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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会的发展促进了教育的改革,国内外众多高校在教学改革道

路上不断实践,纷纷开始实施网络课堂教学的新模式。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SPOC)是在慕课(MOOC)基础

上发展而来的一种新兴的教学模式,其既融合了在线教育的优点,同时也可弥补传统教学方法的缺陷,让在线

教育与传统的教学模式融合,突出“以学生为中心”的新型教育理念。该文构建了SPOC教学模式,并运用在神

经病学教学中,详细论述
 

SPOC教学模式具体的应用过程,证实了SPOC教学模式适用于神经病学课程。在神

经病学教学中,进行SPOC混合教学模式试点,旨在为高等医学院校在教学实践中应用SPOC教学模式提供范

例和支持,为今后的神经病学教学提供有益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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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互联网+”时代拉开序幕,以慕课(massive
 

open
 

oline
 

course,MOOC)为代表的在线课程教学模

式应运而生,进而迎来了网络课程教育的改革[1-2]。
随着 MOOC这种新型的教学模式风靡全球,数以百

万计学生在虚拟教室里接受了 MOOC教育,改变了

学习技术,并重新定义了大学教学的传统界限[3]。
MOOC是“互联网+教育”的产物,具有大规模、开放

性、共享性及绝大多数课程是免费的等显著特点[4],
然而,随着 MOOC的大量使用,MOOC也逐渐暴露

出很多问题,如注册学员数量多,最终坚持完成课程

学习的学员少,教学模式单一,教学设计简单,难以满

足个性化学习需求等[5]。针对 MOOC所面对的系列

问题,教育工作者在 MOOC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提
出了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small

 

private
 

online
 

course,SPOC)。SPOC采用在线学习与线下学习相

融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既结合 MOOC所特有的海

量优质教学资源的优势,又体现了实体课堂师生、生
生之间的教学互动[6-7],作为“后 MOOC时代”的一种

在线课程模式,在全球发展风头正劲,给普通高校在

“互联网+”大背景下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的 MOOC
与传统课堂教学的融合方式。本课题尝试构建基于

SPOC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并引入神经病学教学实践

中,现将教学成果介绍如下。
1 SPOC的定义

  SPOC的small与 MOOC的 massive相对,指教

学规模小,学生规模一般多在几十人到100多人以

内,private
 

与open相对,是指对学生的进入进行了一

定限制,申请者必须征得开课教师的准许才可以学习

SPOC的课程[8-9]。SPOC是针对在校学生而设置的

在线课程,可以将SPOC视为“MOOC结合传统课

堂”,实质上是线上进行自主学习与线下讨论有效结

合的混合式学习模式[10-11]。因此,将SPOC应用于传

统课堂教学中去,转变了传统课堂教师灌输知识学生

被动接受的学习方式,同时为学生提供了丰富、优质

的 MOOC学习资源,又兼顾了SPOC个性化、专业化

等在线学习的特点,突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观念,
这对于推进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进程具有重要的理

论实践意义[12-13]。
2 实施基于

 

SPOC的神经病学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必

要性

  神经病学是建立在神经解剖、神经生理学、神经

病理学、神经影像学等诸多基础课程之上的临床学

科,尤其是神经病学的定位定性诊断高度依赖于神经

解剖的掌握程度,学生普遍反映难学,因而积极性不

高。传统面对面教学模式教师虽然想出许多办法来

改善教学,如采用多媒体教学、结合典型临床案例等,
但是实际教学效果并不令人满意。因此,神经病学的

教学方法需要改进[14-15]。如何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是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尽可

能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在“互联网+教育”时代背

景下,在线学习的形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基于

SPOC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应运而生。在SPOC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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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中,通过构建SPOC教学平台,课程主讲教师利

用 MOOC优质课程,根据设定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

容,提出了具体的教学方案,制作相关微视频。利用

多媒体教学技术、3D
 

技术、虚拟仿真等,将生动丰富

的图像包括二维图片、三维动画、影像等引入教学微

视频中,将许多复杂抽象的内容等变得生动有趣,激
发学生学习积极性[16-17]。SPOC混合式教学模式将

MOOC、微课等优秀在线学习资源引入传统的课堂教

学中,实现“1+1>2”,目的在于提高神经病学的课堂

授课质量,提升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3 SPOC混合式教学模式的设计与实施

3.1 SPOC混合式教学模式应用于神经病学教学中

的教学设计

3.1.1 SPOC教学平台的构建 构建SPOC教学平

台,包括教学目标分析、课前活动设计、完成课前学习

活动、课堂活动设计、课后在线活动设计、考核、教学

互动等环节。微课程是实施SPOC的重要环节。使

用中国大学 MOOC平台上优秀的开放教育资源(华
中科技大学神经病学教研室),在该课程的基础上,通
过向华中科技大学申请授权,选取部分较好的视频资

源加工整合重新编排。本项目组录制和制作了适合

本校学生学习的微视频30个,每个微视频时长控制

在
 

5~15
 

min,要求微视频制作紧跟知识点,教学目标

明确,根据不同知识点的教学内容决定微视频的时

长。将整理好的微视频上传到SPOC学习平台,要求

学生自主完成学习教学视频。
3.1.2 课前导学 以“脑血栓形成”本节内容为例,
教师在课前根据脑血栓形成的课程标准和学生学情

确定学生需达成的学习目标编制导学案,以便学生能

够在教师引导下顺利进行线上自学,能从整体上认识

和把握本节的知识结构。(1)脑血栓形成学习目标:
①熟悉脑血栓的概念及病因病理;熟悉脑血栓的发病

机制;熟悉脑血管病的二级预防。②了解脑血栓与脑

栓塞的关系;了解脑血栓的治疗热点;了解脑血管病

的康复治疗。③掌握脑血栓的临床表现、诊断、鉴别

诊断及治疗。④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脑血栓病案,
并给出合理的治疗方案。(2)学习方法建议:①通过

网络、图书等查找资料,培养自主学习能力。②对于

视频中遇到不懂的问题及时记录,在线上或课堂上与

同学讨论。(3)学习任务:①观看课前在线学习视频,
回答视频中老师提出的问题,记在听课本上。对于视

频中回答不了的问题或没有听懂的地方及时记录下

来,在线上或课堂上与同学和老师进行讨论。②观看

视频后完成在线测试。
3.1.3 课前活动设计 授课教师将提前准备好的教

学资源,包括教学微课程、教学PPT等,分享到SPOC
教学平台上。学生根据教师发布的教学任务,自主完

成课前学习活动。SPOC平台专属讨论区可供师生、
生生之间进行交流讨论,碰到疑难或不能解决的问

题,可通过SPOC讨论区寻求老师、同学的帮助。教

师进行答疑,解决学生课前学习中的问题。
3.1.4 课堂活动 (1)在线学习情况总结:①教师对

学生在线学习情况进行总结点评,对完成得好的学生

进行表扬,对部分在线学习中存在问题的学生进行引

导和纠正。②学生提出在线学习过程中的问题,并在

班级小组分组讨论,时间20
 

min。(2)在线学习成果

展示:教师鼓励学生分小组上台展示课前自学的成

果,并对小组代表的成果展示进行评价,肯定优点,指
出不足。每个小组派一个小组代表上台展示课前自

学的情况,小组成员和其他小组同学进行点评,时间

20
 

min。(3)重难点讲解:讲解学生错误频率较高的

知识点和本章节重难点,配合相应的习题巩固:①脑

血栓抗凝治疗的适应证和禁忌证;②脑血栓的综合治

疗(超早期溶栓治疗、支持治疗、改善脑血液循环、减
轻脑损害、早期康复、二级预防等)。学生认真听讲,
做好课堂笔记,对仍有疑问的知识点及时举手提问,
完成教师布置的习题。时间30

 

min。(4)课堂小结和

反思评价:教师带领学习回顾本堂课的学习,让学生

说出本节课的知识框架,教师做补充说明,并对学生

本节课的表现进行评价。学生进行小组内点评和分

组点评,总结本节课的收获与不足。时间20
 

min。
3.1.5 课后活动设计 课后活动设计是检验本教学

模式教学效果的重要环节。教师根据教学实际布置

课后作业,组织单元测试,学生需在SPOC平台上对

教师布置的作业完成后提交,对于作业中不能回答的

习题学生间相互探讨,互帮互助,最后,反馈给教师,
教师针对问题进行个性化的指导。
3.1.6 教学评价 改变传统教学模式“期末考试+
作业成绩”的考核方式,采用形成性评价与总结性评

价相结合,各占50%。形成性评价主要指教学结束后

依据学习活动评价量表对该案例的学习活动进行评

估,其中包括教师评价、小组自评及其他小组的评价。
总结性评价主要包括期末理论考核成绩和实践技能

成绩2部分组成。
3.2 SPOC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教学实践 选取

 

2022
年9月至2023年9月广西中医药大学102名2019级

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其中,男54名,占52.94%;女
48名,占47.06%。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

对照组。观察组52名学生中男
 

28名,女
 

24名;平均

年龄(22.5±1.3)岁;平均入学成绩(528.8±10.6)
分。对照组50名学生中男

 

26名,女24名;平均年龄

(22.6±1.2)岁;平均入学成绩(530.3±12.1)分。2
组学生在性别、年龄、平均入学成绩方面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观察组采取基于SPOC混合式教学模式,所有理

论及上机实践课均采用SPOC教学平台线上教学;对
照组全程采用传统教学模式,即教师面 对 面 课 堂

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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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教学效果评价 采用基于形成性评价的期末综

合成绩和问卷调查进行评价。形成性评价体系包括

SPOC章节测试成绩、互评成绩、讨论区活跃度、上机

报告成绩和期末理论考试成绩等。问卷调查采用自

行设计的《神经病学SPOC混合式教学课程调查问

卷》进行。
3.4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26.0统计软件对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t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4 SPOC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实施效果

4.1 形成性评价成绩 2组共102名学生全部接受

形成性评价。观察组最终综合成绩为(85.6±4.1)
分,换算成可比传统教学成绩(期末成绩占80%,上机

报告占20%)后为(87.3±4.6)分,与对照组的(80.8±
5.2)分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4.2 问卷调查 共发放调查问卷102份,收回有效

问卷102
 

份,回收率为100%。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89.1%的学生觉得SPOC教学模式提高了他们的学

习兴趣,87.6%的学生非常满意或满意SPOC教学模

式,78.3%的学生认为SPOC教学模式可以提高学生

的自主学习能力,89.9%的学生认为SPOC教学模式

能够更好地促进知识的理解和深化。
5 小  结

  在本研究中学生采用三步走的学习过程,即“课
前自主学习-课堂知识内化-课后知识拓展”。课堂活

动设计是影响SPOC教学模式效果的关键因素,而有

效的课堂教学取决于对学生学习动机的激发。心理

学家JOHN
 

KELLER提出了动机学习的 ARCS理

论,该理论提出了4个组成部分:注意力(attention)、
相关性(relevance)、自 信 心(confidence)和 满 足 感

(satisfaction)[18-19]。课堂教学应该能够挖掘学生的

学习动机,充分培养学生的注意力、相关性、自信心和

满足感。在SPOC教学模式中,教师扮演着组织者和

引导者的角色,学生8
 

人一组,由小组成员推举各组

小组长,合作完成学习任务,这样每个学生都能积极

参与学习。课堂活动设计突出“注意力”和“相关性”
的激励模式,学生在轻松的课堂环境中通过师生、生
生互动解决问题,大大提高了学生的自我满足感[20]。
本研究问卷调查结果显示,89.1%的学生觉得提高了

他们的学习兴趣,87.6%的学生非常满意或满意在神

经病学课程中实施SPOC混合式教学模式。
综上所述,通过以上基于SPOC的混合式教学模

式的探索,在教学实践中探索了一条适合神经病学课

程特点的路线,该模式对 MOOC、SPOC及课堂教学

各自的优势进行有效结合,这是通过SPOC将优质的

MOOC教育资源引入高校神经病学教学改革的一次

探索,形成具有鲜明的SPOC特色的神经病学教学设

计,旨在提高神经病学课程的教学质量,同时改变学

生的学习方式,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真正实现

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教学改革。不足的是,目前

SPOC混合学习模式应用在神经病学的教学实践研究

较少,可供借鉴的经验不多,此外,本实践研究的周期

不长,今后的研究将进一步完善SPOC混合学习模式

在神经病学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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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探索·

基于BOPPPS理念的CBL混合式教学模式在临床基础检验
技术实习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张福勇1,刘燕琼1,桂 滢2,黄 珊1,齐运伟1
 

,陈华平1

(1.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广西高校临床检验诊断学重点实验室,广西
  

南宁
 

530021;
2.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医学实验中心,广西

  

南宁
 

530021)

  [摘 要] 目的 探索基于BOPPPS理念的以案例为导向的教学法(CBL)混合式教学模式在临床基础检

验技术实习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实习的2020—2023届四年

制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实习生作为研究对象,2020—2021届的53名实习生为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方式;
2022—2023届的

 

49名实习生为干预组,实施基于BOPPPS理念的CBL混合式教学模式。实习结束后,采取

教学质量考核及问卷调查等形式对教学效果进行评估。结果 干预组教学质量考核总成绩[(77.82±5.27)
分]明显高于对照组[(69.08±7.57)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组在学习目标明确与重点难点突出上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学习目标明确、有助于促进主动学习、有助于理解和掌握学习内容、有助于

提高临床实践能力、感到学习压力大方面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基于BOPPPS教学理念

的CBL教学模式应用于临床基础检验技术课程,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在今后教学中可以进行广泛地应用。
[关键词] 临床基础检验技术;

 

 BOPPPS理念; 以案例为导向的教学法; 混合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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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教育部在2012年对医学检验本科教学开展

了全面的改革工作,医学检验专业正式改为医学检验

技术专业,原来的五年制也改成了四年制,更加重视

学生专业技术能力的提升[1]。在专业类型和学制修

订后,许多教学模式仍然延续原有的方法,相应的教

学改革没有到位,诸如理论实践脱节、教学内容陈旧、

教学方法滞后等问题仍然普遍存在[2]。积极探索教

育改革大背景下的教学模式改革,推进医学检验技术

本科教育水平上新台阶,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BOPPPS教学模式主要以教学目标为中心,对于

导言、目标、前测、参与式学习、后测、总结要素进行了

科学地设计,使得教学过程更加清晰合理,在培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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