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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翻转课堂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对传统教学师生的角色进行了重新规划,是对传统教学的革

新。本文结合翻转课堂的起源及概念,分析翻转课堂应用于医学教学的可行性,进一步总结了翻转课堂在医学

领域的应用研究,探索翻转课堂在医学教学中的应用前景,为翻转课堂在医学教学中的应用实践提供思路和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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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转课堂,又名颠倒课堂、倒转课堂,通过借助现 代先进多媒体技术,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实现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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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教学模式的革新,有利于学生自我学习能力、独
立思考,符合现代医学教育的培养目标。LAGE等[1]

在经济学教学中率先提出反转课堂的教学方式,随后

于2007年,JONATHAN等[2]在课堂教学中将课堂

演示文稿、音频及等视频进行录制,方便缺席学生在

家学习,形成了翻转课堂的雏形。2011年,吕威力

等[3]创建的可汗学院为实施翻转课堂提供了丰富的

视频资源,使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翻转课堂教学模

式”呈现在众多学习者面前,使翻转课堂在世界范围

内被广泛关注,被誉为2011年影响课堂教学的重大

技术变革。
翻转课堂在近年来备受关注,以学习者为中心的

教育方式可有效地保证学习者专注于学习过程。在

数字化时代,学习者可自由独立的接触多种不同的讯

息,翻转课堂通过结合数字媒介和面对面的课堂协作

指导,可明显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增加学生参与度、
增强批判性思维的发展[4-6]。翻转课堂给传统教学模

式带来前所未有挑战,自提出起便在中国教育界迅速

发展,随着科技及教学理论的不断发展,翻转课堂已

深入我国各层次不同专业领域的教学研究及改革。

1 翻转课堂在临床医学教学中的可行性

医学是基础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密切结合的一

门学科,理论课是医学基础知识的积累,临床实践是

医学生根据基础理论知识进行实践操作。随着医学

知识体系及技术的不断发展,日益增长及复杂的病患

群体,目前我国传统的医学教学模式相对落后于现代

医学的发展和需求,急需创新的医学教育改革。近年

来,越来越多的医学教育者将翻转课堂运用于医学教

学中,对于探索医学教育改革及培养开拓创新的高级

医学人才具有重要的意义[7-8]。

1.1 教学手段和数字化信息资源的日益丰富和多

样 随着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发展,教学者充分利用信

息技术的优势,将教学资源通过视频、音频、图片、动
画等方式存储于网络平台,学生可在课前熟悉和了解

相关知识,有利于发挥学习主观能动性性和便于理解

抽象的医学知识。目前,各大医学院校均大力发展网

络教学平台、精品视频课程,基于互联网+、微信App
及大规模开放式在线课程(又名慕课课程),打破了传

统课堂教育的桎梏,为学生提供开放、自由及个性化

的学习环境。部分国内学者已联合翻转课堂和慕课

用于医学课程教学[9-10],利用微信平台联合翻转课堂

的医学 教 学 模 式 研 究[11-12],均 取 得 了 较 好 的 教 学

效果。

1.2 教学力量的增强和多元化 教学团队及力量的

建设是高等医学教育课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

全国各大医学院校均大力引进创新性医学人才,组建

特色的科研教学团队。优秀的教学团队,可充分弥补

部分教学的缺陷,有利于培养基础扎实、创新能力强

的高质量医学人才。教学科研经费的大量投入,教学

科研条件的不断改善,高素质教学人才的引进,均有

利于推动教学改革发展,为“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推

行提供可行性。

1.3 新时代大学生素质及学习意识的提高 新时代

的大学生由于成长环境的不同,接受教育的方式的改

变,自主性和创新意识有显著的提高。新时代大学生

对于真理的追求更加热情、执着,对于科学的态度更

加严谨、务实,具有较强的团队协作和组织协调能力。
而医学院校因其学制长、课业繁重等特点,医学学生

具备更强的自主学习和独立思考能力,有利于翻转课

堂的开展和实施。

2 翻转课堂在医学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翻转课堂自引入我国以来,已经报道在多种专业

教学中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在医学教学领域亦得

到广泛应用。翻转课堂在医学教学中的应用研究目

前主要集中在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学科,这些研究展

示了翻转课堂在医学教学中的重要价值。

2.1 翻转课堂在基础医学课程中的应用 张小玲

等[13]选择临床医学专业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成

两组,分别采用翻转课堂和传统教学模式进行生理学

课程教学。结果显示,使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学生

对论述题的回答情况较好,学生普遍喜欢翻转课堂混

合教学模式,对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文字表达等能力的提高有显著的作用。曾常茜

等[14]运用翻转课堂分别从课前、课中、课后和考核评

价4个环节探讨细胞与分子免疫学的教学研究,通过

对学生关于翻转课堂教学模式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对
翻转课堂的满意度良好。赖桂华[15]以2016级本科生

为研究对象进行解剖学教学,对照组以常规教学,观
察组给予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结果发现,观察组学生

各科考试成绩明显优于对照组,教学效果显著。张玲

等[16]提出“基于翻转课堂的遗传学课堂”的教学模式,
选择海军军医大学290名本科学员,具体实施过程包

括翻转课堂前、翻转课堂中、翻转课堂后3个环节,在
课程结束后的学员调查问卷结果统计中,学员满意度

达92%,认为教学效果好于传统教学的人数占95%。
闫小飞等[17]选择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514名学员,分
别予以传统教学和翻转课堂教学,结果显示翻转课堂

能够降低学生的不及格率,显著提升考试成绩在60~
79

 

分学生的百分比,大部分学生喜欢翻转课堂的教学

模式,认为该教学模式能够激发自己的学习兴趣,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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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可有效提高自主学习能力。以上研究提示,翻转课

堂可以充分调动医学院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学习积

极性,能够提高学生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学生对教

师的满意度及学生的自我评价,在基础医学教学中具

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2.2 翻转课堂在临床专业教学中的应用 临床医学

专业课一般是应用性很强的学科,翻转课堂的合理应

用可利于实现理论与实践、专业与临床的对接;有助

于培养医学生的临床思维,有效提高学生的观察分析

能力及辩证思考能力。袁秀英等[18]选择临床医学系

学生,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方

法,试验组采用翻转课堂和虚拟现实技术教学法,教
学完成后,试验组临床实践能力、基础理论知识和综

合答辩得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刘爱华等[19]研究将

翻转课堂应用于外科学教学中的教学效果,学生通过

学习家狗的肠吻合,在测试中优秀与良好的学生优于

传统教学模式,通过翻转课堂能够有效提高学生对实

训内容的兴趣,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彭彩碧等[20]

将翻转课堂教学法用于内分泌系统疾病的教学,随机

将180名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对
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法,实验组学生课前通过云盘自学

视频、课件、案例,课中教师通过设疑、提问、答疑、讨
论等方式与学生进行交流互动以及教师对共性问题

提供针对性讲解,结果发现实验组成绩明显高于对照

组,翻转课堂在培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锻炼归纳总

结能力、增强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等方面具有明显优

势。李新[21]选择临床见习的7年制学生作为研究对

象,通过运用翻转课堂进行肾内科临床教学,结果显

示翻转课堂可明显提高学生的理论及实践考试成绩,
同时激发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兴趣。随着翻转课堂

的不断发展,更多的临床专业学习及见习运用到翻转

课堂教学模式,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学

生观察分析及沟通能力,缩短课堂教学与临床实践的

距离。

3 翻转课堂在医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翻转课堂在国外医学教育领域已经有较多的成

功实践,在我国尚处于探索阶段,应用于医学教育的

研究相对较单一,主要是两种类型:一是教学模式设

计的探索,二是翻转课堂与传统教学模式的比较研

究。翻转课堂其教学体系和教学方法仍不完善,对于

教师及教学环境的要求更高,因此在医学教学中广泛

应用还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3.1 翻转课堂教学资源的相对匮乏 目前,各大医

学高校均有各自的校园网站和网络教学平台,但真正

运用于翻转课堂的特色网络教学资源相对缺乏,而且

缺乏统一标准的公共教学视频。因此,需要教学工作

者自行制作教学视频,而教师对于计算机及网络技

术、软件的应用水平参差不齐,难以保证翻转课堂教

学视频的质量,一定程度增加了翻转课堂在医学教育

领域实践的难度。

3.2 缺乏合理统一的评价标准 既往传统教学模式

评价考核学生主要通过学生的平时出勤率及终末考

核成绩,而目前翻转课堂在医学教学领域的评价方法

多采用考试成绩与调查问卷、学生访谈等相结合的方

式,评价方式较为单一,且由于题库有限,考试成绩并

不能完全反映学生对知识进行熟练运用的能力,其评

价的合理性和准确性值得进一步商榷。另外,不同研

究的调查问卷的评分项目差异较大,缺乏统一的评价

标准及评估体系,研究结果的推广性不足。国外研究

的评价方式定量加定性居多,而国内评价方式主要是

定量,部分评价方式依然沿用传统方法,不适于翻转

课堂教学模式。因此,必须摒弃传统的单一指标的评

价标准,探索新的教育评价体系,为翻转课堂在医学

教育中的广泛应用提供扎实基础。

4 展  望

翻转课堂自起源以来,已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一场

教育模式的重大变革,而在我国的医学教学领域亦掀

起一股研究探索热潮。翻转课堂在医学教学中的真

正实践效果有待于进一步探索研究,但从翻转课堂在

医学教育领域的可行性和应用研究来看,翻转课堂的

应用潜力和价值巨大。相信随着中国教育改革的不

断推进,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一定会展现出蓬勃的生

命力,为医学教育改革带来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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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马哈系统结合OSCE模式对护生社区护理核心能力的影响*

吴 倩,夏立平△,张新月,窦兰君

(江苏医药职业学院护理学院,江苏盐城
 

224005)

  [摘要] 目的 探讨奥马哈系统结合客观结构化临床技能考试(OSCE)模式对护生社区护理核心能力的

影响。方法 整群随机抽样选择该校护理学院2016级2个班护生作为研究对象,分别设为试验组(42例)与对

照组(41例),试验组接受奥马哈系统结合OSCE模式的社区护理实训教学,对照组接受常规教学方法,课程结

束后两组护生接受3站式OSCE考核,并由试验组对该教学模式进行评价。结果 试验组护生OSCE考核得

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奥马哈系统结合OSCE模式的社区护理实训教学得到护生认可。结论 奥马

哈系统结合OSCE模式运用于社区护理实训教学,有助于提高护生社区护理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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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护理是社区卫生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

国卫生保健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我国社区护

理人力资源严重不足,社区护士专业素养参差不齐,
严重制约了社区护理发展,不能适应人们与日俱增的

医疗保健需求[1]。高职院校担负基层技能型卫生服

务人才培养重担,如何向社会输出符合社区护理岗位

能力需求的护士对我国社区护理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奥马哈系统是以解决问题程序为框架的综合系统,包
含问题分类、护理干预及结局评价3个子系统,可提

升护士专业评估能力及护理问题解决能力,在社区护

理、临床护理、护理教育等领域得以广泛运用[2]。客

观结构化临床技能考试(OSCE)模式注重医学生知

识、技能及态度的综合考评,既可作为有效的工具评

估学生临床技能学习成效,也可作为一种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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