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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和认知，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新能力，但在系统化掌握

知识和育人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传统教学“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却有着知识学习系统化和育人方面的独特优势。

近年来将翻转课堂和传统教学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时有报道，但在护理和临床医学专业的生物化学教学中尚未开

展相关研究。方法 在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2020级护理专业（31人）和临床医学专业（245人，分2个班）的生物化学教

学中引入了翻转课堂与传统教学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并与2019级的传统式教学模式进行比较，对学生的学业成绩和

认知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与传统教学相比，接受混合式教学的学生成绩高于传统式教学的学生成绩（P<0.01），学生

的认知能力也有显著改善（P<0.01或P<0.05）；混合式生物化学教学在小班（护理专业）的实施效果比在大班（临床医学专

业）的效果更好，该研究为医学院校的相关教学和研究工作提供了参考。结论 生物化学混合式教学模式有益于医学院校

的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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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课堂与翻转课堂等新型教学模式之争是近

年来高等教育改革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传统课堂强

调教师在课堂上的监控、讲授以及整个教学过程中

的主导作用，体现了“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理

念［1］。课堂上的教学为教师与学生的直接交流与

讨论提供了其他方法无法比拟的独特平台，教师与

学生在直观互动中更容易达到心灵的默契［2］，使

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得到知识与人格的双重熏陶［3］，

完美地演绎了“教”和“育”的过程。但传统课堂

也存在着不足，例如，学生作为课堂教学的受体，

对课堂效果的控制和改变能力较弱［4］。部分教师

在教学过程中缺乏足够的主动性与创造性，照本宣

科、满堂灌等问题时有发生，容易导致课堂气氛沉

闷，学生“低头族”现象严重，也容易忽略学生的

差异，漠视学生的个性需求，学生课堂自主活动

少，学生质疑、批判、探索和创造能力得不到充分

发展等［1］。为了弥补这些不足，高等教育的教学

改革势在必行。

近年来“翻转课堂”（the flipped classroom）

在国内外教育界日益走红［2］。所谓翻转课堂，是

指教师借助微型教学视频让学生在家里利用网络平

台提前学习新课程，辅以在线作业、在线检测、网

上社区研讨等来帮助学生发现学习问题，然后在课

堂中师生共同研究学习问题，达到对教材内容深入

掌握的一种课堂教学模式［5］。翻转课堂更加符合

学生的学习规律，是先学后教的一种形式，视频学

习可以取代教师的知识讲解，而学生最需要教师帮

助的时候，是做作业遇到困难和迷惑的时候，翻转

课堂更能帮助学生克服困难［6］。翻转课堂注重

“知识学习”和“能力培养”，其基本要义是教学流

程变革所带来的知识传授的提前和知识内化的优

化［7］。教学评价也由传统的考试评价，转变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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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化、立体化的评价形式［5］。

与传统课堂相比，翻转课堂具有其自身的优

势，但也存在局限性。在课前学习中，学生参与课

前学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的个体差异较大，部分学

生未能积极开展课前学习或只能部分完成学习任

务。在课堂活动中，学生参与课堂互动往往受学生

课前自学效果、性格和学习能力强弱的影响，难以

达到理想状态或深度的课堂互动［8］。部分学生习

惯于被动接受，不善于主动参与互动和交流；部分

学生参与小组合作的角色定位不准确，分工合作的

能力不强、职责不清，致使部分学生未能积极参与

合作学习和问题探究。

作为两种差异显著的教学理念与模式，传统课

堂与翻转课堂互有优劣。考虑到生物化学是医学专

业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其课程发展历史悠久、内

容较多而复杂，单纯依靠传统教学难以传授所有知

识点的学科特点，以及学生难以对前后知识点构建

紧密联系、难以做到知识的融会贯通、难以实现学

生高阶培养目标的问题，本文提出一种基于传统教

学和翻转课堂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即在学生

自学基础知识教学视频的基础上，课堂上先采用传

统教学模式，由教师带领学生将重要知识点进行密

切联系、融会贯通，构建知识的整体框架；再用翻

转课堂教学模式，引导学生自主讨论知识点相关病

例或其应用，以实现高阶培养目标。该教学模式兼

顾传统课堂和翻转课堂的各自优点，既包括“以教

师为主导”的知识学习，也包括“以学生为中心”

的能力培养，是一种均衡的教学模式。

通过文献检索发现，国内的医学院校在护理和

临床医学专业的生物化学教学中，尚未开展混合式

教学模式的探索。本研究以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护

理和临床医学专业生物化学教学为例，旨在评估传

统教学与翻转课堂相结合的混合式生物化学教学模

式对学生学业成绩及相关认知的影响，并比较该教

学模式在小班和大班中的实施效果，为今后的相关

教学研究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生物化学课程及参与者描述

生物化学是医学类专业二年级学生的专业基础

必修课程。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有5个专业，其中

临床医学是最大的专业，2020 年秋季有 245 名学

生，分为临床医学1和临床医学2两个教学班，护

理专业是最小的专业，1个班共有31名学生。这两

个专业的 276 名学生了解这项研究并签署了同意

书。以2019年秋季入学的247名采用传统教学模式

的学生为对照组。学生信息如表1所示。2019年和

2020年所有的学生均在同一个校园，学习环境一

致，均可以使用计算机和互联网。本研究经山东大

学齐鲁医学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混合式生物化学教学模式的设计

学生需要学习的微课视频、知识要点文档、

PPT和教学大纲等资料在授课前1周上传至中国大

学学校专属SPOC平台，学生在线学习，同时要求

学生在论坛上讨论教师所布置的主题以及完成在线

单元测验（学生可尝试3次，以其中最高分计入成

绩）。讨论和单元测验都将计入成绩，借以督促学

生课前学习。

按照教学计划，每章大约 50% 的课时用于学

生在线自主学习，50%的课时安排师生见面课。见

面课采用混合式教学模式，即每次见面课是2个学

时，第 1 个学时以教师为中心，由教师对课程的

重、难点进行讲解，并对知识点进行系统梳理，构

建知识的整体框架。同时一边讲解一边与学生进行

互动，其中适当的机会进行思政教育，引导学生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

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等等。第2个学

时的前 10 min，利用雨课堂 APP 进行测验，即时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students

Male

Female

Total

Nursing

Traditional teaching

2019 year

2

28

30

Blended teaching

2020 year

1

30

31

Clinical Medicine-1

Traditional teaching

2019 year

49

60

109

Blended teaching

2020 year

52

71

123

Clinical Medicine-2

Traditional teaching

2019 year

49

59

108

Blended teaching

2020 year

50

72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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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掌握情况，剩下的时间（大

约40 min）可根据课程内容进行各种高阶目标的教

学活动，包括临床病例分析和讨论、知识的拓展及

应用，社会热点问题的评价与解决等等。高阶目标

活动要求学生按照座位，就近随机分成若干组，每

组5~6人。任务完成后，教师随机点名，要求几个

学生展示自己小组的学习讨论结果，最后教师总

结，并布置高阶目标活动的作业，如让学生查阅最

新的相关文献，制作针对某些医学问题的社区宣传

海报等，服务于健康中国战略。这些高阶目标活动

的设计都是以学生为中心进行的，体现了翻转课堂

的教学特征。

1.3 以学业成绩和学生认知情况作为教学效果评

估的指标

教学效果评估是评价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核心要

素，考虑到教学效果反映在学生的不同能力上，教

学效果评估设定学业成绩评价和学生自我认知评价

两个方面。学生的学业成绩评价是一个贯穿于教学

全过程的多维度评价结果，采用总分 100分评定，

包含4个部分：在线自主学习30分（参加在线讨论

10分，完成在线单元测验20分）；课堂上小组学习

表现10分；雨课堂测验10分；期末闭卷在线机考

50分。学生自我认知评价设定6个维度：S1，我有

主动学习的能力；S2，我有团队合作的能力；S3，

我有探究式学习的能力；S4，我有公开表达的能

力；S5，我有合作学习的能力；S6，我有时间管

理能力。在本研究项目开始前和结束后分别对所有

参加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学生进行一项由这6个维度

组成的调查问卷，并根据 5-Likert 量表 （5-Likert

scale）对调查结果进行定量分析，以评价生物化学

混合式教学模式对改善学生认知的影响。为了鼓励

学生参与调查问卷，给参与调查的学生在期末考试

成绩上增加2分。

1.4 统计学分析方法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独立性 t 检验分析方

法，分析学生的学业成绩，比较不同专业以及相同

专业内传统教学模式和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总分差

异。通过 5-Likert量表对学生的认知结果进行定量

统计，以平均值±标准差表示。采用单因素方差分

析和非独立性 t检验分析不同专业以及同专业内混

合式教学模式前后学生认知的差异。统计分析均使

用 IBM SPSS 22.0版软件进行，P<0.05或P<0.01为

差异显著或极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学生学业成绩分析

生物化学学科发展历史悠久，知识点多而复

杂，前后知识点的密切联系、融会贯通是教学的难

点，也是能综合应用所学知识对临床病例进行分析

的关键所在，更是学生在考试当中丢分的主要问

题。对护理和临床医学专业的生物化学采用混合式

教学模式之后，再次将病例分析的综合性问题纳入

考核内容，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表 2）。比较护

理专业学生的成绩发现，2020年混合式教学模式

的生物化学平均成绩是83.04，显著高于2019年传

统式教学成绩，差异具有极显著统计学意义（P<

0.01）（图1）。比较临床医学专业学生的成绩发现，

2020年混合式教学模式的生物化学1班和2班的平

均成绩分别为86.23和84.66（表2），分别显著高于

相应的 2019年传统式教学班级的成绩，差异具有

极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图 1）。可见混合式

教学模式可以显著提高护理和临床医学专业学生的

学业成绩。

Table 2 Statistical results of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and blended teaching

n

Mean

SD

P

Nursing

Traditional teaching

2019 year

30

73.53

15.15

<0.01

Blended teaching

2020 year

31

83.04

14.71

Clinical Medicine-1

Traditional teaching

2019 year

109

77.63

14.52

<0.01

Blended teaching

2020 year

123

86.23

10.74

Clinical Medicine-2

Traditional teaching

2019 year

108

73.37

14.63

<0.01

Blended teaching

2020 year

122

84.66

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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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学生自我认知结果分析

为了评估混合式教学模式对护理专业和临床医

学专业学生自我认知的影响，在开始混合式教学

前、后，分别对这 3个班的学生进行由 6个认知指

标（S1~S6）组成的 5-Likert 量表调查。通过单因

素方差分析和独立性 t检验分析发现，在混合式教

学前，护理专业和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对这6个认

知指标的差异均没有统计学意义（表3）。

在完成混合式教学课程后，尽管两个专业学生

的认知都有提高，但护理专业与临床医学专业相

比，学生在某些认知上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

（表 4）。经过分析，认为班级规模可能是主要原

因，因为在混合式教学开始之前，两个专业学生的

认知并没有显著差异（表3）。护理班是一个小班，

有31名学生，而临床医学专业1和临床医学专业2

是大班，每个班有100多人。在翻转课堂上，小班

教学中学生更容易得到老师的帮助和指导，互动效

果更好；学生在同伴学习、小组讨论和表达观点等

方面获得更大的收获。因此，与大班（临床专业）

学生相比，学生的认知水平有了更显著的提高，对

Fig. 1 Comparison of academic performance between traditional teaching and blended teaching
The top and bottom of the box in the box diagram are the highest score and the lowest score respectively, and the horizontal line in the box is the

average value. **P<0.01.

Table 3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cognitive results of students majoring in nursing and clinical medicine before blended teaching

Nursing

Clinical Medicine-1

Clinical Medicine-2

S1

(mean±SD)

3.61±0.919

3.48±0.765

3.45±0.757

S2

(mean±SD)

3.23±0.921

3.27±0.884

3.24±0.906

S3

(mean±SD)

3.32±0.909

3.22±0.869

3.21±0.869

S4

(mean±SD)

3.19±1.046

3.04±0.924

3.01±0.937

S5

(mean±SD)

3.58±1.177

3.31±0.820

3.32±0.816

S6

(mean±SD)

3.35±0.915

3.48±0.827

3.45±0.871

S1: I have ability of active learning. S2: I have capacity of team work. S3: I have capacity of inquiry-based learning. S4: I have capacity of expres‐

sion in public. S5: I have ability of cooperative learning. S6: I have ability of time management. The following table is as the same.

Table 4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cognitive results of students majoring in nursing and clinical medicine after blended teaching

Nursing

Clinical Medicine-1

Clinical Medicine-2

S1 (mean±SD)

4.06±0.892

3.83±0.568

3.89±0.788

S2 (mean±SD)

4.00±0.950a

3.54±0.872b

3.55±0.835c

S3 (mean±SD)

3.61±1.022

3.53±0.782

3.53±0.824

S4 (mean±SD)

4.03±0.983a

3.60±0.853b

3.57±0.900c

S5 (mean±SD)

4.19±0.792a

3.71±0.852b

3.72±0.875c

S6 (mean±SD)

3.84±0.934

3.68±0.839

3.68±0.862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a and b, a and c in the same group a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spectively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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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式教学的满意度更高。这与以往其他学科的研

究是一致的［9-10］。在本研究的第二份问卷中，当被

问及将来是喜欢混合式还是传统式教学时，发现了

明显的差异：89% 的护理专业学生喜欢混合式教

学，而62%的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喜欢混合式教学，

因此认为在小班实施混合式教学模式优于大班实施

混合式教学模式。

另外，还分别分析了护理和临床医学专业的学

生在混合式教学前、后的6个认知指标的变化，发

现与混合式教学前相比，混合式教学后学生的认知

均有显著或极显著的改善（图 2~4），差异均具有

统计学意义。

Fig. 2 Statistical comparison of 6 cognitive indexes of Nursing students before and after blended teaching
S1:I have ability of active learning. S2: I have capacity of team work. S3: I have capacity of inquiry-based learning. S4: I have capacity of expression

in public. S5:I have ability of cooperative learning. S6: I have ability of time management. Same statement in the following figures. *P<0.05, **P<

0.01.

Fig. 3 Statistical comparison of 6 cognitive indexes of Clinical Medicine-1 students before and after blended teaching
*P<0.05, **P<0.01.

Fig. 4 Statistical comparison of 6 cognitive indexes of Clinical Medicine-2 students before and after blended teaching
*P<0.05, **P<0.01.



·1612· 2022；49（8）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展 Prog. Biochem. Biophys.

在传统教学课堂上，教师进行知识的传授，通

常有家庭作业留给学生。当学生做作业遇到困难需

要教师的帮助和获得更高阶的学习目标时，由于没

有实际的帮助和指导，常使他们在学习上受到挫

折。为此，本研究开展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学习活

动的时间和地点是结合传统式教学和翻转课堂的长

处，在见面课之前，学生可以在线上获得较容易的

学习目标和低阶思维技能，而在课堂上进行有助于

获得高阶思维技能的学习活动。因此，低阶技能可

以在课前获得，而高阶技能可以在课堂上发展，学

生可以通过教师的授课和同伴协作学习活动获得帮

助，以克服学习中的困难。见面课前的准备和课堂

上的教师授课，以及同学之间的互动等也可以培养

学生的自律能力。这可能解释了在本研究中，完成

混合式生物化学课程后，学生的自我认知较混合式

教学前有显著或极显著的改善（图2~4）。

3 讨 论

3.1 混合式教学模式的特点及优势

混合式教学模式采用约 50% 的授课时间用于

学生在线自主学习，这一阶段的教学设计目的是培

养学生主动学习的习惯，并为面对面课堂教学活动

储备知识。在面对面教学中，首先由教师帮助学生

梳理知识要点、构建前后知识点的内在联系，并培

育学生良好的人格和积极向上的价值观，适当给予

课程思政教育。例如在学习多巴胺的合成代谢途径

时，介绍毒品上瘾的机制，引导学生远离毒品、珍

爱生命。雨课堂测验之后即开始高阶目标的学习活

动，包括案例分析、问题讨论、社会热点问题的解

决等等，这些活动体现了学科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

应用，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这种教学

模式让学生体验了信息的输入（碎片化知识的自主

学习和教师帮助下的知识整体框架的构建相结合）

和输出（用所学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过程，利于

学生掌握所学知识。见面课之后，学生可以回到线

上重新完成在线单元测验（可尝试 3次），给学生

获得更好学习成果和更高成绩的机会，增加其学习

动力，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上考核维度

具有多元化特点，因此，相比传统教学，混合式教

学模式下的学生取得了更好的学业成绩 （表

2，图1）。

混合式教学模式在生物化学教学中的应用表现

出其独特的优势，很好地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a.

传统教学有限的课堂时间难以完成较多知识点传

授、更没时间构建知识的整体框架的问题。混合式

教学通过教师课前拍摄教学视频，让学生自学完成

基础知识的学习，待师生见面课时，教师引导学生

将各个知识点前后联系、融会贯通，来构建知识的

整体框架。b. 完全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中，由于部

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不强，自我管理能力较差，课

前对基础知识的学习效果不好，直接影响了课堂上

高阶目标学习活动的进行。混合式教学模式通过教

师课堂上对知识点的梳理、构建知识点的内在联系

和整体框架，能帮助这部分学生更好地参与到高阶

目标的学习活动中。c. 传统教学把高阶目标培养的

过程放在课下进行（课后作业），在缺乏教师指导

的情况下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混合式教学中，高

阶目标培养过程放在课堂进行，学生对临床病例分

析、问题讨论等过程是在教师指导和同伴的互助竞

争中完成的，提高了教学目标的达成效率。在学生

讨论、陈述观点、互助竞争中，学生语言表达、合

作能力得到提高，个性得到发展，创新精神得到培

养［1］，各种认知能力都得到充分的发展。这在学

生的学业成绩和自我认知方面的研究中得到了

体现。

3.2 混合式教学模式发展应用的思考

近几年翻转课堂教学的应用愈发广泛，并在应

用过程中不断改进，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尝试，为教

学模式的改革增加了多样性，在这个过程中最主要

的影响因素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3.2.1 保留传统教学优势，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教

育理念

时代的发展要求教育要与时俱进。目前仍然有

部分教师秉持以教为主的教育观念，将教师、教材

和课堂作为教学的中心，填鸭式灌输知识给学生，

以学为主的教学理念还不被他们接受。也有一些教

师在选择尝试新的教学模式时，受到教育传统观念

和功利主义等方面的影响，往往会放弃或消极应

对。随着现代科技和教学理念的发展，翻转课堂已

经引入中国教育实践，其带来的“以学生为中心”

的教学理念有其合理性和优越性，但其自身也存在

着一定的不足。因此，教师既要考虑“以教师为中

心”的育人思想，又要结合“以学生为中心”的教

育理念，做好教育变革的心里准备，不断创新发展

多样化的教学模式，以顺应时代发展潮流。

3.2.2 提升教师教学设计能力与学科发展能力

混合式教学模式成功应用的关键在于教师对课

内和课外教学的设计，至少包括对教学内容、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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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师生交流、生生合作学习等方面，如视频的

录制要求短小精练和主题突出等，这对教师的视频

录制和处理能力有了相对于传统教学更高的要求。

同时学生在课外自主学习时，教师应能在线答疑并

能提供自主学习的帮助。课堂上将知识系统化、重

点难点突出、兼顾成绩好和差的学生对知识的掌

握，同时适当画龙点睛的思政和育人教育。这些都

对教师的知识、能力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

面，教师应具有较强的学科发展意识和动力，主动

思考学科发展的方向、对学科发展进行设计和大胆

探索，实现学科发展和自我提升［1］。混合式教学

模式在教学设计中也要考虑到如何吸引学生学习的

兴趣，对医学院的学生来说，患者的病例往往能够

引起学生的高度关注，巧妙设计学生课堂活动的主

题，使学生能用所学知识对患者案例进行解释，指

导学生的自主、合作学习和其他课堂活动，学以致

用，这必然要求教师准确掌握学科的发展方向，不

断推动学科向前发展。

4 结 论

混合式教学模式集中了传统教学和翻转课堂的

优势，是对高校生物化学教学模式改革的有益探

索。利用混合式教学模式对护理和临床医学专业的

学生授课，并与传统课堂的教学效果进行对比，分

析了学生的学业成绩和6个认知指标在混合式教学

实施前后的差异。结果表明，混合式教学的学业成

绩和学生认知能力都得到显著提高。同时混合式教

学模式也考虑了对学生进行课程思政方面的培育，

将“教”和“育”有机统一，符合时代发展的要

求。目前，该授课方式对大班教学的效果不及对小

班的教学效果，后续的工作重点是研究如何提高混

合式教学模式在大班教学的效果。

传统教学和翻转课堂各有其显著的优势与不

足。固守传统教学方式不愿做出任何创新与改革，

终将落后于时代潮流的发展，而一味追求翻转课堂

教学的新形式，忽视对传统课堂的传承与融合，难

免会曲解高等教育的初衷，最终伤害的还是学

生［11］。无论教学形式与方法如何改变，教书育人

是高等教育的核心价值，也是联系传统教学与翻转

课堂教学的纽带，只有坚持这一思想，才能实现传

统教学与翻转课堂的有机融合，在传承的基础上实

现高等教育的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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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of Blended Teaching Mode on Biochem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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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can improve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cognition, and develop students’ initiative and innovation ability, but there are obvious deficiencies in systematic

knowledge mastery and education. However, the traditional teacher-centered teaching concept has its unique

advantages in systematic knowledge learning and education. In recent years, there have been reports on the reform

of the blended teaching mode combining flipped classroom and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but no relevant

research has been carried out in the Biochemistry teaching of nursing and clinical medicine majors.

Methods We introduced Biochemistry blended teaching mode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flipped classroom

with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into classes 2020 of nursing (31 students) and clinical medicine (245 students

divided into 2 classes) in Cheeloo Medical School, Shandong University. Compared to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for classes 2019,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self-cognition were analyz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the students who received blended teaching mode achieved higher scores than those

who received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P<0.01); the students’ cognition also improved significantly (P<0.01 or

P<0.05). The effect of Biochemistry blended teaching mode in small class (nursing major) is better than that in

large class (clinical medicine major). This study provides reference for related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 med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nclusion The blended teaching mode of Biochemistry is beneficial to the teaching

reform of medic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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