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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雨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在传染病学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段 纯,全 斌,王 妮,杨江华

(皖南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感染性疾病科,安徽
 

芜湖
 

241000)

  [摘 要] 目的 探讨基于雨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在传染病学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皖南医

学院2019级临床医学专业4个班的128名学生,将其分为对照组(66名)和观察组(62名)。对照组采用传统教

学法,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借助雨课堂进行混合式教学,比较2组考核成绩和教学效果。结果 观察组考核

成绩及优秀比例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组教学效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在传染病学教学中应用基于雨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具有较好的教学效果,可显著提高学生的

学习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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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气候环境的改变,传染性疾病的流行谱较以

往发生很大变化,不少旧的传染病死灰复燃,新发传

染病不断涌现,严重威胁着人类健康。传染病学是一

门临床医学课程,其主要是研究传染病在人体内产

生、发展和转归原因、规律及诊断和防治措施,从而控

制其传播和流行的科学。传染病学是内科学中的一

部分,但与内科其他方面的疾病相比,传染病又具有

其独有的特点,具有比较清晰的发病病因,同时具有

较强的传染性、流行性及病后的免疫性[1]。传统的传

染病学教学模式主要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难以

达到培养优秀传染病专业人才的要求。
混合式教学模式是将网络教学与线下传统教学

有机结合的一种教学模式,其结合互联网教学平台,
将线上和线下教学有机融合,更加突出“以学生为中

心”的教学宗旨,目前已成为高校教育改革研究热

点[2-3]。雨课堂是由清华大学研发的一种新型智慧教

学软件,其基于Powerpoint和微信的智能网络教学

平台,可以全面采集教学过程中的数据,帮助教师和

学生实现互动合作式教学,还可以全面考核学生的学

习态度、学习效果、学习表现等,使得形成性评价体系

更加精细化、客观化、透明化,推动了混合式教学的开

展[4]。本校传染病学教学采用了基于雨课堂的混合

式教学模式,提升了教学效果和质量。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皖南医学院2019级临床医学

专业4个班的128名学生,将其分为对照组(66名)和
观察组(62名)。2组性别、年龄及上学期期末成绩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1.2.1 教学方法 2组均由传染病学教研室同一批

高年资教师授课,所选教材均为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的《传染病学(第9版)》教材,依托于同一大纲,授课

内容和总课时均相等。(1)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法,
即教师讲、学生听的模式,教师根据教学大纲采用多

媒体进行课堂教学,系统性讲授传染病学理论知识,
课中课后布置常规作业习题。(2)观察组在对照组基

础上借助雨课堂进行混合式教学。①课前:教师通过

雨课堂在线发布教学PPT课件及教学相关的微课视

频及网络文献,供学生预习,并根据重难点知识发布

相关测试题,督促学生在雨课堂后台完成。通过雨课

堂自动批改成绩功能,教师可查看学生预习测试的全

面数据。②课中:学生通过微信扫一扫在雨课堂签到

后,教师先进行线下课堂讲授,主要针对重难点知识

及雨课堂预习过程中学生的薄弱知识内容进行系统

讲解,帮助学生巩固知识。授课过程中,学生可以随

时使用弹幕功能,教师收到弹幕信息反馈后,根据学

生的想法和思路,针对性地解决某些学生提出的问

题。同时,教师根据所讲授内容随时开启雨课堂随堂

小测验,发布事先设计好的测试题,要求学生在线答

题,通过雨课堂自动批改后,查看学生答题情况,全面

了解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并联合运用分组讨论、角
色模拟等多种方法进行现场教学,加深学生印象。③
课后:教师通过雨课堂推送课后作业习题,并建立班

级微信群进行指导答疑。
1.2.2 考核方法 2组考核成绩均由平时成绩(占
30%,包括考勤、课堂问题测验、互动参与、课后作业)
和期末考试成绩(占70%)组成。期末考试统一命题,
进行标准化闭卷理论考试,满分100分,其中≥80分

为优秀,<80分为一般。通过问卷星进行教学效果调

查,内容包括引发学习兴趣、扩大知识面、促进师生互

动等。共发放问卷128份,回收有效问卷128份,有
效回收率为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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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6.0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数据资料进行正态检验,计量资料以x±s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或百分比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χ2 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  果

2.1 2组考核成绩比较 观察组考核成绩及优秀比

例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

表1。
表1  2组考核成绩比较

组别 n 得分(x±s,分) 优秀[n(%)]
观察组 62 78.6±8.8 29(46.77)
对照组 66 72.3±10.8 19(28.79)

t/χ2 - 3.611 4.413
P - <0.001 0.036

  注:-表示无此项。

2.2 2组教学效果比较 2组教学效果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2组教学效果比较[n(%)]

项目
观察组

(n=62)
对照组

(n=66)
χ2 P

引发学习兴趣 58(93.55) 31(46.97) 32.739 <0.001
扩大知识面 60(96.77) 20(30.30) 60.267 <0.001
增强传染病防治知识 59(95.16) 34(51.52) 30.654 <0.001
促进师生互动 60(96.77) 30(45.45) 40.335 <0.001
提高学习效率 55(88.71) 18(27.27) 49.240 <0.001
提高临床思维 50(80.65) 14(21.21) 45.169 <0.001
提高综合解决问题能力 54(87.10) 15(22.73) 53.310 <0.001
教学满意 60(96.77) 35(53.03) 31.970 <0.001

3 讨  论

3.1 基于雨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在传染病学教学

中应用的必要性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给教育领

域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如慕课、微课、翻转课堂
等新的教学模式不断冲击着传统教学模式[5]。传统

的传染病学教学主要采取以线下授课为基础的教学

模式,虽然师生在课堂教学中可以面对面地亲切沟
通,但由于课时有限,教学主要为“填鸭式”,学生更多

的是死记硬背,课堂参与度低,存在被灌输的状态,缺
乏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及互动性等,该模式不利于

学生全面掌握学科理论知识,更不利于学生临床思维

的有效建立[6-7]。同时,由于学生学习传染病学所使

用的教材以区域性常见、多发的案例为主,不能够完
全涵盖不断更新的传染病,加之许多季节性传染病具

有发病周期性,而传染病学课程的教学时间又相对固
定且学生实习时间短,导致学生缺乏认识疾病的机

会。这样就难免会出现一种尴尬的情况,即目前所面

临的一些新发传染病例无法及时通过教学来广泛推
广,而所学传染病理论很大一部分已经过时,或出现

与临床实践相脱节的情况,难以达到培养真正高水平
传染病学人才的目的。网络教学是近年来新兴的一

种教育方式,其依托于互联网平台,突破了时间和空

间的限制,给予学生充分的学习自由,具有自主性、可

重复性及拓宽知识面等特点。网络教学还可以借助

虚拟仿真、网络互动等多种丰富形式进行教学,可帮

助学生较好地掌握重难点知识,激发学生学习热情,
提高学生学习效率,增强学生学习兴趣和信心[8]。尽

管网络教学有诸多优势,但至今仍无法完全取代传统

课堂教学。因此,探索将传统教学与网络教学相结合

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对提高传染病学课程的教学质量

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3.2 基于雨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在传染病学教学

中的优势 混合式教学包括线下教学和线上教学2
种教学方式。该模式取长补短,充分地融合在线与课

堂的教学优势,将线上和线下教学结合在一起[9]。混

合式教学模式不仅突破了传统教学在时间和空间上

的限制,还重构了传染病学教学的整个流程,改革了

传统的教学方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教学中

有多种线上教学软件可供使用,其中雨课堂软件作为

一种新型的智慧教学工具,功能强大,可嵌入微信小

程序中,随时接收消息,方便教师向学生发布教学通

告和学生查收。同时,雨课堂还可作为插件融入课

件,操作简单方便,不仅能引入网络视频、慕课等丰富

的教学资源,还能作为在线考试工具,其后台的教学

分析数据也相当全面。雨课堂的出现,加强了师生、
生生之间的课堂互动,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热情和学

习主动性,极受学生欢迎。目前,基于雨课堂的混合

式教学模式被广泛认可[10-11]。
3.3 基于雨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应用效果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考核成绩及优秀比例高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示基于雨

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明显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成绩

及优秀比例,对传染病学教学质量有促进作用。而

且,学生的期末考核成绩包括雨课堂考勤签到、随堂

测试、平时习题等方面,考核成绩的评价更加客观精

细。本研究结果显示,大部分学生对以雨课堂为主的

混合式教学模式很认可,认为该模式提高了学习兴

趣、知识丰富度、学习效率,扩大了知识面和传染病的

防治知识,加强了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增强了师生

互动和改善了课堂氛围。
3.4 基于雨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存在的不足 该

教学模式在本校刚刚起步,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
课程是否顺利开展依赖于网络信号的好坏和雨课堂

教学平台的稳定性,对学校校园网络设备的要求较

高,尤其是遭遇线上同时段集中教学时,容易造成网

络拥堵。部分学生使用微信签到后未能按照教师要

求提前预习、阅读、查找文献、及时完成作业习题等,
缺乏课外学习积极性,或过度依赖课后自主学习,导
致课堂学习出现懈怠情况。线上线下的融合学习明

显加大了教师和学生的工作量,长期应用或课时较多

时可能会导致学生倦怠、抵触,且该模式对教师的教

学要 求 也 较 高,难 以 保 证 持 续 性 高 质 量 的 教 学

效果[12]。
随着科技社会的到来,各种信息化平台和软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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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涌现,未来的教学方式将会更偏向于网络教学资源

的使用,也将更注重发展以学生为中心的自主学习。
新时代下新发传染病出现新的流行特点,传统的传染

病学教学模式已不能满足学生的需要。因此,传染病

学教学质量的改革和提高不仅有助于提高传染病专

业的防治效果,而且还为我国培养优秀的传染病专业

人才奠定了基础。基于雨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模式通

过信息化平台实现了线上、线下教学的融合统一,为
师生互动教学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促进了教学评价

与考核的精细化与规范化,为传染病学教学的变革打

开了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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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拆卸式3D打印模型在翼腭管解剖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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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1.教学管理办公室;2.口腔颌面外科,云南
 

昆明
 

650101)

  [摘 要] 目的 探讨可拆卸式3D打印模型在翼腭管及翼腭窝解剖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

2020级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专业学生40名,采用简单随机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20名。观察组

采用可拆卸式3D打印模型进行授课,对照组采用传统幻灯片和实物模型进行授课,比较2组考核成绩,并采用

问卷对观察组进行教学效果调查。结果 观察组考核评分为(8.01±0.97)分,高于对照组的(6.42±0.53)分,
二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学生对可拆卸式3D打印模型认可度较高。结论 可拆卸式3D打

印模型可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翼腭管和翼腭窝解剖结构,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效率。
[关键词] 可拆卸式3D打印模型; 颅骨标本; 解剖教学; 口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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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翼腭管及翼腭窝位置深在,空间小,解剖结构复

杂,血管神经丰富,毗邻结构重要,对临床操作有重要

指导意义[1]。作者在口腔颌面外科本科生的临床实

习带教工作中发现,学生无法正确在2D影像及实体

标本上辨识出翼腭管及翼腭窝的解剖结构,造成这一

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传统教学法无法让学生直观化、实
体化理解复杂的解剖结构。自1995年以来,数字化

重建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医学各个领域[2-4],其在医

学教育领域的应用也逐渐壮大[5-7]。本研究通过3D
打印技术制作可拆卸模型并应用于解剖教学,并与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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