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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细胞生物学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陆蒙  刘泽昆  雍遇乐  陈志南  边惠洁*

(空军军医大学基础医学院细胞生物学教研室, 西安 710032)

摘要      医学细胞生物学是医学生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程, 其教学模式的改革和创新对

高素质医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该文结合学科特点和该校教学实际情况, 基于超星

学习通教学软件, 对医学细胞生物学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进行了探索和实践。结果

证明, 混合式教学模式显著提高了医学细胞生物学的教学效果, 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能

力, 具有良好的推广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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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Blended Learning Mode in Medical Cell B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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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of Cell Biology, School of Basic Medical Sciences, Air Force Med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32, China) 

Abstract       Medical cell biology is an important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 for medical students, and the re-
form and innovation of its teaching mod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ultivation of high-quality medical profes-
sional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subject and the actual teaching situation of this school, this study 
has explored and practiced the blended learning mode combined online with offline teaching of medical cell biology 
based on the teaching software of Chaoxing app.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blended learning mode significantly im-
proves the teaching effect of medical cell biology, enhances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 and learning ability, and has 
good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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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细胞生物学是一门阐述细胞的结构和生

命活动规律的基础学科, 具有系统性、辐射性、实

践性和前沿性, 是基础理论知识与前沿科学成就的

承接点[1-2]。在教学过程中, 学生既需要掌握基础理

论知识, 了解当下的科研成果, 同时还要具备一定的

动手操作能力。对于临床专业的学生, 学习医学细

胞生物学的目的主要有两点: 其一, 为后续专业课的

学习奠定基础; 其二, 增强学生对科学研究的兴趣和

热忱。而如何利用丰富的教学资源和多样化的教学

手段来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科学素养是我们所有

教学工作者一直思考和要解决的问题。

技术促进教学的改革, 教学促进人才的发展。

随着科技手段和网络技术的发展, 以教师为中心的

传统的课堂教学已展现出局限性, 而具有“在线、共

享、开放”特质的线上网络教学已被广泛应用, 其更

能提高教学效果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3]。2020年
伊始,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席卷全国, 各地各部

门纷纷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应对此次疫情。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统一部署, 响应国家“打好防疫战, 停课

不停学”的号召, 各大院校在疫情防控期间大规模、

成建制开展在线教育教学已初显成就[4-5]。而我校的

医学细胞生物学一直采用传统的线下教学, 此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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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模式的改革已到了亟待思考的时候。

混合式教学(blended learning, BL)是随着信息化

教学手段发展而逐渐诞生的一种教学手段, 其将传统

教学模式和信息化教学模式相结合, 重点强调的是线

上学习和课堂学习的有机结合[6]。在混合式教学过

程中, 既要发挥教师引导、启发、监控教学过程的主

导作用, 又要充分调动学生作为学习过程主体的主动

性、积极性与创造性[7], 混合式教学现已成为国内外

高校教学应用的重要形式。因此, 我校也对八年制医

学细胞生物学进行教学改革, 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混合式教学模式, 结合医学细胞生物学学科特点以及

本校教学实际情况, 制定教学方案, 并根据教师和学

生的反馈, 及时进行动态调整。

1   混合式教学在医学细胞生物学中的具

体实践
1.1   授课对象和时间

空军军医大学2020级八年制学生, 其中包括

临床医学专业、航空航天医学专业和基础医学

专业, 共计学生89人, 授课时间为2021年秋季学期

(2021.09.01—2022.01.30)。为了保证教学质量, 我们

采取小班授课, 将其分为I班(40人)和II班(49人), 两
个班授课时间不一样, 但授课内容一致。

1.2   授课方式

整个混合式教学包括课前的线上学习、课堂

的互动学习和课后的扩展学习三部分(图1), 其中, 
课前预习和课后扩展通过“超星学习通”软件进行线

上学习, 理论课、实验课和考试通过线下多媒体教

室授课完成。“超星学习通”是一款集移动教学、移

动学习、移动阅读、移动社交为一体的网络教学

学习平台, 是本课程授课中混合式教学的软件载体, 
依托学习通可以完成教师发布任务、作业, 学员签

到、讨论等功能, 能够全过程记录师生互动、学生

学习的数据, 并对其进行分析[8], 通过学习通的教学

数字资源管理大幅提升了线上教学的效果。课前教

师将本节授课相关资料提前上传到“超星学习通”软
件, 以供学生进行学习, 并设置每节课的签到和“任
务点”; 课后教师将原始PPT、教案和视频动画上传

到“超星学习通”, 并下发随堂测试; 最终教师通过观

察学生的签到、任务点的完成情况和随堂测试结果

来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

1.3   授课效果

1.3.1   问卷调查      整个学期混合式教学结束后, 对
2020级八年制学生进行不记名问卷调查, 评估此种

教学方式的设计和效果, 其中内容包括学习氛围、

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学习兴趣、分析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课外科研的拓展、学习任务按时完成度和对

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表1), 通过学生反馈, 教师也

对自己的教学内容和形式不断改进。

调研结果表明, 学生都能够在规定时间完成教

师设置的任务点和作业, 能够理解和掌握每节课的

知识点, 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

力都明显增强, 但是对于学习氛围和课外科研的兴

趣还有待提高。

1.3.2   课程考核      对线上教学前后的学生(2019级
和2020级)分别进行理论课成绩的比较(表2), 统计发

现: 与单一线下教学相比, 混合式教学成绩有所提

高, 包括最高分、平均分和及格率。此结果表明, 此
种教学模式更有利于大家自己对所学知识的吸收和

应用。

2   采取混合式教学的体会
2.1   前置学习, 提高质量

传统的线下教学模式忽略了课前自主学习的

图1   医学细胞生物学混合式教学式教学模式

Fig.1   Blended learning mode of medical cell b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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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 课前知识的预习完全依赖于学生自己, 不做

强行要求, 这样就会出现两种现象: 一是面对复杂的

细胞生物学知识, 学生不知道从何着手, 最终就会放

弃预习; 二是学生不知道本节课的重难点, 导致前置

学习目的性不明确和效果不佳, 无论哪种都无法达

到预期的预习效果。混合式教学中的线上学习部分

承担了课堂教学前移的重要作用, 教师提前布置与

本节课相关的基本知识的学习任务, 能充分发挥学

生的主观能动性, 让学生通过线上的自学完成对“局
部”知识的探索, 为下一步课堂上“全局”式地引导学

习打下基础。但这也对教师的课前准备工作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课前预习、前置学习不是简单的学生

自己随意学习, 而是通过课前学习来构建课程的知

识基础、引导学生思考并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提升

其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因此, 在混合式教学过

程中, 教师提前将本节课的重难点剖析上传至“超星

学习通”平台, 并提出问题, 使学生带着问题有目标

地进行前置学习,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同时设置

任务点来督促学生, 推动学生养成自我学习的好习

惯。另外, 课前的线上学习内容必须做到难度适宜、

目的明确和问题精准, 以“局部”知识为主, 具有代入

感, 增强学生对本节内容的求知欲, 为线下的互动学

习打好基础。

2.2   线下课堂, 增强互动

我们继续沿用多媒体智慧教室进行理论课和实

验课的学习, 为了活跃课堂的气氛和提高授课效率, 
我们增加了教学手段: 微课和动画资源。微课是指为

增加学习者的自主学习性和加强对知识点的理解性, 
经过精心的信息化教学设计, 以新媒体形式展示的围

绕某个知识点或教学环节的简短视频[9]。于是, 针对

授课章节, 我们选择了13个重要知识点制作成微课视

频(表3)。微课的知识点更有针对性, 学生可通过多次

学习, 强化对重点知识的理解, 更有利于学生对知识

点的掌握。此外, 我们为本门课程设计了7个动画资

源来详细讲解复杂的细胞知识, 如微管是如何通过组

装与去组装而影响细胞运动的, 蛋白质是如何通过各

种细胞器来完成其合成和运输的, 以及线粒体是如何

通过氧化磷酸化和电子传递链完成能量转换的等等。

动画可以将抽象的细胞生物学概念形象而具体化, 使
学生更直观更深入地理解所学内容, 通过综合运用多

种教学手段解决了细胞生物学知识点复杂抽象的问

题。

此外, 为了提升学生的参与感, 增强师生之间

的互动性, 同时扩展学生的知识面和增强其对早期

科研的兴趣, 教师对每节课内容都设立讨论题, 让学

生以组为单位(8~10人)进行讨论, 并分享其发现, 以

表1   医学细胞生物学混合式教学的效果评价

Table 1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 of blended learning in medical cell biology

问卷内容

Questionnaire content

人数(所占比例)
Number of people (proportion)

A B C

学习氛围 62(69.7%) 25(28.1%)   2(2.2%)

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61(68.5%) 19(21.3%)   9(10.1%)

学习兴趣 56(62.9%) 22(24.7%) 11(12.4%)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55(61.8%) 26(29.2%)   8(9.0%)

课外科研的拓展 60(67.4%) 17(19.1%) 12(13.5%)

学习任务点按时完成度 83(93.3%)   6(6.7%)   0(0.0%)

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 66(74.2%) 20(22.5%)   3(3.3%)

A表示“好”, B表示“一般”, C表示“差”。
A means “good”, B means “so” and C means “bad”.

表2   医学细胞生物学混合式教学对考试结果的影响

Table 2   Effects of blended learning of medical cell biology on examination results

学生年级

Student grade
教学方式

Teaching method
最高分

Highest score
最低分 

Lowest score
平均分

Average score
及格率/%
Pass rate /%

2019级 线下教学(n=92) 93.0 58.0 74.4   98.0

2020级 混合式教学(n=89) 95.0 75.0 78.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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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巩固线下的学习效果, 拓展知识的深度和维度。

例如, 将新冠病毒相关事列和临床病例引入到所讲

内容中,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增强学生的共鸣感。

2.3   教学效果, 反馈及时

相比于线下的教学, 该学习方式可通过两种方

式了解学生对所学内容的掌握情况: 任务点的完成

度和随堂测试的结果, 学生也可以随时在“超星学习

通”上对所学知识的困惑和疑问与教师进行深入讨

论。同时, 对于随堂测试, 学习通软件可以直接计算

出正确率, 分析出错误率高的题目。毫无疑问, 信息

化数据处理能够节省教师的时间, 使他们更好地专

注于当堂教学效果, 也能更好地及时了解学生动向。

3   提出医学细胞生物学的教学改革思路
医学细胞生物学混合式教学已初显成效, 同时, 

我们发现还有很多方面需要完善, 我们将从以下方

面进行改革。 
3.1   增加新型教学方式 
3.1.1   基于智慧教室的互动式教学模式      我校新

建了智慧教室, 其中双屏教室可用于小班教学和小

型学术活动, 多屏分组互动教室可用于案例教学和

基于问题的研讨教学[10]。相比传统教室, 智慧教室

能够从内容呈现、环境管理、资源获取、即时反馈、

情境感知等多个维度提升教学过程的沉浸感、互动

层次和学生的参与度, 智慧教室的使用很大程度提

高了教学效率, 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在已有的实

践中, 智慧教室的“互动式”教学法解决了医学基础

教学中抽象、理论性强、难懂的形态学教学难题[11]; 
还可以通过丰富的内容成像方式帮助学生提升实践

学习与培训体验, 进行个性化学习[12]。毋庸置疑, 智
慧教室的使用给理论难懂、有些枯燥的医学细胞生

物学添入了新活力。例如, 通过分屏批注提问功能, 
可以实现学员在教学过程中及时对图文中的疑惑进

行提问; 通过屏幕共享与抓取功能, 可及时了解学生

的思考探讨结果, 并对比不同研讨小组的结果, 形成

思考–比较–探讨的高效互动式问题探究模式。

3.1.2   虚拟仿真实验      虚拟仿真技术是将虚拟现

实与仿真技术相结合的高层次技术, 已经在各高校

的实验教学中取得良好效果(http://www.ilab-x.com/
topics), 虚拟仿真实验可以提高学生的实验技能和

加速学生对相关技术和前沿科学的理解[13]。对于医

学细胞生物学的实验课, 我们可以增加细胞生物学

方面的虚拟仿真实验, 此种实验必然会给学生带来

直观感和新鲜感。

表3   医学细胞生物学的微课设计

Table 3   Microlecture design in medical cell biology
章节 

Chapter
微课内容 

Microlecture content
重难点知识

Key and difficult knowledge

细胞的概念与技术 绪论 原核细胞与真核细胞的结构特点、细胞生物学技术的发展

细胞膜与物质的跨膜运输 物质的跨膜运输 小分子物质的跨膜运输

线粒体与细胞的能量转换 线粒体的能量转换 线粒体的半自主性, 氧化磷酸化、电子传递链、ATP生成的

过程

细胞的内膜系统和囊泡运输 蛋白质合成、加工和分选的基本原理 信号肽假说

细胞核(1) 染色质和染色体的组成和组装 染色质折叠包装成染色体的过程、核糖体亚单位在核仁内

的组装加工过程

细胞核(2) 核孔复合体物质转运的过程 核孔复合体的结构组成、核孔复合体物质转运的过程

细胞连接与细胞外基质 各种细胞连接的结构与功能 紧密连接、锚定连接、通讯连接的类型、结构特点和功能、

细胞外基质成分组成

细胞骨架与细胞运动 微管和微丝动态组装的动力学模型 微管和微丝的结构、组装和功能

细胞分裂与细胞周期(1) 有丝分裂各时相的特点 有丝分裂前期、前中期、中期、后期和末期的特点、胞质

分裂的特点

细胞分裂与细胞周期(2) 细胞周期调控机制 细胞周期调节因子、细胞周期检测点

细胞分化、衰老与死亡(1) 细胞分化及其分子基础 细胞分化、细胞决定的概念; 细胞分化的分子基础

细胞分化、衰老与死亡(2) 细胞凋亡的生物学特征 细胞凋亡、自噬的概念及其生物学特征

细胞分化、衰老与死亡(3) 细胞衰老的生物学特征 细胞衰老的概念和基本特征

(1)、(2) 、(3)表示该章节的第一、二、三次课。

(1), (2) and (3) indicate the first, second and third lesson of that 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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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优化考核方式 
八年制医学细胞生物学的考核方式分为过程

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两部分, 其存在不重视实践课

程、对所学内容和课外科研缺乏兴趣等现象。为

此, 在混合式的教学模式下, 对学生的考核应当提高

过程性考核的比例, 使其由原来的40%提升为60%, 
使形成性考核贯穿教学整个过程, 包括①日常课前、

课后作业和讨论的完成情况(占总成绩20%): 教学过

程中学习通等在线学习软件发布的课后作业的完成

率与正确率, 线下课程或在线学习软件发布的日常

讨论的参与率; ②实验课的参与率和完成情况(占总

成绩20%): 实验课到课率、实验操作的过程中的规

范性和成功率、实验报告的完成率和质量; ③讨论

课的参与率和完成质量(占总成绩20%): 养成学习中

的思考习惯, 提出合理的个人观点, 主要包括讨论课

的参与率和实际表现。总之,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的考核应提高过程考核的比重, 这样教师才能更加

公平、客观地评价学生学习情况, 有利于教师引导

学生明确学习的目的。

4   总结与对今后教学的建议
医学细胞生物学是一门复杂、博大、重要且快

速进展的课程, 横向看, 其知识面广, 与分子生物学、

生物化学等多门课相互交叉; 纵向看, 其内容深, 从
分子水平到细胞水平, 从亚细胞结构到细胞结构, 整
体复杂而抽象[14-15], 这本就给本科学生的学习和理

解带来困难, 而又遇疫情, 对于师生来说这是一次考

验, 也是对教学方式的一次变革。在此契机之下, 我
们应该更加重视线上教学的意义[16-17], 对传统细胞

生物学的线下教学模式进行改革[18], 结合自身的实

际情况, 将线上与线下教学充分结合起来。首先, 教
师应充分利用好线上教学资源, 提高学生上课热情

和主动参与性; 其次, 教师要重视备课内容, 不能一

成不变套用线下上课PPT, 应更大程度增加学生的

思考, 调动其对早期科研的热情; 再次, 要重视考核

的评价形式, 建立合理有效的考核体系。总之, 在教

学过程中要不断总结经验, 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 最
终达到教师和学生双赢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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