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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理念极大地推动了教育教学模式改革,并应用于医学院校本科药物分析

教学中,但如何充分发挥线上和线下独特优势,并实现有机融合仍然是教学工作者关注的热点问题。教学团队

首先对学生混合式教学的认知及倾向性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依问卷结果及课程需求设计药物分析混合式教

学主线,构建“教师动态监管,持续引导,多模态教学方法运用”-“学生自主学习,持续思考,多项目学法应用”
的双向师生教学联动模式,建立多元立体、全面动态的教学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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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理念发展和实践探索,极
大地推动了教育教学模式改革和人才培养理念更

新[1],药物分析课程也在此背景下积极开展线上线下

混合式教学[2-3]。药物分析是一门研究与发展药品全

面质量分析与控制的科学,是药学专业本科生的重要

专业核心课之一。药物分析课程培养学生掌握扎实

的药品检验理论知识和实验技能,促进学生全面树立

药物质量控制执业理念、养成严谨求实执业素养,对
学生能够胜任药品研发、生产、供应和临床使用过程

中药物质量分析与研究工作具有重要意义[4]。该课

程教学内容较多,而课时相对较少,学生自律性、学习

能力参差不齐,教学各要素之间的关联协同不足,教
学效果不佳[1,5]。因此,及时了解学生对线上线下混

合式教学的态度、需求及学习能力等有助于教学改革

的整体设计,这也是保障教学活动顺利进行的重要前

提与支撑。本研究以齐齐哈尔医学院本科药学专业

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学生对线上线下

混合式教学的认知度及倾向性,依调查结果及课程需

求设计药物分析混合式教学主线,构建“教师动态监

管,持续引导,多模态教学方法运用”-“学生自主学

习,持续思考,多项目学法应用”的双向师生教学联动

模式,建立多元立体、全面动态的教学评价方法,以期

为今后混合式教学改革的设计与实施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开课前的“对混合式教学的认知及

倾向性”调查问卷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医学院本科

2020级药学各专业为调查对象,回收122份有效问

卷,其中药学专业60人(49.2%)、药物制剂专业37
人(30.3%)、制药专业25人(20.5%),各专业入学成

绩、年龄、性别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且全部参与过“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课程的学习。

课后教学评价以2019级和2020级药学各专业

学生为研究对象,2019级129名学生为对照组,2020
级127名为观察组。2组入学成绩、年龄、性别等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2组

的授课教室均为药物分析教研室的教室。
1.2 方法

1.2.1 问卷调查 依据文献[6-7]并结合本高校特

点,采用“问卷星”专业问卷调查平台(www.xjx.cn)
自制调查问卷,课前对2020级药学各专业所有学生

发放,通过分享二维码或链接进行网络问卷调查。采

用自愿、匿名回答方式完成调查。
1.2.2 观察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实施 结合课前

学生倾向性反馈信息、学生学习能力及教学任务需

要,设计观察组药物分析混合式教学过程。
1.2.2.1 线上资源建设 为实现学生自主学习,保证

线上教学资源质量,课程围绕主要知识点精心录制了

65个视频,总时长600
 

min,发布在学堂在线平台(ht-
tps://www.xuetangx.com/course/qmu1007zw1/
16911054? channel=i.area.manual_search)。线上

课程分为三章,第一章为药品质量控制总论(第1~7
部分),介绍了药品质量控制的主要知识点,为第二章

的学习奠定基础;第二章为药品质量控制各论(第8~
15部分),以对典型药品的结构与性质分析为切入点,
结合总论及相关学科内容,以解析该药品的质量标准

为案例,以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为特色,以培养学生

岗位胜任力与创新思维为宗旨;第三章为相关技术

(第16~18部分),以拓展学生药物分析视野为目的,
介绍了体内药物分析、中药分析及现代药物分析新技

术的主要特点与基本内容。3个章节层层深入,相互

关联,强化了学生对药物分析系统理论知识、实践应

用及高阶探索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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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 教学内容建设 为了适应本校应用型本科

人才的培养需求,针对药物分析学科的特点,重组药

物分析教学内容[8]。教学团队在教学中通过重组章

节顺序并建立模块教学结构,提高教学的逻辑性;通
过不同学科及章节的知识迁移,加深对药品标准的理

解,拓展教学深度。通过案例教学,培养学生综合运

用知识能力、自学能力与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1.2.2.3 教学过程设计与组织 依据药学专业培养

方案,课程围绕知识、能力、情感目标,结合线上“金
课”标准,以及学生学习规律、能力及习惯,设计药物

分析线上线下教学模式。本校药物分析课程共44学

时,其中线上学生自学10学时,线下师生互动学习34
学时。在线上学习环节中,包括2种学习形式。一种

是学生利用课上学时(5次课,共10学时),完全线上

自学,依据教师下达的任务自学学堂平台线上资源,
完成教学视频、知识测验、并以小组为单位分组讨论、
查阅资料,制作汇报PPT等;另一种是课时外线上自

学,依据教师下达的任务自学学堂平台线上资源,完
成教学视频、知识测验。2种形式互为补充,日常自学

让知识点获取步步为营,在日积月累中逐步形成良好

自学习惯;在任务节点学习中凸显团队优势,完成个

人向集体转化,并提高学生解决问题能力。线下课堂

是线上学习的补充及延伸,学生在教师的引导及讲授

下,结合多种教学方法,完成知识的内化和吸收,包括

课前、课中及课后。
课前线上动态监管,指导线下高效进阶教学。教

师课前及时了解线上学生学习人数、状态、正确率、难
点等,结合课程的重点难点,有针对性地设计案例问

题。例如第八章第一节“定量分析方法的分类”,预习

内容包括视频、单选题和主观问答题。由学生答题情

况可见,观看视频任务较易完成,完成率可达95%以

上;但关于单选测验题及主观简答题,课前完成率较

低,最低可至56.3%,表明学生主动参与度不高;另
外,答题正确率可反映学生对视频知识点的掌握程

度,正确率高于90.0%被认为掌握程度较好,而低于

该数值则需引起关注。结合课前完成率与正确率监

测数据,推测学生存在“题难易丢分”的心理,这是项

目完成率较低的原因之一。针对低完成率,教师可对

未及时完成各项目的同学进行提醒,以督促尽快完

成;针对低正确率,教师线下对这些知识点做深入讲

解,并设计相应案例分析等引导学生独立思考,从而

帮助学生掌握相应的重点与难点。总之,平台数据分

析有助于教师及时了解学生自主学习状况,并有针对

性地设计教学活动,由此作为线上线下有效混合教学

模式(结合方式和过程)建立的基础。
课中多模态教学方法运用,提高学习内在及外在

动力。教师线下课堂的教学以思维导图为脉络梳理

每个章节知识点和主要内容,帮助学生构建药物分析

课程学习框架和细节;针对重点难点内容,教师采用

多种灵活教学方法对知识点的重点难点内容进行重

新讲解或深度剖析,将知识迁移至高阶实践,如线上

设定小组任务,组织学生线下汇报;在各论部分,以解

决实际问题为导向,采用案例教学以总结归纳药物结

构与分析方法的关系,学生可掌握教学重点;全过程

注重课堂互动,提高学生专注力。学生线下课堂的学

习以教师思维导图为引导,以线上独立自学和小组协

作讨论为基础,辅以线下案例分析、翻转课堂分组汇

报、课堂交流互动等,逐渐掌握重点、突破难点、渗入

高阶。在整个教与学的过程中,突出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育理念。线上线下的高度融合及解决学生对线上

线下结合方式及过程衔接不当的担心,教师依据线上

学习反馈信息对重点难点重新讲解可解决学生自学

能力及理解力不足的问题,教师的阶段性提醒及线下

各任务的设定可促进学生自学能力的提升,翻转课

堂、小组讨论、课堂提问、习题等多教学方法的合理应

用可提高学生学习的专注力及学习热情。
1.2.2.4 课程考核评价方法 为尊重学生个性化发

展,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课程注重

全过程性评价,采用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

的多元立体评价系统,见表1。在过程性评价过程中,
线上自学、翻转课堂、课堂互动、阶段测验体现了培养

目标中知识、能力和价值目标的考核,该评价有助于

学生能力的培养和学习习惯的养成。

表1  药物分析混合式教学考核评价表

阶段
过程性评价

线上自学 翻转课堂 课堂互动 阶段测验
期末终结性考试

考查内容 教学视频、选择题、问
答题

小组讨论、PPT制作、
汇报、个人测验

案例教学时讨论互动 总论部分、各论部分选择

题与案例分析题

笔试,选择题、简 答

题、案例分析题及设

计题

考查目标 知识掌握程度、积极性

等

知识 掌 握 程 度、创 新

性、团队合作等

解决问题能力等 知识掌握程度、分析能力

等

知识掌握程度、综合

分析能力等

评价阶段 34/44学时 6/44学时 全程 期中和期末 期末

权重(%) 15 15 5 5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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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对照组线下教学实施 均采用线下授课,过
程性评价成绩占40%,包括翻转课堂(10%)、阶段测

验(20%)、课堂互动(10%),期末终结性考试占60%。
1.2.4 教学效果评价 课程结束后,对2组学生的

过程性成绩、期末考试成绩和综合成绩进行对比

分析。
1.3 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23.0软件对教学效果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所有数据以x±s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对混合式教学的认知及倾向性结果分析

2.1.1 对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认知 80.87%的

学生认为(非常)有必要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

式。50%以上学生认同混合式具有“拥有视频资源”
“不受教室/环境/时间的限制”及“锻炼/提高学生自

我约束能力及学习能力”等优点,而体现“高阶性”优
势的选项,即“易懂知识点线上自学,学生可利用更多

时间去学习难点及应用”,则仅有45.2%的学生选择,
表明学生能够基本认识到该教学模式的优势,但对于

知识获取大多止于书本内容,缺少探索及高阶精神,
另一方面,也提示如何引导学生更深入学习也成为教

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教学效果影响因素方面,
“线上线下衔接”(87.0%)、“视频质量”(52.2%)、“视
频难度”(44.4%)及“自律性”(47.8%)依次为学生的

关注热点。以上结果显示,学生具有不同的学习需求

(包括内容需求及难度需求),教师需根据学生学习能

力、客观时间因素、接受能力等多种因素合理安排学

习难度及任务,做好线上及线下知识点衔接,进而提

高整体教学效果。
2.1.2 对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效果的反馈 89.6%
的学生能够自学线上教学视频,这是保证该教学模式

顺利实施的主体基础。仅有30.3%的学生可掌握线

上课程60%以上的教学内容,表明学生自学能力及理

解能力有待提高。73.0%的学生认为通过混合式教

学提高了自己的自学能力,表明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模式可以促进学生自学能力的提升。
2.1.3 对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倾向性 80.9%的

学生倾向于教师讲授,之后依次为线上线下混合

(44.4%)、小组讨论(39.1%)、课堂提问(28.7%)、翻
转课堂(22.6%)、习题课和实践课(2.6%),表明学生

主观意愿上仍倾向于传统课堂学习,教学方法存于形

式,混合式教学未实现教学模式的根本变化。
总体来看,学生已经体会到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的优势,并且能够接受、认同该教学模式。在主观认

同的前提下,学生更关注于线上视频质量、线上线下

结合方式及过程、线上混合比例、教学方法及对自身

自学能力不足的担心等,这也是保证混合式教学模式

良好运行的重点及难点。大学生缺乏自律性是一种

普通现象,对非重点院校学生来说高自律性、高学习

能力及知识高阶性更是一项挑战,因此如何提升自主

学习能力是实现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核心[9]。
2.2 教学效果分析 观察组学生期末考试成绩、综
合成绩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而2组过程性评价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2。虽然数据显示2个年级的过程性评价

平均分接近,但采用混合式教学的过程性评价所包含

的项目内容较传统教学更多样化,因此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所掌握的各项能力仍优于传统教学。实施线上

线下混合式教学改革后,学生自主学习意识与能力明

显提升,课堂气氛活跃,项目参与积极,也更愿意与教

师分享或探讨学习难点,学业成绩显著提高。
表2  2组药物分析成绩比较(x±s,分)

组别 n 过程性评价成绩 期末考试成绩 综合成绩

观察组 127 38.3±1.9 44.4±8.6a 82.7±0.7a

对照组 129 38.8±0.9 29.5±7.1 68.4±7.3

  注:与对照组比较,aP<0.01。

3 讨  论

  当今教学模式是多元化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经过近10年教学改革,其教学质量已得到有效提

升[10]。混合式教学为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教师、学
生、高校、技术等均需为此进行诸多改进与努力,而调

查问卷为我们提供了方向。结果显示,齐齐哈尔医学

院药学本科生普遍对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认可度较

高,但仍存在普遍性潜在问题及本校学生的特殊性需

求。普遍性问题主要表现在学生自律性及线上视频

重点难点缺失[11-12],而特殊性主要表现在线下教学方

法的选取、比例及线上线下知识点的衔接性等。因

此,教学团队依问卷结果及课程需求构建了药物分析

混合式教学模式,将现代信息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
构建了“教师动态监管,持续引导,多模态教学方法运

用”-“学生自主学习,持续思考,多项目学法应用”的
双向师生教学联动过程,提高学生学习内在及外在动

力;建立了知识、能力及价值三位一体的多形式、全过

程的课程评价方法。实践证明,本课程建立的多元化

混合式教学体系,有效地促进了药物分析课程教学目

标的达成。
教学团队将继续在本科教学中应用药物分析混

合式教学培养模式,不断总结经验和实践改革,实现

资源共享、促进开放,注重培养药学科学精神和人文

精神相结合,基础知识扎实、学习能力强的创新型、应
用型药学学人才。

参考文献

[1] 金石,王璐露,宛敏.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反思

与策略 优 化[J].中 国 大 学 教 学,2022(11):
72-77.

[2] 商杰森,程怀志,郭斌,等.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在我国医学教学改革的研究热点和趋势分析

[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23,40(4):302-305.

·4933· 现代医药卫生2024年10月第40卷第19期 J
 

Mod
 

Med
 

Health,October
 

2024,Vol.40,No.19



[3] 孙丽君,王焕芸,张屏,等.药物分析混合式教学

模式探析[J].基础医学教育,2021,23(3):158-
160.

[4] 王兆彦,刘晖,陈娟,等.新时代科学思维融入药

物分析课程教学的探索[J].药学教育,2023,39
(5):32-35.

[5] 黄志芳,周瑞婕,万力勇.混合学习环境下交互式

课堂生态系统设计及实证研究[J].电化教育研

究,2020,41(4):78-85.
[6] 曹文婷,于德娥,王丽卿,等.海南医学院学生在

线学习满意度及影响因素调查分析[J].中国高

等医学教育,2022,303(9):19-20.
[7] 彭雁飞,姜希娟,汪涛,等.学生对在线教学认知

度的调查和分析[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22,
303(9):30-31.

[8] 梁鑫,李莉.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的药物分析

教学模式[J].药学教育,2020,36(1):32-35.
[9] 孙超,章红英,迟莉.基于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大学

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J].医学教育管理,2022,8
(增1):88-90.

[10]张春辉,文民刚,温凊,等.混合式教学的未来发

展:极简主义的BASIC改革模式[J].中华医学

教育探索杂志,2023,22(7):967-973.
[11]雷浩.后新冠疫情时代医学生线上线下混合教

学满意度调查:以浙江大学医学院为例[J].中国

高等医学教育,2022,303(3):41-42.
[12]孟永康,桂宇征,秦燕霞,等.医学生在线学习倾

向性调查与分析[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22,
303(9):49-50.

(收稿日期:2024-03-05 修回日期:2024-07-23)

·教学探索·

关于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在临床技能课中应用的调查及分析*

罗 宁,杨 晖,郭 峰,姚 璐,王 婷

(昆明医科大学临床技能中心,云南
 

昆明
 

650500)

  [摘 要] 目的 了解学生对虚拟仿真(VR)实验教学在临床技能课应用中的认知情况,为进一步开展临

床技能VR实验教学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对参与临床技能VR在线教学实验的164名

临床医学专业学生进行调查。
 

结果 收回有效问卷160份。70.00%以上的学生认为临床技能VR操作有不受

时空限制和非常安全的优点,但也有66.00%以上的学生认为虚拟场景效果气氛和临床真实场景还有很大差

距、不利于动手能力培养等不足之处,同时提出希望按操作错误部分匹配正确演示过程、配套相应教材的建议。
结论 在加强VR技术在临床技能训练中推广的同时,应克服其不足,使其与传统实验教学有机结合,从而进

一步促进临床技能课教学质量的提高。
[关键词] 临床技能; 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 教学方法; 调查分析

DOI:10.3969/j.issn.1009-5519.2024.19.031 中图法分类号:G642
文章编号:1009-5519(2024)19-3395-03 文献标识码:C

  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要想培养出水平

高、技术硬的合格医生,除了理论知识的学习外,临床

技能实践操作也必不可少。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

展,医学虚拟仿真(VR)技术应运而生,VR即利用先

进的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创造设计出视觉、听觉及触觉

等多源信息融合的三维动态虚拟环境,让使用者产生

身临其境的高度沉浸体验[1-2]。由于其具有交互性、
沉浸性、构想性、内容同质化、不受时间空间限制、可
反复训练等特点,成为传统实验教学的良好补充[3-4],
对于满足医学生临床技能教学需求、提高临床技能操

作水平意义重大,已成为中国医学教育改革的重要方

向之一[5-7]。本文通过问卷调查,了解临床专业本科

生对临床技能VR教学的认知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以

期为智能时代下 VR实验教学在临床技能课中的应

用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全面调查昆明医科大学2021级临

床医学专业(全科方向)三年级学生,共164名学生均

进行了90学时临床技能课的实践学习和课后120
 

min以上临床技能VR平台练习。
1.2 研究方法 通过“问卷星”在线问卷平台自主设

计问卷。调查内容包括3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学生对

临床技能VR优缺点的认知情况;第二部分是使用临

床技能VR掌握临床技能操作的情况;第三部分是对

临床技能VR教学的建议。共发出问卷164份,回收

有效问卷160份,有效回收率为97.56%。采用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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