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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PPPS教学模式在医学生课程教学效果的meta分析*

章 均,韩立玲,吕麟亚△

(重庆医科大学儿科学院小儿外科教研室 400014)

  [摘要] 目的 探讨BOPPPS模式在医学生课程教学的实际教学效果。方法 计算机检索中国知网、维

普、万方数据库、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搜集BOPPPS教学模式对医学生课程教学效果影响的研

究,检索的时限均为建库至2021年6月。由两名研究者独立评价研究的偏倚风险并交叉核对结果,采用Rev-
Man5.3软件进行meta分析。结果 理论成绩研究共纳入16个随机对照研究,包括1

 

758名学生,meta分析

结果显示BOPPPS教学模式相较于传统教学模式能提高学生理论成绩(MD=6.42,95%CI:4.41~8.43,P<
0.05)。课程学习兴趣及主动性提高率研究共纳入11个随机对照研究,包括1

 

189名学生,meta分析结果显

示,BOPPPS教学模式组学生对课程的兴趣及学习的主动性比传统教学模式组明显提高(RR=1.57,95%CI:
1.32~1.86,P<0.05)。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率研究共纳入11个随机对照研究,包括1

 

189名学生,meta分析

结果显示,BOPPPS教学模式组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比传统教学模式组明显提高(RR=1.53,95%CI:1.29~
1.80,P<0.05)。结论 BOPPPS教学模式优于传统教学模式,教学效果更好。

[关键词] BOPPPS教学模式;医学;医学课程;教学方法;随机对照试验;meta分析

[中图法分类号] R7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348(2022)05-0854-05

Meta-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BOPPPS
 

teaching
 

mode
 

in
 

medical
 

students*
ZHANG

 

Jun,HAN
 

Liling,LYU
 

Linya△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of
 

Pediatric
 

Surgery,College
 

of
 

Pediatrics,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1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ctual
 

teaching
 

effect
 

of
 

BOPPPS
 

mode
 

in
 

medical
 

students'
 

course
 

teaching.Methods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VIP,Wanfang
 

Data
 

and
 

China
 

Biomedic-
al

 

Literature
 

Database
 

(CBM)
 

were
 

searched
 

to
 

collect
 

the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BOPPPS
 

teaching
 

mode
 

on
 

the
 

teaching
 

effect
 

of
 

the
 

medical
 

students.The
 

retrieval
 

time
 

was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a-
tabase

 

to
 

June,2021.The
 

risk
 

of
 

bias
 

was
 

cross-checked
 

the
 

results
 

were
 

evaluated
 

independently
 

by
 

two
 

re-
searchers.RevMan5.3

 

software
 

was
 

used
 

for
 

meta-analysis.Results A
 

total
 

of
 

16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were
 

included
 

in
 

the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research,including
 

1
 

758
 

students.The
 

meta-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BOPPPS
 

teaching
 

mode
 

could
 

improve
 

students'
 

theoretical
 

achievement,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MD=6.42,95%CI:4.41-8.43,P<0.05).A
 

total
 

of
 

11
 

randomized
 

con-
trolled

 

trials
 

were
 

included
 

in
 

the
 

study
 

on
 

the
 

improvement
 

rate
 

of
 

curriculum
 

learning
 

interest
 

and
 

initiative,
including

 

1
 

189
 

people.The
 

meta-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tudents'
 

interest
 

in
 

curriculum
 

and
 

learning
 

initiative
 

in
 

BOPPPS
 

teaching
 

mode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group
 

(RR=1.57,95%CI:1.32-1.86,P<0.05).A
 

total
 

of
 

11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were
 

in-
cluded

 

in
 

the
 

study
 

on
 

the
 

improvement
 

rate
 

of
 

problem-solving
 

ability,including
 

1189
 

people.The
 

meta-anal-
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roblem-solving
 

ability
 

of
 

students
 

in
 

the
 

BOPPPS
 

teaching
 

mode
 

group
 

was
 

sig-
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group
 

(RR=1.53,95%CI:1.29-1.80,P<
0.05).Conclusion The

 

BOPPPS
 

teaching
 

mode
 

is
 

better
 

than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and
 

has
 

a
 

better
 

teach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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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PPPS即导学互动的加式教育,最早是由加拿

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理工学院创建并推行的一种教

学方法,它是基于学习金字塔和注意力曲线所构建,
目的是在于激发学生在学习过程的主动性,增强学生

的参与度,提升课堂教学效果[1]。BOPPPS教学模式

由6个部分组成,分别为引入(bridge-in,B)、学习目

标(objective,O)、课前摸底(pre-test,P)、参与式学习

(participatory
 

learning,P)、课 后 评 估(post-assess-
ment,P)、总结(summary,S)[1-3]。近年来国内部分医

学院校也在采用此种模式进行医学教育,并对其教学

效果进行了深入研究,但结果报道不一[2-3]。BOPPPS
教学模式的教学设计较复杂,因此,本文采用 meta分

析评价了采用BOPPPS教学模式与传统教学模式教

学效果比较的研究,旨在探讨BOPPPS教学模式在医

学生课程教学的实际教学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文献检索策略

计算机检索中国知网、维普、万方数据库、中国生

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搜集BOPPPS教学模式

对医学生课程教学效果影响的研究,检索的时限均为

建库至2021年6月。手工检索纳入文献的参考文

献,以补充获取相关文章。中文检索词为“导学互动

教学模式”“导学互动”“医学”等,英文检索词包括

“BOPPPS”为主题词和自由词进行检索。所有文献手

工选择医学生课程教学相关的纳入研究资料,2名研

究者独立筛选文献,提取资料并交叉核对,通过浏览

题目、摘要选择相关文献,并查找全文及阅读全文,如
有分歧通过讨论或第三方协商解决。
1.2 文献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研究类型为随机对照试验(ran-
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或半RCT;(2)研究

对象为医学院接受医学课程教育的医学生;(3)干预

措施中试验组采用BOPPPS教学模式教学,对照组采

用传统教学模式教学,教学的课程两组一致;(4)结局

指标中两组教学效果评价指标一致,均有对应的计数

资料或计量资料对比研究,其中包括理论成绩或问卷

调查学生学习主动性、兴趣提高人数及解决问题能力

提高的人数。排除标准:(1)非中文文献;(2)采用的

教学方法不是单纯的BOPPPS教学模式和传统教学

法;(3)无法获取全文;(4)重复发表;(5)原始研究数

据缺失或数据不能提取的研究。
1.3 纳入研究质量评价

所有纳入分析的文献均采用Jadad量表[4]进行质

量评价,并由2名研究者独立评价并交叉核对结果,
评价条目包括各项反映研究质量的关键指标:随机序

列的产生、随机化隐藏、盲法、撤出与退出。采用0~7
分计分法,>3分视为高质量研究。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RevMan5.3软件进行 meta分析,计量资料

采用均数差(MD)为效应尺度,二分类变量采用风险

比(RR)为效应尺度,各效应量均提供其95%CI。纳

入研究结果的异质性采用χ2 检验,I2 定量判断异质

性大小,若I2<50%,则各研究结果间无统计学异质

性,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反之,I2>50%,则各研

究结果间存在统计学异质性,进一步分析异质性来

源,采用敏感性分析或亚组分析排除明显临床异质性

影响后,再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分析。
2 结  果

2.1 纳入研究的特征

初检共获得相关文章374篇,经过逐层筛选,最
终纳入17篇RCT[5-21],包括1

 

818名学生,其中BOP-
PPS教学模式组911名,传统教学模式组907名,文
献筛选流程及结果见图1。

图1  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

2.2 文献质量评价

纳入分析的17篇文献Jadad量表评分均为4分,
见表1。
2.3 meta分析结果

2.3.1 理论成绩

共纳入16个 RCT[5-10,12-21],包括1
 

758名学生。
随机效应模型 meta分析结果显示,BOPPPS教学模

式组的理论成绩明显高于传统教学模式组(MD=
6.42,95%CI:4.41~8.43,P<0.05),见表2。
2.3.2 课程学习兴趣及主动性提高率

共纳入11个RCT[5-6,10-13,15-16,18-20],包括1
 

189名

学生。随机效应模型 meta分析结果显示,BOPPPS
教学模式组学生对课程的兴趣及学习的主动性比传

统教学模式组明显提高(RR=1.57,95%CI:1.32~
1.86,P<0.05),见表3。
2.3.3 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率

共纳入11个RCT[5-6,10-13,15-16,18-20],包括1
 

189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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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随机效应模型 meta分析结果显示,BOPPPS
教学模式组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比传统教学模式组

明显提高(RR=1.53,95%CI:1.29~1.80,P<
0.05),见表4。

表1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项目 年限 学生专业 课程名称 样本量(试验组/对照组,n/n) Jadad评分(分)

周玥等[5] 2020 临床医学 心电图教学 52/48 4

马彬等[6] 2019 临床医学 循证医学 25/26 4

朱翔贞等[7] 2019 临床医学 医学心理学 62/60 4

胡利霞等[8] 2016 临床医学 儿科临床学 28/28 4

楚磊等[9] 2021 临床医学 运动系统疾病整合教程 87/89 4

谭杨波等[10] 2020 护理学 外科护理学 68/64 4

牟作峰等[11] 2019 中医学 中医临床实践 30/30 4

柳强等[12] 2019 临床医学 中医内科临床教学 30/30 4

张玉阳等[13] 2018 临床医学 妇产科 30/35 4

黄卫东等[14] 2021 卫生管理 卫生政策学 35/43 4

沈旭君等[15] 2016 临床医学 西医诊断学 32/34 4

张路等[16] 2018 护理学 基础护理学 80/80 4

乔媛等[17] 2017 护理学 手术室护理 42/45 4

吕云玲等[18] 2018 护理学 急危重症护理技能 105/90 4

陈玉红等[19] 2019 护理学 内科护理学 120/120 4

顾学红等[20] 2020 护理学 血液科带教 30/30 4

孙玉荣等[21] 2020 临床医学 病理学 55/55 4

表2  研究对象理论成绩的 meta分析结果

项目
BOPPPS教学模式

理论成绩(x±s,分) n

传统教学模式

理论成绩(x±s,分) n

权重

(%)
随机模型(95%CI)

周玥等[5] 90.17±1.84 52 79.53±2.48 48 6.90 10.64(9.78,11.50)

马彬等[6] 88.10±4.70 25 63.30±11.10 26 5.10 24.80(20.15,29.45)

朱翔贞等[7] 75.02±6.83 62 68.04±8.91 60 6.10 6.98(4.16,9.80)

胡利霞等[8] 89.31±4.15 28 85.31±3.31 28 6.50 4.00(2.03,5.97)

楚磊等[9] 83.95±7.42 87 79.37±10.16 89 6.20 4.58(1.96,7.20)

谭杨波等[10] 74.66±5.20 68 70.59±7.69 64 6.40 4.07(1.82,6.32)

柳强等[12] 83.57±5.56 30 78.93±6.12 30 6.10 4.64(1.68,7.60)

张玉阳等[13] 80.97±7.21 30 74.27±7.40 35 5.70 6.70(3.14,10.26)

黄卫东等[14] 27.43±1.54 35 25.61±2.13 43 6.90 1.82(1.00,2.64)

沈旭君等[15] 79.91±8.89 32 74.50±9.54 34 5.20 5.41(0.96,9.86)

张路等[16] 78.99±9.31 80 77.23±8.78 80 6.20 1.76(-1.04,4.56)

乔媛等[17] 92.13±6.19 42 85.45±7.67 45 6.10 6.68(3.76,9.60)

吕云玲等[18] 90.60±8.07 105 84.06±9.63 90 6.30 6.54(4.02,9.06)

陈玉红等[19] 84.37±2.15 120 75.15±2.08 120 7.00 9.22(8.68,9.76)

顾学红等[20] 92.66±2.19 30 86.48±2.58 30 6.80 6.18(4.97,7.39)

孙玉荣等[21] 27.50±5.54 55 25.52±6.19 55 6.50 1.98(-0.22,4.18)

合计 881 877 100.00 6.42(4.41,8.43)

异质性 χ2=402.29 df=15(P<0.000
 

01) I2=96%

总体效应的检验 Z=6.26(P<0.00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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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问卷调查研究对象课程学习兴趣及主动性提高率的 meta分析结果

项目
BOPPPS教学模式

有效个数(n) n

传统教学模式

有效个数(n) n
权重(%) RR(95%CI)

周玥等[5] 30 52 20 48 8.20 1.38(0.92,2.08)

马彬等[6] 21 25 11 26 7.00 1.99(1.23,3.21)

谭杨波等[10] 28 68 21 64 7.40 1.25(0.80,1.97)

牟作峰等[11] 20 30 9 30 5.30 2.22(1.22,4.06)

柳强等[12] 30 30 24 30 13.00 1.24(1.03,1.50)

张玉阳等[13] 25 30 16 35 8.50 1.82(1.23,2.71)

沈旭君等[15] 26 32 6 34 3.90 4.60(2.19,9.70)

张路等[16] 58 80 25 80 9.30 2.32(1.63,3.30)

吕云玲等[18] 70 105 54 90 12.30 1.11(0.90,1.38)

陈玉红等[19] 112 120 78 120 14.00 1.44(1.25,1.65)

顾学红等[20] 28 30 20 30 11.10 1.40(1.07,1.83)

合计 448 602 284 587 100.00 1.57(1.32,1.86)

异质性 χ2=32.93 df=10(P=0.000
 

3) I2=70%

总体效应的检验 Z=5.18(P<0.000
 

01)

表4  问卷调查研究对象解决问题能力提高率的 meta分析结果

项目
BOPPPS教学模式

有效个数(n) n

传统教学模式

有效个数(n) n
权重(%) RR(95%CI)

周玥等[5] 18 52 20 48 6.60 0.83(0.50,1.37)

马彬等[6] 21 25 8 26 5.20 2.73(1.50,4.98)

谭杨波等[10] 29 68 21 64 7.50 1.30(0.83,2.03)

牟作峰等[11] 20 30 10 30 5.70 2.00(1.14,3.52)

柳强等[12] 29 30 21 30 12.10 1.38(1.08,1.76)

张玉阳等[13] 24 30 15 35 8.00 1.87(1.22,2.85)

沈旭君等[15] 25 32 11 34 6.30 2.41(1.44,4.06)

张路等[16] 61 80 28 80 10.10 2.18(1.58,3.01)

吕云玲等[18] 73 105 54 90 13.00 1.16(0.94,1.43)

陈玉红等[19] 99 120 73 120 14.10 1.36(1.15,1.60)

顾学红等[20] 28 30 20 30 11.40 1.40(1.07,1.83)

合计 427 602 281 587 100.00 1.53(1.29,1.80)

异质性 χ2=27.37 df=10(P=0.002) I2=63%

总体效应的检验 Z=4.99(P<0.000
 

01)

2.3.4 敏感性分析

将以上3个研究指标的结果在随机效应模型中

进行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理论成绩、课程学习兴趣

及主动性、解决问题能力的结果一致,说明结果稳定。

3 讨  论

  医学课程种类繁杂,学生学习任务重,传统教学

模式是以教师为中心,“填鸭式”灌输知识,学生参与

度低,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不能及时获得学生的反

馈,教学效果不佳[1,22]。而BOPPPS教学模式将课堂

分为6个部分,采取课堂引入的方式,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及提高解决问题能力,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参与

度及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根据认知曲线,将学习内容

安排的紧凑合理,通过前测及后测掌握学生学习效果

以便及时调整后续课程安排,最后通过简洁明了的归

纳总结让学生加深理解所学的知识[1,23]。
本研究分析发现,参与BOPPPS教学模式的学

生,理论成绩明显高于参与传统教学模式的学生。结

合学生学习兴趣、主动性及解决问题的能力等次要结

局指标结果,提示BOPPPS教学模式能更大程度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主动性,以及提升解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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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能力,从而提高教学效果。这与BOPPPS教学模

式的两个核心是相契合的,一个是强调学生全方位参

与式学习,另一个是及时获得学生的反馈信息以调整

后续教学活动[24]。BOPPPS教学模式将传统的教师

为主导的学习方式转为引导学生全方位参与的“协作

式、探究式、问题式”的学习[3]。
本研究的局限性:(1)未对其他语言文献进行检

索,可能存在一定的语言偏倚;(2)未能分别分析基础

医学课程及临床医学课程的学生教学效果;(3)各研

究间异质性较大,虽进行敏感性分析,但仍不能解释

异质性原因,考虑可能是由于研究对象专业、课程内

容、理论考核内容不同所致。
综上所述,BOPPPS教学模式在提高学生学习兴

趣、学习主动性及解决问题方面均优于传统教学模

式,有更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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