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olunteer
 

service
 

and
 

service
 

learning:opportuni-
ties,partnerships,and

 

United
 

Nations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J].J
 

Nurs
 

Scholarsh,2016,48
(5):517-526.

[18]MARKAKI
 

A,PRAJANKETT
 

O
 

O,SHORTEN
 

A,et
 

al.Academic
 

service-learning
 

nursing
 

part-
nerships

 

in
 

the
 

Americas:a
 

scoping
 

review[J].
BMC

 

Nurs,2021,20(1):179-182.

(收稿日期:2024-03-12 修回日期:2024-05-21)

·教学探索·

雨课堂与ChatGPT在药理学教学中的结合应用探讨*

王 帅,严 滢,陈元博,张天鹏,卢丹逸,罗 翔,陈 扬,熊天琴,吴宝剑△

(广州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广东
 

广州
 

510405)

  [摘 要] 药理学作为高校药学学科的核心课程,知识点繁杂且分散。教学技术的升级更新是提高教学

质量的关键。传统教学模式相对单一,急需探索和融入更多元和有效的教学技术。该文旨在探讨新型教学技

术雨课堂和人工智能ChatGPT的结合应用对于药理学课程的有益效果,同时围绕药理学课程的具体内容和药

学学生的学习特点,调查了雨课堂与ChatGPT结合应用的潜在价值、实践方法和可能面临的挑战。调查结果

表明,雨课堂和ChatGPT的结合应用受到学生的认可,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从而获得良好的学习效

果。雨课堂与ChatGPT在药理学课程中的结合应用,有望成为提高药理学教学质量和效率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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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理学作为高校药学学科的核心课程,其知识点

繁杂且分散,传统教学模式较为单一,难以全面调动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深度参与。随着教育技术的不

断进步,雨课堂和人工智能ChatGPT的结合应用为

药理学教学提供了新的可能性。本文将探讨这一新

型教学模式在药理学课程中的实践应用,分析其对学

生学习效果的影响。
1 药理学教学升级的必要性

  药理学作为生物医学的核心分支,承担着解析药

物作用机制和优化药物疗效的重要任务。药理学不

仅在新药开发和药物新用途探索中发挥关键作用,而
且为细胞生理学及病理学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更为关键的是,药理学在临床教学中占据重要的地

位,是实验研究与临床实践之间的纽带,对医学教育

和临床决策具有深远影响。在临床教学中,药理学的

教学不仅是传授知识,更是培养学生临床思维和解决

问题能力的过程。学生通过学习药理学,能够更好地

理解药物在人体内的作用,安全有效地应用药物,以
及在临床实践中做出恰当的药物选择和用药决策。
然而,传统的药理学教学方式存在诸多局限性。其往

往侧重于理论知识的灌输,缺乏充分的实践环节和学

生参与度。这种教学模式难以满足当前医学教育对

于临床技能和综合素质的要求。因此,药理学教学的

升级尤为重要。通过采用更现代化、互动性强的教学

方法,如人工智能和模拟互动等,可以更有效地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他们的临床思维和问题解决能

力。这样的改革方式将促进药理学教学与临床实践

紧密结合,更好地满足未来医生和科研工作者的教育

需求,为培养高质量的医疗卫生人才奠定基础。
2 雨课堂和Chat-GPT及其结合应用介绍

  教育技术作为推动教育创新的关键力量,正在发

生重大变革。雨课堂和ChatGPT等先进的教学和人

工智能软件登上舞台并发挥重要作用。雨课堂是一

款先进的智能教学平台,已成为促进教育创新和教学

改革的重要工具。与传统教学相比,雨课堂提供了更

丰富的交流渠道,如实时文字交流和语音互动,从而

促进了师生及生生之间的多元互动。在药理学等知

识密集型科目中,雨课堂通过其互动性和多样化的交

流方式,极大地促进了学生对知识的消化和吸收。然

而,雨课堂的局限性在于,学生提出的问题可能无法

得到及时和充分的回应。ChatGPT作为一项先进的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能够提供智能化的问答和对话服

务,为 学 生 的 疑 问 提 供 更 为 迅 速 和 全 面 的 解 答。
ChatGPT通过模拟人类对话,能够更灵活地适应学生

的提问方式,弥补了传统教学中实时对话的不足。因

此,雨课堂和ChatGPT的结合应用为实现更高效、更
互动和更个性化的药理学教学提供了可能。

本研究中,研究者对广州中医药大学药学相关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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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116名本科生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
ChatGPT这一人工智能技术在该学生群体中已经获

得了较高的认知度。具体来说,约62.9%的受访学生

表示他们了解这项技术。然而,ChatGPT在课程学习

中的实际应用仍然有限。数据显示,仅有31.9%的受

访者报告说他们曾在课程学习中使用过ChatGPT。
这一结果表明,将ChatGPT更广泛地融入药理学教

学实践中,仍然存在一定的挑战。尽管如此,在使用

过ChatGPT的学生中,有81.1%对其给出的答案表

示满意。较高的满意度反映出ChatGPT在解答用户

疑问、满足学习需求方面具有较好的表现和应用价

值。因此,我们预测,将ChatGPT与药理学在线教学

相结合,有望产生积极且有效的教学效果和用户

体验。
多达97.4%的学生期待药理学教学能够与雨课

堂和ChatGPT等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以期在学习

过程中产生更高效和有趣的教学互动。这表明,利用

ChatGPT等人工智能工具在药理学在线教学中可能

会增强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学习乐趣。课堂讨论是教

学的重要环节,但在实际操作中也面临一些挑战。例

如,由于个体差异和社交关系的影响,部分学生在课

堂中可能会感到拘束,不太愿意积极发表意见。调查

显示,54.3%的学生愿意在可以设置可见人群的在线

讨论板块中参与讨论,这暗示着在相对私密和熟悉的

社交环境中,学生更可能愿意表达自己的观点。然

而,仍有40.5%的学生认为,即便在在线讨论板块,他
们的讨论积极性也不会有太大提高。这表明,在提高

学生讨论积极性方面,仍需探索更多有效的教学策略

和方法。
3 雨课堂和ChatGPT结合在药理学课程中的有益

效果

  调查发现,学生对雨课堂与ChatGPT的结合应

用成为药理学教学新趋势持积极态度。学生认为雨

课堂和ChatGPT的结合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显著价

值:模拟临床情境(70.69%)、及时答疑(66.38%)和
个性化学习路径(51.72%)。

模拟临床情境:临床实践在药理学教学中占有重

要地位。这不仅是一种人与人、人与实物的直接交流

互动,更是学生在理论学习与实际操作之间架起桥梁

的重要途径。情景模拟教学法通过构建虚拟场景,引
导学生明确临床操作中的重点与方法,有力地推动了

学生临床实践能力的提升。该方法强调将理论知识

与实际场景相结合,使学生在模拟的临床环境中掌握

必要的操作技能。例如,ChatGPT可以与药理学教学

相结合,展示临床应用情景。学生可以根据具体的临

床情况,了解和掌握个别病例的用药策略。这种技术

的应用不仅丰富了教学内容,也使学生能够在更为接

近实际的环境中,获取和消化知识,从而更好地将理

论知识运用于实际临床操作中。

及时答疑:雨课堂和ChatGPT的结合可以提供

实时的答疑服务。在雨课堂讨论区,可通过实时弹幕

交流,使学生和教师进行即时互动。然而在教师授课

过程中,教师无法每次都能实时回复学生的问题,这
时ChatGPT能出现且迅速准确地回答学生的疑问。
在教学过程中,ChatGPT根据学生的具体问题和提问

方式,提供多角度的专业回答,其能够灵活地适应不

同学生的学习需求,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和掌握药理学

知识。这样的教学辅助手段能够极大地提高教学的

效率和质量,为学生提供更为丰富和个性化的学习

支持。
个性化学习路径:通过分析学生的学习历史和学

习过程,ChatGPT可获取学生的学习偏好和风格,从
而为学生制定个性化的学习路径。因此雨课堂和

ChatGPT的结合能够根据每个学生的学习进度和需

求,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路径和资源推荐,以适应不同

学生的学习特点和节奏。
4 雨课堂和ChatGPT结合在药理学课程中的实践

方法

4.1 教学设计

4.1.1 背景 教师在药理学课程中面临一个挑战:
如何在线上环境中为学生提供持续的支持和即时反

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将尝试将雨课堂与ChatGPT
结合应用于药理学课程。
4.1.2 实践设计 (1)课前预习。雨课堂充分扩展

了PPT和微信功能,例如允许教师能够远程推送视

频、语音和课件等教学资源到学生的手机上[1]。教师

可以利用雨课堂发布药理学相关预习材料和教学视

频,使学生能够提前了解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向,更好

地进行课前预习。教师还将ChatGPT这一互动学习

助手嵌入雨课堂讨论区中。ChatGPT可以在每个章

节中为学生提供实时的互动问答服务,帮助学生解决

预习中的疑惑,提高学生的学习参与度和学习效果。
(2)在线实时授课。雨课堂具备先进的实时互动工

具,支持教师在课程中灵活地发布课堂试卷和进行小

型测验,并 协 助 教 师 对 课 件 页 添 加 语 音、动 画 或

MOOC视频等一系列元素[2]。其不仅有助于学生加

深对知识点的理解和记忆,也使教师实时了解学生的

学习情况,以便合理调整教学进度。此外,ChatGPT
作为智能“助教”工具在课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利

用其强大的对话和情境理解能力,ChatGPT能够生成

逻辑严密、表达连贯的回复,为学生提供及时、精准的

药理学知识答疑服务。这种实时互动丰富了教学方

法,也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果和学习满意度。(3)课
后作业与讨论。

 

为了解学生是否在课后有进行知识的

巩固理解和加强并得到及时的回馈,教师可以利用雨

课堂平台发布课后作业,检测和巩固课堂教学,及时、
快速地调整教学重点。通过微信端学生可方便地提

交作业,大大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3]。此外,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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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中的讨论模块可以锻炼学生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

能力。在讨论区中,师生可通过跟帖回复进行讨论交

流[4]。通过雨课堂的讨论区中集成ChatGPT,在提供

初步反馈的同时减轻教师批改压力。(4)模拟实践。
学生在药理学课堂上,主要任务是了解药物的作用机

制和充分发挥药物临床疗效。为了指导用药,理论联

系实际是教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教师利用

ChatGPT的自然语言处理能力,设计一系列模拟药物

互动和病例分析的场景。教学过程中,学生可以与

ChatGPT进行对话,模拟真实的药理学应用场景,以
便更深入的理解知识点。
4.2 学生的预期反馈和学习效果 根据问卷调查,
62.16%的学生认为,ChatGPT有助于整理和获取学

习资料。同时,59.46%的受访者对ChatGPT深层次

提问的功能持有积极看法。此外,采用ChatGPT模

拟临床情境,学生大多认为可提升对药理学的认识。
然而,调查也揭示了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和挑战。例

如,47.41%的学生担忧缺乏真实的实验和实践机会。
此外,学生对ChatGPT回答内容的准确性和可信度

存疑。这些信息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依据,将促进我

们进一步优化教学方法和工具,以满足学生的学习需

求和期望。
4.3 教师的预期反馈和教学效果 雨课堂和Chat-
GPT的结合使用,可以大大减轻教师在课堂管理和答

疑上的负担,加强了教师对课堂的把握。通过查阅学

生与ChatGPT的互动记录,教师还可以了解学生在

哪些知识点上存在困惑、哪些知识点需要着重讲解梳

理,从而调整教学策略,更好的辅助学生学习。
5 雨课堂和ChatGPT结合在药理学课程中面临的

挑战

5.1 技术障碍 在2019年新冠疫情感染期间,网络

教学平台在在线教学的推动下得到了广泛推广和应

用。其中,雨课堂成为众多教师和学生所熟知和使用

的平台。新兴的人工智能技术ChatGPT虽展示了显

著的进步和巨大的潜力,但其应用仍面临一些显著的

障碍。人工智能的技术特性对ChatGPT的实际应用

造成了阻碍[5]。由于 ChatGPT作为生成式人工智

能,依赖于训练数据,可能会在提供针对性解释或反

馈时给出不准确或错误的答案。这可能会影响学生

在预习、讨论或复习阶段的学习效果。与技术相关的

伦理和安全问题也值得关注[6]。例如,数据泄露的风

险、作业造假的可能性及由此导致的版权侵权问题都

可能影响到ChatGPT在教育中的应用。
5.2 学生接受度 作为一个广受欢迎的网络教学平

台,雨课堂融入传统教育模式中,形成的混合教学法

已被多数学生所接受。最近,ChatGPT这种新兴的人

工智能技术引起了广泛关注。其与雨课堂的结合可

能标志着教学方式的再次创新,但同时也带来新的挑

战,包括学生适应这种混合教学模式的时间成本较

高。学生对混合教学模式的接受程度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这种模式是否能提高学习效率,以及采用这种模

式需要投入多少努力[7]。调查问卷结果表明,学生担

心的主要问题是ChatGPT与雨课堂相结合的应用可

能会减少面对面的师生互动。因此,我们有必要通过

实际案例或是让学生亲自体验来增加学生的情感认

同,并减少他们的顾虑,并明确表明其结合应用并不

意味着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减少。
5.3 教师的适应和培训 学生认为与教师互动的价

值高于与ChatGPT互动,这肯定了教师在药理学教

学中的关键作用。教师作为教育的中坚力量,肩负着

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面对当今充满新事物和新技

术的教育环境,教师需要展示出强大的适应力和持续

进步的决心。首先,教师应保持坚定的信心。当前生

成式人工智能虽然发展迅速,但仍无法实现真正意义

上的自我创新和思考。相对而言,教师能够通过设计

富有创意的课程,激发学生的思考和创新。此外,长
期的教学经验也使得学生对教师充满信任和依赖。
其次,为帮助教师更好地适应新的教学模式,学校可

以建立完善的混合式教学战略和制度,确保教师能够

在清晰明确的指导下,更加自信地投入混合式教学的

实践中[8-9]。同时,教师在适应新技术的同时,应警惕

其可能带来的挑战,如ChatGPT可能替代某些教学

环节。教师需要不断提升自己,保持自身在教学领域

的核心地位。最后,教师应充分利用自身与学生互动

的优势,同时借助ChatGPT等工具,进一步丰富教学

方法和手段,提高教学效果,以维持其在教育领域的

核心价值和地位[10]。
6 小结与展望

  ChatGPT作为一种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当前教育

领域主要专注于解决学习方面的问题[11]。研究表明,
随着更多的人力、算力和算法投入,ChatGPT的信息

收集和处理能力有望得到进一步加强[10]。在未来课

堂教学中,ChatGPT将能提供更多罕见或交叉领域的

知识和病例,助力学生拓宽视野,提高学习效率[11]。
此外,有 研 究 预 测,随 着 技 术 的 不 断 成 熟 和 发 展,
ChatGPT有能力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支持服务,如学习

时间管理和学习任务管理,成为学生值得信赖的学习

伴侣[12]。除了人工智能工具,大部分学生(77.59%)
期待在教学中更广泛地应用3D模型和动画技术。学

生对互动式教材、教程和虚拟实验室模拟也充满期

待。这为教学工具的进一步整合和发展提供了宝贵

的思路和方向。药物分析、药物化学、药剂学与药理

学是药学四大核心课程支柱。有研究表明,将雨课堂

和B站结合开发课程对于打造药物分析课程具有显

著优势,大大提高了课堂效率[13]。基于雨课堂的大学

物理课程混合式教学的应用可提高学习效果[14]。因

此,教学工具的结合应用(如雨课堂与ChatGPT的结

合)也有潜力促进其他药学课程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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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将雨课堂与ChatGPT集成到药理学

教学中,显示出一定的可行性与合理性。因此教育工

作者需致力于方案的优化,以解决实施过程中可能遇

到的问题,并推动这一模式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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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技术在眼科临床教学中的应用效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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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3D打印技术应用于眼科临床教学中的实践效果。方法 选取2023年3-7月在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眼科实习学生70名作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各35人。对

照组采用常规临床教学方法,试验组应用3D打印技术辅助教学方法,对比2组学生理论、操作考核成绩,以及

带教方式满意度调查。结果 试验组学生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成绩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试验组学生带教方式满意程度[97.14%(34/35)]高于对照组[82.86%(29/3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 3D打印技术在眼科临床教学中的实践效果理想,可提高临床专业学生理论及操作考核成

绩,提高眼科临床教学效果,值得进一步推广。
[关键词] 3D打印技术; 眼科学; 临床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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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医学伦理学等原因,临床医学生不能够使用

真实人体进行学习和操作训练。临床医学教育中,开
发新型教学模式一方面能够有效地缓解临床医生教

师的教学压力,使其有更多的精力与时间投入临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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