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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墨云班课混合教学模式
在比较形态学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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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医学院基础医学院，山东 济宁２７２０６７）

　　摘　要　目的　探究蓝墨云班课混合教学模式在比较形态学教学中的应用及效果。方法　选择２０１５级临
床本科班为研究对象，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采用蓝墨云班课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即线上使用蓝

墨云班课推动学生的课前预习及课后复习，线下利用显微数码互动系统开展课堂参与式活动；对照组采用传统

式教学。以考试成绩及问卷调查方式对两组进行教学效果评价。结果　实验组考试成绩及优秀率均显著高于
对照组（Ｐ＜０．０５）；问卷调查显示实验组核心能力各维度得分及总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除教学能力
外，实验组对教学满意度得分及总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　实践证实蓝墨云班课混合教学模式
能提高学生的核心能力及对教学的满意度，促进学科知识的融合、实现教与学的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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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医学形态学科迅猛发展，比较形态学教学
体系应运而生。它将解剖学、组织胚胎学、病理学

相关课程内容有机地整合为一体，注重了知识的系

统性、完整性和连续性［１］，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

果。为促进该体系内各学科内容的融合，提高比较

形态学课程的学习兴趣和效率，我们在教学中引入

了蓝墨云班课混合式教学模式，即线上使用蓝墨云

班课给学生推送教学资源［２］，推动学生的课前预

习及课后复习，线下利用显微数码互动系统开展更

多更有效的课堂参与式活动［３］。该教学模式能让

“教”与“学”互动起来，可促进学生自主学习，提

高学习效率，培养临床思维能力，实现教与学的和

谐统一。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选择２０１５级临床本科１班（５０人）为对照组，

２班（４８人）为实验组。两组同时开设《形态学实
验》教学，教学计划及学时保持一致。对照组采用

传统教学模式，即教师带领学生复习与本次实验课

有关的理论知识，然后讲解各标本的病变特点，指

导学生观察切片；实验组采用蓝墨云班课混合教学

模式。两组学生在性别、年龄、入学成绩、前期所学

课程方面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教学流程

蓝墨云班课混合教学模式的实施包括课前课

中课后环节。

１．２．１　课前学习资源的推送　针对比较形态学实
验的教学目标设计教学内容，课前将学习目标、案

例 ＰＰＴ、相关图片、视频资源等通过蓝墨云班课
ＡＰＰ推送给学生，学生可以随时查看学习资源。如
在泌尿系统疾病章节中，为了突破“各型肾小球肾

炎的病理特点和临床病理联系”这个教学重难点，

课前将有关微课、理论课件上传至蓝墨云班课平台

“资源”中，并且针对性地设计案例，布置学生结合

案例查阅相关的临床资料，要求学生了解所要讨论

的内容，以便课堂上分组讨论。

１．２．２　课中知识内化　遵循三步走原则，灵活运
用各种教学方法，以达到最佳教学效果。

１）想一想。回顾已学过的解剖学和组织胚胎
学知识，如泌尿系统疾病中回顾肾脏的解剖和组织

结构，然后用蓝墨云班课平台测试功能对学生的掌

握情况进行检测，依据统计情况对学生普遍存在的

薄弱知识点进行讲解。

２）比一比。比较形态学实验课是按正常到异
常，宏观到微观的顺序组织教学，让学生通过比较

学习，建立完整的人体形态学知识结构［４］。在进

行泌尿系统疾病实验教学时，利用数字切片为学生

展示正常肾脏的大体及组织结构，再观察病变脏器

的大体及镜下病理改变，然后引导学生用显微数码

互动系统的“学生演示”功能进行讨论和发言，总

结概括出急性弥漫增生性肾炎及新月体型肾炎的

病变特点。

３）用一用。从病例讨论入手，联系基础与临
床，以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如在肾小球肾炎病例

的问题设计中融入了 Ｗ２Ｈ２思维网络法［４］，即按

ＷｈａｔＷｈｙＨｏｗＨｏｗｄｏ思维方式环环相扣，提出问
题、思考、解决、综合，逐步深入。首先教师利用蓝

墨云班课平台分组教学。学生结合病史、临床资料

和病理变化来初步得出病理诊断（Ｗｈａｔ）；然后结
合案例去寻找病因并分析其发生机制（Ｗｈｙ）；继而
分析病理变化及临床病理联系，让学生理解疾病的

临床表现（Ｈｏｗ），理解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培养学
生以动态思维的方式思考问题。最后让学生了解

疾病的治疗方法（Ｈｏｗｄｏ），拓展其知识面。
１．２．３　课后反馈及形成性评价　课后对整节课的
知识进行系统性梳理、归纳并上传至蓝墨云班课平

台的“资源”中，发布练习题，便于学生课后巩固复

习与自测训练。教师借助蓝墨云班课平台的记载

功能全面了解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情况，学生

在学习中产生的新问题可以在平台上进一步讨论

交流。通过这种学习反馈再学习的模式，完善形
成性评价，促进学生终身学习意识的形成［５］。

２　效果评价

２．１　考试成绩评价
两组期末考试均采用机考形式，自动组卷、自

动阅卷、题型为５０道读图分析题。两组形态学实
验成绩统计学处理结果显示实验组学生考试成绩

及优秀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见表１、表２。

表１　两组学生考试成绩得分比较（分，珋ｘ±ｓ）

组别 ｎ 平均成绩（分，珋ｘ±ｓ）

实验组 ４８ ９０．０４±５．９９

对照组 ５０ ８５．４４±６．７４

ｔ ３．５６

Ｐ ＜０．０５

·４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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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两组学生考试成绩优秀率比较

组别 ｎ 考试成绩优秀率／％

实验组 ４８ ５６．２５

对照组 ５０ ２６．００

χ２ ９．２８

Ｐ ＜０．００２

２．２　问卷调查结果
２．２．１　蓝墨云班课平台问卷调查　通过蓝墨云班
课平台发放调查问卷。学生核心能力自评问卷，参

考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及实

证研究［６］设计，采用Ｌｉｋｅｒｔ五分量表法［７］让学生自

评核心能力包括总结知识能力（５条）、批判性思维
能力（３条）、自主学习能力 （４条 ）、沟 通 合 作
能 力（４条）、实践操作能力（４条）是否有提高。
２．２．２　教学满意度问卷调查　采用Ｌｉｋｅｒｔ五分量
表法让学生对教学准备（４条）、教学过程（８条）、
教学能力（４条）、教学效果（４条）做出评价。结果
显示实验组学生核心能力各维度得分及总分均显

著高于对照组（表３）；两组对教学满意度比较除教
学能力外，其他维度得分及总分均为实验组显著高

于对照组。见表４。

表３　两组学生核心能力比较（分，珋ｘ±ｓ）

组别 ｎ 总结知识能力 批判性思维能力 自主学习能力 沟通合作能力 实践操作能力 总分

实验组 ４８ ２２．４２±１．６６ １３．５４±１．６９ １７．９６±１．２２ １８．５４±１．０９ １８．０２±１．２６ ９０．４８±３．８０

对照组 ５０ １９．７２±２．１４ １２．６０±１．１８ １７．２８±１．１６ １７．３４±１．１７ １７．３８±１．１６ ８４．３２±３．３５

ｔ ６．９５ ３．２１ ２．８２ ５．２５ ２．６２ ８．５２

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０

表４　两组学生对教学的满意度比较（分，珋ｘ±ｓ）

组别 ｎ 教学准备 教学过程 教学能力 教学效果 总分

实验组 ４８ １８．５４±０．９２ ３７．６３±１．０４ １７．９６±１．０３ １８．０６±１．１７ ９２．１９±１．８５

对照组 ５０ １７．５０±１．１７ ３６．８４±１．１７ １７．６０±０．９５ １７．１８±１．０８ ８９．１２±２．１１

ｔ ４．９０ ３．５０ １．７９ ３．８７ ７．６４

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７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３　讨论

比较形态学是新兴课程，其教学模式、教学方

法在不断探索中。近年来，显微数码互动系统教学

平台的应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课堂教学的效率，

实现了师生的互动式教学［８］。然而在具体实施过

程中也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如显微数码互动系统受

到服务器容量的限制很多只能在局域网内使用，教

师指导仅仅局限在实验室，教学内容不能实现图像

的远距离传送和储存，在时间和空间上限制了师生

之间的沟通和交流［９］。此外，学生对显微数码互

动系统的过度依赖使其寻求知识的主动性受挫，基

础知识的掌握不够扎实，镜下观察切片的实践操作

能力下降［１０］。要解决这些问题，迫切需要利用新

型教学工具的优势进行教学改革，让教与学更加和

谐统一。教学实践证实蓝墨云班课混合教学模式

是课堂教学方式与互联网教学方式的有机结合，能

够有效提升教学质量。

３．１　合理的教学设计有助于促进学科知识的融合
新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充分发挥了新型教学工

具的优势，打破了传统教学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课

堂与课外的限制以及知识条块之间的限制，能促进

比较形态学各学科知识的真正融合。首先，课前预

习把知识储备移到了课前，让宝贵的课堂时间更多

地用于引导学生知识的建构上。课中，“想一想”

“比一比”“用一用”三步走的教学设计，环环相扣，

知识内化过程循序渐进，使知识掌握更扎实、知识

运用能力更强。课后，学习资源的共享有利于课后

学生对知识的巩固复习。对课堂的精心设计与认

真组织为比较形态的教学创造了良好的课堂气氛，

在和谐的课堂氛围中学生的学习成绩得以逐步提

高。本文教学实践结果表明，实验组学生考试成绩

·５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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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３．２　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核心能力

新型混合教学模式利用蓝墨云班课轻松管理

课程、随即开展互动，避免了学生对教师的过度依

赖，培养了学生良好的自主学习能力、批判性思维

能力，本文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实验组学生上述两方

面能力的自我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分组教学、答疑讨论等形式加强了师生、生生之间

的沟通交流，学生的人际交往及团队协作能力、沟

通合作能力显著提升（Ｐ＜０．０５）。线下课堂教学
与线上教学在教学内容、教学资源上的有机协调，

使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更扎实、总结知识能力、实践

操作能力进一步提高（Ｐ＜０．０５）。
３．３　学生对教学的满意度提高

调查问卷显示，学生对教学过程、教学准备、教

学效果等方面的满意度明显提升（Ｐ＜０．０５）。混
合教学模式以其灵活的教学设计、充满趣味性的教

学方法、多元化的教学评价为比较形态学教学提供

了缜密的教学思路和有序的实施框架，使教学有章

可循，有条不紊地开展。教学过程中的“用一用”

环节，是对疾病病因、发病机制、病理变化及转归的

一次系统性梳理，增加了学生对疾病的感性认识，

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批判性思

维能力，学生满意度很高。

３．４　新型教学模式对教师教学能力的冲击与挑战
新型教学模式首先需要教师具有扎实的基础

知识或深厚的知识背景，其次面对全新的教学模

式，教师要重新规划课程设计，在有限的时间内充

分融合各学科相关知识，设计出高质量的案例和问

题，高效运用各种教学资料，去激发学生的自主学

习能力，提升师生的沟通效率。同时，如何将蓝墨

云班课、显微数码互动系统、数字课程、精品课程等

现代化教学技术更好地运用于教学实践，促进其与

教学的有机融合，也有待进一步的实践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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