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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在高等教育中怎样把主动性还

给学生!从而实现+教与学,的共同提升!是一个必须面对的现

实问题#一种基于+通用学习设计,理念的翻转课堂授课模式

出现了#+通用设计,这一理念源于无障碍设计思想#美国特

殊技术应用中心&

54ZR

'结合大脑研究的最新成果和网络通

讯技术!提出了一个新的教学模式即通用学习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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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主要是指精心设计教学资源和活动!以使在听"看"说"读"

写"行动力"记忆力"理解力等方面有差异的学生都能实现预期

学习目标$

.

%

#+翻转课堂,与传统教学中+老师讲,+课堂练习"

回答,以及+家庭作业,

%

个步骤不同!而是对课前"课中"课后

的教学安排进行重新规划!它的三部曲是+检查作业,+讨论"交

流,+不会的再由教师讲解,!这样通过知识传递"知识内化"知

识巩固的颠倒安排实现师生角色的翻转$

%37

%

#翻转课堂实施效

果如何!与两个环节密切相关(&

&

'学生课前得到的学习资源的

质量*&

.

'课堂中+讨论"交流,活动的组织形式及内容质量$

(

%

#

临床医学是实践性"记忆性"理解力"沟通与交流能力等均要求

很高的学科!

_$#

的理念和翻转课堂非常适合临床医学专业

的教育教学#因此!对翻转课堂应用于临床医学教育实践的现

状进行文献学统计和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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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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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以中国知网知识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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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献数

据库为数据源!时间段默认为(截止
.-&+

年
.

月
./

日数据库

收录的所有相关文献!以+主题
d

临床医学,并+主题
d

翻转课

堂,进行精确检索!得到有效记录
&(

篇文献#

='>

$

方法
$

运用
"aE?>.--%

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和绘图!并

就有关文献的文献计量学特征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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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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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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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产出年代及学科分布
$

自
.-&7

年发表第
&

篇+临床

医学与翻转课堂,主题文献以来!每年的发文量呈快速增加趋

势&图
&

'#提示这一主题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已迅速受到

不少研究者的关注*学科分布的分析显示!这一主题的论文主

要集中在+医学教育与医学边缘学科,"+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

这
.

个领域!提示目前从医学及医学边缘学科"教育学等角度

来研究临床医学与翻转课堂的文献较多!同时也产生越来越多

的研究成果&图
.

'#最早发表此类文献的是郑君芳等$

7

%

!随后

是王兴红等$

+

%

"刘鹏$

,

%

"钱红等$

)

%

"王凤杰等$

/

%

!他们分别从+微

课,与+翻转课堂,引入生物化学课堂教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等

多方面对+临床医学与翻转课堂,这一主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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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引频次分析
$

被引频次是被引文献的学术和应用价值

的重要反应#本研究
&(

篇文献的总被引用次数为
&7

次!篇均

被引
-',/

次&表
&

'!数量偏低!提示可能与该主题文献发表的

时间较短有一定的关系*另外!

&(

篇文献的总参考数为
&%)

篇!篇均参考数为
/'.-

篇*总下载数为
.&&7

次!篇均下载数

为
&7-'/%

次#

图
&

$$

论文产出年代分布图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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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学科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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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分析
$

本研究
&(

篇文献来源于
&-

种期刊!其

中.中国医学教育技术/.中国继续医学教育/.卫生职业教育/

%

种期刊是刊载该领域文献最主要的来源期刊!其刊载的文献数

共为
)

篇!占总数的
(%'%*

!上述
%

种期刊可被视为该主题研

究的重点期刊!见图
%

#其中!.第四军医大学学报/被 +中文核

心期刊要目总览&北大版',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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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和机构产出分析
$

本研究检出的
&(

篇文献!第一作

者所在地区以及发文机构分布情况分别见图
7

"

(

#第一作者

单位所在地区排名前两位的是河南&

(

个'和陕西&

%

个'!而北

京"湖南"湖北"山东"重庆"黑龙江"贵州的第一作者单位分别

是
&

个!见图
7

#发文机构排名前两位的是(河南省漯河医学

高等专科学校&

7

篇'和第四军医大学&

.

篇'#湖南医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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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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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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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水职业技术学院"齐齐哈尔医学院"商洛职业技术学院"首

都医科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重庆市北碚区中医院"湖北

民族学院医学院"滨州医学院等发表相关论文
&

篇#

图
%

$$

载文期刊来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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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与论文合作情况分析
$

经统计发现!以第
&

作者身

份发表
.

篇以上相关文献的作者只有
&

人#其他作者仅发表

一篇此主题的文献!提示该领域的核心作者群尚未形成#文献

的合作度&作者总数)论文总数'与合作率&合作论文数)论文总

数
h&--*

'能够间接反映研究工作的复杂性和交叉性#文献

的合作度为
%'.,

!合作率为
)-'-*

!处在中等水平!见表
&

#

图
7

$$

第一作者单位个数地区分布图

图
(

$$

第一作者单位结构示意图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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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课堂与临床医学教育文献的作者及合著情况

作者人数

&

%

'

文献数

&

%

'

合作文献

百分比&

*

'

作者总

人数&

%

'

文献总篇数

&

%

'

合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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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合作度
合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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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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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获基金资助情况
$

检出的
&(

篇文献中!受基金资助

的文献量为
,

篇!占文献总量的
7+',*

!属于中上比例#但
,

篇论文都主要是受到省级或高校基金资助!属于教改课题!其

他论文则主要是针对本科生的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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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分析
$

本文通过统计及分析关键词来揭示热点问

题!此处仅列出出现次数排前
.-

位的主要关键词#+翻转课

堂,与+临床医学,文献主要具有下列
7

个热点!即(翻转课堂"

教学模式"教学方法与实训教学#这些热点问题涵盖了高校临

床医学教学的主要过程和关键环节!说明我国的+临床医学,的

教学模式正逐步发生可喜的变化#

?

$

思考与结论

$$

本研究结果表明!在+互联网
f

,背景下!基于+通用学习设

计,理念的翻转课堂授课模式已在临床医学专业教育中获得了

运用!并取得了初步成果#研究关注度在不断加强!有影响力

的作者在不断出现!参与的机构和地区在不断扩大等#但同时

也有不少问题值得关注#

?'=

$

高质量的研究有待加强
$

这一主题的多数研究论文来源

于普通期刊!而在中文核心期刊上的载文仅有
&

篇!这与该主

题的研究刚刚兴起!很多方面还不成熟有关!同时也提示(这是

一个新兴领域!是广大专家学者进行创新的广阔天地#

?'>

$

这一主题的研究有待深入
$

目前的实践主要集中于本科

教学!在研究生教育教学中实施的案例则很少#临床医学翻转

课堂的网络教学平台构建方面的文献尚鲜见报道#基于论坛"

[[

群"微信群"

R;K>?CU5

模式的探究式翻转课堂在临床医学

教学中的探讨鲜有提及#目前的研究者对翻转课堂教学内容

构建的研究深度仍然不够#教师在课前向学生在线提供的知

识点和相关信息!课堂中有关学生穿插的各种互动与测试"操

作练习"分组讨论"教师的答疑"解惑"评测等活动的组织和设

计!课后相关内容的巩固和评估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探索空间#

如何创新形式"丰富内容"提升质量!从学校的层面实现+校内

翻转,向+跨校共享,的升华!也有待于探索(如何通过设置+课

程设计咨询,!协助教师丰富教学方法!加快探索实践*如何制

定科学标准!对课程内容"教学方法进行评审!以提高教学效

果*如何通过线上"线下同步推广!从而实现+教管学,一体化!

以提升教学质量等都亟需研究#在基金资助"形成稳定的研究

者以及研究机构等方面!都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及支持$

&-

%

#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缺陷!比如(数据库&

5Q8S

'本身

的收录范围有限!从而导致研究数据不全!有可能影响研究结

果的全面性*本研究只是对文献的外部特征进行了统计!并且

只是选取了文献计量学中的部分特征进行分析!有可能会影响

研究结果深入性!需要继续完善#

尽管存在种种不足!但开展对上述问题的探索!对于如何

充分利用各种教学资源!提高临床医学专业的教学效果和人才

培养质量!以及推进教育教学改革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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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是全球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之一!防治过

程正如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

%

#截止
.-&(

年中国有近
(-

万

人感染艾滋病!在世界排第
&7

位!青壮年占
)-*

#健康教育

是防治艾滋病的第一层屏障$

.

%

!高中学生是艾滋病高危人群!

应受到教育以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使之成为预防与控制

艾滋病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本文探讨高中生艾滋病同伴教育

效果#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以重庆市不同地域
%

所中学在校学生为研究

对象!采取随机抽样方法!抽取
+

个班
%+7

名高中生作为健康

教育调查研究对象#本次调查共发问卷
%+7

份!回收有效问卷

%+7

份!回 收 率 为
&--'--*

#其中一年级
&.&

例&

%%'.7*

'!

二年级
&.)

例&

%('&+*

'!三年级
&&(

例&

%&'(/*

'!男生
&/7

例&

(%'%-*

'!女生
&,-

例&

7+',-*

'#

='>

$

方法

='>'=

$

同伴教育者选择
$

在
%

所中学各选择
&-

名高中生作

为同伴教育者!入选条件(积极主动!自愿!有责任心和号召力!

语言表达能力强#

='>'>

$

培训同伴教育者
$

邀请专家向同伴教育者讲解宣教方

法"技能"艾滋病防治法规和基本知识等!模拟同伴教育过程#

培训
.

周后考核知识"技能和宣教能力等!合格者才能参与#

='>'?

$

开展同伴教育
$

将每个学校学生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组#观察组每名同伴教育者面对
&(

名左右学生进行宣传"教

育和指导#对照组进行一般方法的宣传教育#干预周期均为

&

个月#干预前后进行问卷调查!追踪干预效果#

='>'D

$

调查方法
$

自制知识行为态度&

84U

'调查问卷#各

组干预前后调查内容相同!匿名!当场回收!调查表合格率大于

或等于
/(*

为有效#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ZUZZ&/'-

软件统计分析!计数资料

以率表示!采用配对
4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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