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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课和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在细胞生物学

进展教学中的应用
南刚  尉丁  蒋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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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分子医学转化中心, 西安 710032)

摘要      细胞生物学进展作为现代生命科学重要的基础和前沿学科, 是从细胞的整体水平、亚

显微结构水平及分子水平研究细胞的结构及其生命活动规律的科学, 在医学教育中, 也是揭示疾病

发生发展客观规律的重要学科。基于微课和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作为一种新兴教学模式, 尤其

适合细胞生物学进展这门前沿课程的教学工作。该文探讨基于微课和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在细胞生物学进展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效果。作者选取所任教高校2020到2023年四年间学习细胞生

物学进展的269名研究生为调查分析对象, 按照学生年级将其分为实验组(140人)和对照组(129人)。
对照组实施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法, 实验组实施基于微课和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通过比较

两组学生的考核评分, 分析教学效果。结果发现, 实验组学生学习热情、对教学实施的满意程度、

分析并解决问题的能力、临床结合科研思维的建立、文献收集能力及文献回顾分析评分均高于对

照组, 均具有统计学差异(P<0.05)。采用基于微课和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有助于学生提高

文献收集及文献回顾分析能力、临床结合科研的思维能力和分析并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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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and frontier discipline of modern life science, Cell Biology Progress 
is a science that studies the structure of cells and the law of life activities from the overall level of cells, submi-
croscopic structure level and molecular level. In medical education,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discipline to reveal the 
objective law of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diseases. As a new teaching mode, blended teaching based on 
microlecture and inverted classroom is especially suitable for the teaching of Cell Biology Progres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microlecture and inverted classroom-based blended learning mode in the teaching of Cell Bi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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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gy Progress, the author selected 269 graduates who studied Cell Biology Progress in the university from 2020 to 
2023 as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bjects, and assigned them to the experimental group (140 students) and the 
control group (129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ir grades. Lecture-based learning was implemented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 meanwhile the microlecture and inverted classroom-based blended learning mode was implemented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eaching effects and test scor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tudents’ learning enthusiasm, satisfaction with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ability to ana-
lyze and solve problems, establishment of clinical research thinking, literature gathering and clinical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nalysis skill score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P<0.05). Us-
ing microlecture and inverted classroom-based blended learning mode is able to establish the clinical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nalysis thinking, improve the ability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analysis, as well as ability of analyze and 
solve problems for students.

Keywords       ICM; LBL; Cell Biology Progress; microlecture

细胞生物学是帮助医科院校学生尤其是医学

研究生理解并掌握细胞形态结构与其功能的学科 , 
学习细胞生物学相关内容对于了解细胞活动的客观

规律 , 明确疾病的发生发展等重大科学问题具有重

要作用[1]。其中, 细胞分裂、细胞周期及细胞分化等

内容的研究进展更是疾病诊疗的基础 [2]。学习细胞

生物学进展这门课程 , 能促进医学研究生全面掌握

细胞生物学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理论知识与实践

技能, 并且具备分析和解决相关问题的能力, 为以后

的个人发展及医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近年来细胞生物学前沿进展理论知识层出不

穷 , 并且在个体化治疗、靶向药物计算机辅助筛

选、细胞免疫治疗等多个领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

用, 在课堂学习中了解细胞生物学研究进展, 有助于

拓展学生创新思维 , 及时了解前沿科研发展方向 [3]。

而细胞生物学进展理论课时数仅有24学时 , 教学难

点诸多 , 知识面广 , 从学生的角度来看不够浅显易

懂 , 学生对于传统的教学方法普遍表现出缺乏学习

兴趣 , 如果继续使用传统的讲授法教学与闭卷笔试

的考核方法 , 只能让学生学习到课本上各章节孤立

的知识点, 无法形成系统的知识架构, 也无法将细胞

生物学基本的理论假说与最新的科研进展联系到一

起。而新的教学大纲及课程教学计划都要求学生具

备综合使用细胞生物学知识研究和分析生命科学和

医学相关问题的基本能力 ; 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分

析问题的能力 ,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注重培养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科研创新能力、团队协作的

能力 , 以及培养学生敢于质疑、敢于挑战权威的科

学精神。学生普遍反映现有的教学模式已经不能适

应课程学习的实际要求。因此细胞生物学进展课程

的改革, 尤其是教学模式的改变已经刻不容缓[4]。

基于微课和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是指

以传统教师单纯进行课堂知识讲授的方式转变为学

生讨论为主 , 教师引导为辅的学生自主学习的方式 , 
将课堂学习的主动权交还给学生 [5]。这样学生会主

动查阅文献, 获取前沿进展的知识, 共同研究解决问

题 , 对原本枯燥的理论知识理解更为透彻。而教师

的角色也变为辅助和配合学生完成这一学习过程 , 
同时教师可利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引导学生自主学

习 [6]。基于微课和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是教

育改革中的一种新的形式 , 其与案例式教学模式、

基于问题导向的互动式教模式以及其他新兴的教学

模式在形式或内容上都有所交叉共融 , 目标都是激

发学生自主学习热情 , 促使教师授课的形式更加灵

活和贴近学生实际 , 最终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7-9]。

为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热情 , 使学生更加深层次地了

解细胞生物学进展相关知识 , 本教研室教学组将基

于微课和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用于细胞生物

学进展课程教学中 , 教学效果较传统讲授方式更优 , 
适合在医学院校中普遍推广。对于非医学院校开设

的细胞生物学进展课程 , 虽然授课内容根据所在院

校的属性各有不同的侧重点 , 但这种授课方法同样

值得借鉴。

1   教改研究对象与目的
1.1   教改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

根据选课系统名单 , 确定本校2020到2023年四

年间学习细胞生物学进展的 269名研究生为调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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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对象 , 根据不同年级分别进行传统的以讲授为主

的教学模式 (对照组 )以及基于文献分享的翻转课堂

教学模式 (实验组 ), 对照组为授课时间是2020年及

2021年秋季学期的129名学生; 实验组为授课时间是

2022年及2023年秋季学期的140名学生。

1.2   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

本课程的基本教学理念和目标是通过细胞生

物学最新理论和技术进展的学习 , 使学生深入掌握

细胞生物学学科的批判性思维方式 , 增强学生独立

思考和创新思维的能力。在学习内容上 , 突出以学

生为中心, 紧密围绕医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 准确

把握本课程在培养体系中的定位和作用 , 精选教学

内容, 吸取现代医学科学发展的新理念、新技术, 帮
助学生拓宽学术视野、优化知识结构 ; 新教学模式

既注重强化理论基础, 又关注追踪前沿进展; 既重视

筑牢理论知识框架, 又兼顾锻炼实验技能; 既强调总

结理论知识的内在联系 , 又着重分析科研实践中的

理论依据。在学习方法上 , 新教学模式强调学习的

灵活性和主动性 , 在学生参考教材进行理论学习的

同时 , 新教学模式鼓励学生利用网络MOOC和微课

进行自主学习 , 并结合查阅文献、课外阅读等多种

方式, 培养学生树立自主学习、终身学习的观念, 全
面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细胞生物学进展内容多为当今世界各国顶级

研究机构所关注的热点问题 , 其内容更新的非常迅

速 , 所以并不是每一项前沿进展都适合课堂教学。

为保证预期的教学效果能够实现 , 内容的筛选要把

握以下两个原则。(1) 教师在教学设计尤其是授课

内容的筛选上应仔细斟酌 , 确保贴合细胞生物学进

展的科学前沿性 , 供学生讨论的内容应尽量新颖。

(2) 授课内容的筛选上要围绕课程计划的要求 , 最
好能有一定的导向性 , 难度宜适中 , 遇到多个前沿

进展讨论时应该按照由浅入深的方式进行安排。另

外 , 细胞生物学进展不仅注重细胞生物学的理论研

究前沿 , 还注重细胞生物学实验技术和研究方法的

应用进展 , 同时涉及细胞生物学与分子生物学、生

理学等相关学科交叉的最新进展。针对医学专业

学生日后以从事科研相关工作为主的特点 , 教师在

教学设计和课堂教学实践中 , 应积极探索将基础医

学及转化医学理念融入医学细胞生物学教学。比

如通过基于疾病的问题式教学法引出教学内容 ; 或
结合教学重点, 穿插最新疾病相关科研进展[10-12]。

围绕细胞生物学的知识体系和本教研室学科特

色, 将教学内容设置为九个章节并制作了微课(表1)。
九个章节的内容设置遵循从总论到分支 (第一

章为总论)、从理论到应用(前八章突出理论, 最后一

章细胞工程进展突出生产应用 )、从生理到病理的

认知规律, 各单元知识之间互为基础、有机联系, 具
体到每一章节先总结基础理论 , 再聚焦研究前沿的

递进关系, 并紧密联系临床和应用, 使学生能够在后

续的研究和学习中应用这些知识加深对生命科学和

医学问题的理解。

表1   细胞生物学进展的微课设计

Table 1   Microlecture design in Cell Biology Progress
章节

Chapter
微课内容

Microlecture content
拓展内容 
Expand content

细胞与分子医学前沿进展 癌症、感染性疾病、免疫性疾病等的防治

的基本原理和现状

细胞与分子医学在癌症、感染性疾病、免疫性疾病

等治疗领域的重要成就、新进展

细胞运动形式及其转换进展 细胞运动形式的转换及机制 细胞运动研究的前沿进展及与疾病的相关性

细胞增殖周期及其调控进展 细胞周期蛋白与细胞周期的调控机制 细胞周期异常导致的疾病

细胞死亡机制新进展 细胞凋亡的生物学特征 细胞死亡的分类、细胞铁死亡等其他细胞死亡形式

及机制

干细胞研究新进展 细胞重编程及肿瘤干细胞靶向肿瘤干细胞 治疗策略的应用现状、前景与未来发展方向

基因编辑技术和人源化动物模型的

进展及应用

CRISPR/Cas9技术的原理 CRISPR/Cas9技术及人源化动物模型在生物医学研

究中的应用

表观遗传学进展 DNA甲基化调控基因表达机理 表观遗传学概念及调控机制, 肿瘤表观遗传学

线粒体和能量代谢进展 线粒体的能量转换 常见线粒体相关疾病的发病机制、治疗策略和研究

方向

细胞工程技术及应用进展 单克隆抗体制备方法 免疫细胞治疗的应用和现状, 再生医学/组织工程的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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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教学方式改革的实施

对照组学生使用讲授式教学模式 , 负责的授课

教师严格按照课程标准及教学计划提前备课 , 在课

堂上使用板书与多媒体教学结合的方式讲授课程

内容 ; 实验组学生接受基于微课和翻转课堂的混合

式教学模式 , 负责的授课教师于每次课前一周左右

将准备授课的题目及相关微课视频、内容提纲、英

文文献按计划提前提供给学生 , 便于学生开展课前

自学 , 同时增强学生查阅资料、浏览文献的能力并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习惯 , 在课堂上留出10分钟左

右的时间由学生上台讲授最新的文献综述 , 最具特

色的是每一个章节由这个内容领域的专家教授进行

授课并对学生10分钟的文献综述讲授进行点评和讨

论 , 让学生尽可能地从与这一领域的专家的讨论中

了解领域内的前沿进展。本门课程邀请了多位领域

内知名教授负责授课 , 每个教授所讲授的章节内容

同时也是一个单独的学术前沿名家讲座 , 这样有利

于拓宽学生的学术视野。

课后 , 每个学生根据自身对课程内容的掌握程

度确定学习的重难点内容、安排适合自身的学习速

度和方式 , 而教师通过线上教学软件了解学生的学

习进度并及时回复学生的问题 , 引导学生自主获取

知识。学生自由组合形成6到8人的学习小组 , 分组

进行讨论 , 根据每节课前教师公布的内容提纲的不

同, 标出该部分的重难点问题, 每个小组根据自身情

况选择合适的主题。教师应合理引导 , 确保选题围

绕前沿进展, 且难度适中, 确保学生能够通过自主查

阅文献、组内集中讨论的方式解决问题。

例如 : 第一个章节“细胞与分子医学前沿进展”
由本教研室主任边惠洁教授负责授课 , 授课内容围

绕最新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与细胞生物学相关

的内容—碱基修饰与mRNA疫苗。由学生提前与

教授讨论并确定翻转课堂所讲内容 , 学生完成小组

内部分工 , 包括查阅英文文献资料、整理资料和制

作PPT, 并确定1~2名主讲学生进行PPT汇报。课堂

上由教授以自己制作的微课视频为基础进行讲授 , 
穿插学生上台的翻转课堂环节。

基于微课和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中教

师的主要工作是正确引导课堂角色的翻转 , 即教师

在授课过程中应注意引导并激励学生的自主学习热

情 , 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参与进来。通过学生自由分

组并为每组学生指派一位教授作为指导老师 , 老师

学生提前沟通并做好小组内分工 , 每名学生的工作

都会被分别评价 , 以此确保每名学生都有自主参与

的积极性。

同时教师在授课时要做到化繁为简 , 理论知识

体系要确保系统化, 讲授前沿进展形象化, 讲授临床

结合科研的分析时 , 除了要留意理论知识的囊括外 , 
教师还需要引导学生养成前沿科研进展服务临床的

思维 , 为下一步的基础医学科研实践做好理论内容

的铺垫。学生则通过各种问题的学习和组内讨论 , 
不断发现并解决问题 , 每名学生的自主学习积极性

和学习热情则得到充分释放。

例如: 在讲授“干细胞研究新进展”这一章节时, 
本教研室李玲教授更多地讲授了干细胞在医学中的

应用 , 比如日本京都大学研究团队宣布正式启动一

项临床试验, 将人类的诱导多能干细胞(induced plu-
ripotent stem cells, iPSCs)培养成多巴胺神经前体细

胞并将其移植到帕金森病患者脑部 , 以此达到治疗

帕金森的目标。这一内容很好地引导学生建立将前

沿科研进展服务临床的思维。

组内讨论是基于微课和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

学模式中最关键的部分, 组内讨论甚至组间辩论, 能
够把教学目标及教学效果升华到更高的水平。组内

讨论要求做到每个人都发言并留下文字记录 , 每个

人都形成自己的见解。教师则根据学生的具体表现

进行具体分析, 并进行质疑和引导, 最后所有学生进

行组间的大讨论或者辩论。授课结束后学生自主对

本节课重难点及课堂讨论中的论据论点进行整理并

撰写综述。具体教学过程如图1所示。

1.4   教学效果评价的方法

教学结束后通过问卷的形式调查分析两组间

实际教学效果差异 , 调查内容包括 : 课堂学习热情、

对教学实施的满意程度、分析并解决问题的能力、

知识掌握程度及临床结合科研思维的建立。评价等

级(评分)分为显著变化(2分)、略有变化(1分)、无改

变(0分)。
课程考核后对比两组考核成绩 , 考核包括理论

考试 (30分 )、临床结合科研分析 (40分 )及文献收集

能力 (30分 ), 满分100分 , 其中临床结合科研分析及

文献收集能力按照预定的形成性考核方案在授课阶

段根据翻转课堂学生讲授情况及综述撰写情况由 3
名教授进行打分 , 考核过程严格实施教考分离原则 , 
命题人员及评分人员均不允许参与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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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课堂这种让学生上台进行部分内容的讲

授同时结合教师点评的方式能够考察学生真实的学

习效果 , 临床结合科研分析能力主要评价学生选择

的翻转课堂要讲授内容的前沿性及其在临床中的应

用情况 , 以及通过PPT制作及语言表达的情况评价

学生对讲授内容的熟悉理解。文献收集能力主要考

察学生撰写综述所收集的相关文献的新颖度及专业

度, 所收集的文献的刊出时间及杂志的专业排名, 以
及对文献引用的正确性 , 这些考察方式相对于笔试

更加主观, 但是3名教授同时评价能够一定程度上保

证客观性。

1.5   统计学分析

数据统计分析使用专业统计分析软件 (SPSS 
16.0版本), 数据资料经t检验或χ2检验, P<0.05代表两

组有显著统计学差异。

2   教学效果的评价分析
2.1   教学效果比较

课程教学结束后采取匿名问卷调查的方式进

行教学效果评价, 共发放问卷269份, 收回269份。调

查结果显示 , 两组学生在知识掌握程度上无明显差

异 (P>0.05); 而实验教学组学生课堂学习热情、对

教学实施的满意程度、分析并解决问题的能力及临

床结合科研思维的建立得分均高于对照组 , 且均有

显著统计学差异 (P<0.05)(表2)。由此可见 , 学生普

遍认同基于微课和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 这
种模式更加能够激发学生课堂学习热情 , 提高学生

对教学实施的满意程度 , 增强自身分析并解决问题

的能力以及促进临床结合科研思维的建立。而知识

掌握程度上无明显差异说明两种授课方式对于理论

知识的机械记忆并无差别。

2.2   考核评分情况比较

根据考核成绩分析 , 实验组学生临床结合科研

分析及文献收集能力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 具有

显著统计学差异 (P<0.05); 而两组学生理论考试评

分比较 , 并无统计学差异 (P>0.05)(表3)。从考核的

结果来看 , 学生通过接受基于微课和翻转课堂的混

合式教学模式可以在其撰写综述时提高临床结合科

图1   基于微课和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Fig.1   Microlecture and inverted classroom-based blended learning mode 

课前学生准备 课堂师生互动 课后分组讨论

提前一周发给学生 线上 线下 线上线下结合

微课视频

内容提纲

英文文献

专家讲授

翻转课堂

专家点评讨论

分组讨论

撰写综述

理论考试

表2   两组学生教学效果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the teaching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分组

Groups

人数

Number of 
people

知识掌握程度

The master degree
of knowledge

分析并解决问题的能力

Ability to analyze and 
solve problems

临床结合科研

思维的建立

Establishment of 
clinical research 
thinking

课堂学习热情

Learning enthu-
siasm

对教学实施的满意程

度

Satisfaction with teach-
ing implementation

实验组 140 1.62±0.57 1.76±0.43 1.76±0.43 1.70±0.61 1.62±0.57

对照组 129 1.52±0.51 1.48±0.54 1.44±0.54 1.40±0.46 1.36±0.63

t 0.931 2.853 3.272 2.782 2.166

P 0.354 0.005 0.001 0.007 0.033

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indicated that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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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分析及文献收集能力。而理论考试评分两组无

差异说明闭卷笔试仅仅能够测试出学生死记硬背的

能力。而这种仅靠机械记忆、不能融会贯通、不会

自主学习的方式对于医学生科学思维的养成是不利

的。

另外 , 基于微课和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可以使教师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对课堂效果洞察

明晰, 做到授课的同时开展授课的评估, 能够随时对

授课的方向进行把控 , 相比起常规的授课后进行实

施情况分析这种滞后的评估方式更加灵活及时和高

效。

3   讨论与总结
讲授式教学模式是教师课堂讲授知识 , 学生课

堂被动听课的传统教学模式 , 同时也是现今国内各

大医学高等院校所使用的常规教学模式 [13]。教师严

格依照教学大纲、人才培养方案以及教学计划预设

教学目标 , 体现在授课中更加注重学生通过课程学

习掌握相关理论知识。由于多媒体PPT的大量使用 , 
讲授式教学模式中减少了以往授课中所需要的大量

板书 , 使得课堂内容更为形象而直观、授课知识也

更加丰富多彩 [14]。这种教学模式以教师为主导 , 有
利于教师将理论知识系统完整地向学生进行讲授 , 
不仅确保了教学内容的统一性和准确性 , 而且保证

了理论知识的系统连贯性 [15]。鉴于我国目前较少的

教学资源及参差不齐的教学水平等实际情况 , 对于

教师要完成的实际教学工作 , 此教学模式较为适合 , 
且与学生学习理论知识的实际能力更相符合。但细

胞生物学进展课程的授课时间有限 , 而教学重难点

太多 , 知识面广 , 教学内容连贯性差 , 难以激发学生

主动的学习热情及学习积极性 , 尤其不利于培养学

生独立思考、自主学习的习惯 [16]。因此 , 过去的细

胞生物学进展授课中普遍使用讲授式教学模式的实

际效果并不能达到教学目标的要求 [17]。基于微课和

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是以教师与学生互动为

基础 , 教师引导学生主动收集资料、主动进行组间

讨论并养成自主学习习惯的教学模式。以往的教学

改革显示基于微课和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效果优

于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效果 [18]。但基于微课和翻转课

堂的混合式教学并不一定对每一门课程或每一名学

生都合适。因为长期接受讲授式教学模式 , 一些学

生已经形成了讲授式教学的惯性思维 , 可能会对新

的教学模式较难适应 ; 还有一些学生可能本身自主

学习能力较薄弱 , 这样就可能很难实现原有的教学

目标[19]。

本文探讨了在细胞生物学进展教学中两种教

学模式对学生产生的实际教学效果的差异 , 结果说

明 , 基于微课和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有助于

学生提高文献收集和分析的能力、临床结合科研的

思维能力 , 提高学生对教学实施的满意程度 , 这些

结果与以前的研究结果相似 [20]。基于微课和翻转课

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在细胞生物学进展教学中与

常规的讲授式教学模式相比 , 有较明显的优点。(1) 
教学内容更容易理解 : 课程中所涉及的知识更加深

奥、前沿进展内容更加复杂难以理解 , 以小组讨论

结合课堂师生互动方式进行教学 , 更加形象地表现

出内容 , 使细胞生物学进展前沿内容以 “讲故事 ”的
形式传递给学生, 将枯燥的内容形象化, 方便学生对

相关内容的认识、了解、熟悉与充分理解。(2) 教
学模式更符合实际: 理论教学时间仅有24个学时, 而
课程所涉及的前沿进展内容领域相对宽泛 , 且学生

的基础参差不齐 , 仅靠传统的课堂授课无法做到让

每个学生都能够达到教学预期的目标 , 且讲授式教

学模式基本都是教师在课堂上讲授 , 学生被动听课 , 

表3   两组学生考试得分情况比较 
Table 3   Comparison of test scores in the two groups 

分组

Groups
人数

Number of people
理论考试评分

Theory test scores
文献收集能力

Ability of literature gathering
临床结合科研分析能力 
Ability of clinical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nalysis thinking

实验组 140 24.42±1.97 24.38±2.02 34.42±1.97

对照组 129 24.30±2.32 22.90±1.68 32.62±1.35

t 0.297 3.983 5.325

P 0.781 0.000 0.000

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indicated that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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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氛围较为沉闷, 缺乏互动, 难以维持学生的学习

热情。基于微课和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引导

学生充分利用课堂之外的时间主动查阅资料进行自

学。通过分小组讨论这一最重要的改革 , 充分体现

了学生为主体, 教师来主导, 学生从被动地听教师课

堂授课变为主动获取知识、主动思考、发现并解决

问题, 进一步提高了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促进了自身

的课堂积极性, 释放了自身的学习热情。(3) 提高了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 通过课后自主查阅资料的方式 , 
学生将课堂上的难点问题融入自身的思考 , 主动获

取知识、解决问题 , 进一步拓宽了学生知识面的同

时也使学生获得了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另外在学生

自主查阅文献的同时 , 能够逐渐地培养自主学习习

惯并且提高自身的自主学习能力。(4) 利于学生理

论联系临床实践的思维的培养 : 细胞生物学进展主

要内容为前沿科研成果 , 通过基于微课和翻转课堂

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学习临床结合科研的实例 , 理论

联系实际 , 促使学生灵活运用课程的基础理论内容 , 
培养学生临床结合科研的思维。课堂上教师根据教

学目标有选择地命题 , 由学生查阅文献并进行独立

自主思考 , 之后组内详细讨论、最后归纳总结并形

成结论的方式能够增强学生善于分析思考并自主解

决问题的学习能力。(5) 利于学生协作能力的培养 : 
作为为未来培养的医学专业技术人员 , 是否具有良

好的倾听及沟通协调能力 , 对于在未来的科研中工

作中是否能够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 , 是否能够让科

研团队密切配合十分重要。在教学实施过程中 , 师
生间的角色及分工各有不同 , 通过各自的分工以及

相互的配合, 能够促进师生间的沟通, 使学生学会倾

听、学会交流[21]。

细胞生物学进展是基础医学和生物学一级学

科硕士生必修课中的一门重要核心课程。该课程重

在从理论知识、学术视野、技术应用三个角度培养

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 通过

基本理论和专题讲座 , 使学生进一步在细胞水平理

解生命现象、掌握细胞生物学的主要概念和研究方

法、了解细胞生物学主要科学问题及前沿进展。为

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热情 , 使学生更加深层次地了解

细胞生物学进展相关知识 , 本教研室教学组将基于

微课和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用于细胞生物

学进展课程教学中, 教学效果较传统讲授方式更优。

基于微课和翻转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为医学高等

院校教学模式未来的变革提供了新的方案 , 但是在

实施的过程中仍有很多问题, 如: 前沿进展内容收集

筛选过程复杂、传统模式的惯性思维、教学目标考

核困难等。能否成功地实行全新的教学模式 , 对于

教师是否能够从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思维中跳出来 , 
主动接受新的教学方式及教学观念是一项极大的考

验与挑战。根据我们之前在细胞生物学进展课程中

使用案例式教学的经验来看, 有些学生习惯了传统教

学模式 , 对新的教学模式适应起来比较困难 , 也有学

生自主学习能力较低 , 无法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7]。

任何新的模式能否良好地实施 , 重点在于教师能否

从旧的教学模式中走出来, 学习新的知识及观念, 教
师的角色定位不应只是单纯地站在讲台上授课 , 而
是学生学习知识的 “设计师及领航员 ”, 所以医学高

等院校教学改革要格外注重教师尤其是年轻教师的

新兴教学方法培训 , 才能保证基于微课和翻转课堂

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等新的教学方法真实地、有效地

运用到基础医学教学中 , 切实有效地促进高等医学

院校的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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