅助教学。以面

授课堂为主, 云班课线下为辅的混合式教学能够在

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医学细胞生物学成绩及格率, 
我们通过调查问卷也发现学生对云班课混合式教学

的认同度较高, 因此将云班课运用到医学细胞生物

图5   医学细胞生物学学习情况调查

Fig.5   Investigation on the study of Medical Cell Biology

学教学中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但是线上课堂不能完全取代传统面授课堂, 只
能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应用到教学中。目前很多学校

鼓励线上课程的发展, 应该根据每个学科的特点以

及学生的基础、接受程度等, 对学科中以理解记忆

为主的章节开展线上课程; 而对一些抽象难以理解

的知识点、机制等还是应该以面授课为主。面授课

上教师直接与学生交流, 可以更好地集中学生的注

意力, 提高学习热情, 也可以及时得到学生反馈, 并
根据学生反映及时调整上课状态和内容[8]。

终结性评价: 传统课堂教学效果评价主要依据

期末考试卷面成绩加实验课成绩 , 并不能十分精确

反映学生的水平。以面授课堂为主 , 云班课线下为

辅的混合式教学[9]的教学效果评价采用形成性评价

和终结性评价。形成性评价 [10-11]主要是对平时学

习过程的评价: 线上参与情况(学习指引和PPT学习

情况、视频和测试完成情况、讨论区的参与情况

和签到情况等 ), 形成性评价可以从多维度全面考

核, 避免单一的成绩评价; 云班课操作方便, 学生可

以利用空余时间在云班课手机端查看学习指引表

和教学PPT, 提前预习, 这有利于提高学生自主学习

能力[12-13]; 课后学生可以利用碎片时间做测验习题, 
巩固知识点 ; 同时我们针对课程重点难点内容录制

微课 , 方便学生课后查看 , 加深对知识点的理解和

记忆 ; 开设讨论区答疑 , 学生有问题可以随时在讨

论区发言 , 教师利用空余时间解答学生的问题 , 这
样使得学生复习做题时遇到的难题都可以在云班

课讨论区得到解答。同时我们也鼓励学生互答 , 学
生可以通过解答别人提出的问题增加经验值 , 教师

再进行汇总 , 这样不仅可以很大程度减少教师的工

作量 , 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提高学生思维能力以及

在学习医学细胞生物学课程的过程中, 是否
感觉到困难

出现困难的原因(多选)

学习细胞生物学无困难学习细胞生物学有困难

其他

自主学习能力差

没有掌握好学习方法

课后作业和测验做得少, 无法及时查缺补漏

授课老师没有及时反馈和答疑

理论知识抽象, 无法很好理解

教学材料和课本内容太多, 重点难点不明确

72.16%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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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积极性。

总之 , 基于云班课医学细胞生物学混合式教学

与传统的教学模式相比 , 可提升教学效果 , 但同时

也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然 , 在此教学过程

中 , 仍有待继续完善之处 : 首先是补充每个章节线

上课程的内容 , 包括学习指引表、导学音频、教学

PPT、小视频和小测验 ; 其次是整合优化学习资源 , 
学习资源不强调多 , 而在于精 , 应该根据不同专业

学生的特点制定不同学习资源 , 不断使其完善 ; 最
后是提供实时互动, 答疑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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