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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教学联合微课对口腔医学专业学生学习

兴趣和考核成绩的提升研究"

许志华!赖颖真!彭书海!李江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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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
!

要"目的
!

探讨翻转教学联合微课对口腔医学专业学生学习兴趣和考核成绩提升的作用%方法
!

从厦

门医学院
(4'9

级
5

年制口腔医学专业
5

个班中随机抽取
(

个班!将其中一个班设为试验组"

8A

人$!另一个班

设为对照组"

84

人$!试验组给予翻转教学联合微课教学法!对照组给予传统教学法%在教学结束后均对两组学

生进行学习兴趣问卷调查!并在教学结束后对两组学生进行考核!且比较两组学生对课堂教学的满意度%

结果
!

教学结束后两组学生学习兴趣等级分布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N

(

4349

$!且试验组教学结束后总感兴

趣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N

(

4349

$#试验组基础理论及实践操作成绩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N

(

4349

$#两组对教学满

意度等级分布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N

(

4349

$!且试验组对教学总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

N

(

4349

$%结论
!

翻

转教学联合微课可显著提升口腔医学专业学生的学习兴趣及考核成绩!并明显提高学生对教学的满意度%

关键词"翻转教学#

!

微课#

!

口腔医学#

!

学习兴趣#

!

考核成绩

中图法分类号"

]8A(3A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8C(%DA99

"

(4'D

$

49%4C'A%45

!!

口腔医学专业是一门应用性极强的科学专业#其

主要培养学生掌握口腔医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及临床

操作技能#使其具备口腔常见病和多发病的诊断+治

疗+修复及预防保健等基本能力'

'

(

)传统教学法属于

灌输式教学#是指授课老师在课堂上对所学内容进行

讲解#学生被动接受#此种教学方法传输知识形式单

一#且课堂枯燥#气氛沉闷#影响学生学习兴趣'

(

(

)微

课是一种新型学习模式#其以微视频为主要载体'

5

(

%

翻转教学是指授课老师将学习内容通过各种形式提

供给学生#学生于课前完成自学#老师上课时通过组

织学生之间互动交流及共同答疑等方式开展课堂教

学'

A

(

)将翻转教学同微课联合可提高学生学习自主

性及积极性#且有利于知识的理解及掌握#有研究显

示基于微课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已在超声诊断学教

学中取得显著成效'

9

(

#但关于其在口腔医学专业教学

中的应用报道尚少)鉴于此#本研究随机抽取厦门医

学院
(4'9

级
5

年制口腔医学专业
(

个班学生进行对

照试验#分析翻转教学联合微课对该专业学生的教学

效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3$

!

一般资料
!

从厦门医学院
(4'9

级
5

年制口腔

医学专业
5

个班中随机抽取
(

个班#将其中一个班设

为试验组$

8A

人&#另一个班设为对照组$

84

人&)其

中试验组男
54

人+女
5A

人#年龄
'C

$

(4

岁+平均

$

'63D9f'34(

&岁#上学期末各科考试成绩平均得分

$

6938Af63DC

&分%对照组男
(D

人+女
5'

人#年龄

'C

$

('

岁+平均$

'63C9f'3(C

&岁#上学期末各科考试

成绩平均得分$

683D6f63C8

&分)两组学生一般资料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N

'

4349

&)纳入标准!学习

进度一致#即学习课程的安排相同)排除标准!存在

身体疾病者#长期休学者#退学者)

$3/

!

方法

$3/3$

!

对照组
!

对照组给予传统教学法!由授课老

师对学习内容进行逐一讲解#学生负责听课#授课老

师于本节课结束前指出教学中的重点及难点#且对前

一次上课所讲内容进行提问#纠正学生回答错误之

处#帮助学生掌握#并定期对已学内容进行随堂测试)

此外#授课老师对临床实践操作部分的教学是先进行

理论讲述#然后安排学生观察或动手操作)

$3/3/

!

试验组
!

试验组给予翻转教学联合微课教学

法)$

'

&建立网络平台!本校教学团队建立学校官方

教学网络平台#由教师系统和学生系统组成#其中教

师登陆教师系统上传教学资源#对学生的讨论及评价

给予反馈#并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发布作业%学生通过

个人账户登陆学生系统#从中获得教学资源进行查

看#并进入讨论区积极参与讨论#按时提交作业)$

(

&

课前准备!

,

老师制作微课视频)授课老师将基础理

论知识及临床实践操作部分分段录制
60*+

左右的精

短视频#在授课前
5P

发送至官方教学平台)

-

学生

自行学习准备)学生于课前登陆学生系统下载微课

视频#对即将要学习的内容进行观看学习#且由各班

班长对本班成员进行分组#每组
5

$

A

人#各组成员均

查阅相关资料及讨论#完成课前布置的小组学习任务

及案例分析#且互相模拟操作视频中的实践操作部

分#并将学习时遇到的疑难问题进行汇总)

.

学生学

习疑问反馈)上课前
'P

#学生通过文字+图片或语音

等方式将疑难问题发送在官方教学平台讨论区#老师

登录系统在线解答)$

5

&课中教学!

,

小组学习汇报

*

A'C

*

检验医学与临床
(4'D

年
5

月第
'8

卷第
9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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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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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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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讨论)以小组为单位汇报课前布置的学习任务#对

教学视频中的实践部分进行现场操作#且各小组将案

例分析通过角色扮演将疾病的诊治经过演绎出来#其

中一人负责扮演患者#另一人扮演医生负责对患者进

行病史采集+体格检查+疾病诊断#并给予相应治疗措

施及预防保健措施#其他小组可提问和补充)

-

教师

点评)授课老师对各小组汇报内容进行点评#对病例

角色扮演中遇到的问题及实践操作部分的不足之处

给予仔细讲解与指导#并查漏补缺)

.

重点+难点总

结)授课老师根据课前教学平台讨论的问题及课堂

汇报情况对本章节重点+难点知识进行总结)$

A

&课

后活动!

,

作业推送)授课老师将作业发布在教学平

台上#学生按时提交作业#然后授课老师对其进行评

价)

-

计时测试)授课老师在教学平台上传测试题#

并设置答题时间#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答题#提交

试卷后#即可查看分数+答案及解析)

.

反思总结)

学生课后对自己的学习情况进行反思总结)本学期

均采用此种教学方法#且两组学生均由同一老师

授课)

$3'

!

观察指标

$3'3$

!

学习兴趣
!

在本学期教学结束后#均由授课

老师对两组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行问卷调查'

8

(

#包括是

否主导学习+学习时间充分+学习压力大小+自学能力

及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共
9

个方面#各方面评分均为
(4

分#总分
'44

分#根据评分结果分为非常感兴趣$评

分
$

64

分&+比较感兴趣$评分
$

84

且
(

64

分&及一般

$评分
(

84

分&#将非常感兴趣及比较感兴趣记为总感

兴趣#总感兴趣率
g

$非常感兴趣人数
h

比较感兴趣

人数&"总人数
a'44c

)

$3'3/

!

考核成绩
!

考核分为基础理论知识及实践操

作两部分#由本专业老师根据教学大纲内容统一出

题#总分均为
'44

分#均于本学期教学结束后进行考

核#考试均安排在同一时间#其中基础理论知识部分

的考核实行闭卷考试#且由
5

名老师采用盲法同时阅

卷%实践操作部分的考核是学生现场操作#老师当场

打分)

$3'3'

!

学生对教学满意度
!

授课老师于本学期教学

结束后对两组学生就教学满意度发放调查问卷#问卷

内容包括对教学流程+课堂氛围+教学质量及教学效

果等的满意度#各项内容评分均为
(9

分#总分
'44

分#分为完全满意$评分
$

D4

分&+比较满意$评分
$

C9

且
(

D4

分&+一般满意$评分
$

84

且
(

C9

分&和不满意

$评分
(

84

分&#总满意度
g

$完全满意人数
h

基本满

意人数
h

一般满意人数&"总人数
a'44c

)

$3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534

统计学软件对数

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
BfI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E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等级计数资料采用秩和检验)以
N

(

4349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3$

!

学习兴趣比较
!

教学结束后两组学生学习兴趣

等级分布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N

(

4349

&#且试验

组教学结束后总感兴趣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N

(

4349

&#见表
'

)

表
'

!!

学习兴趣对比'

'

#

c

$(

项目
'

非常感兴趣 比较感兴趣 一般 总感兴趣率

试验组
8A 59

$

9A38D

&

(A

$

5C394

&

9

$

C36'

&

9D

$

D(3'D

&

对照组
84 (4

$

55355

&

(C

$

A9344

&

'5

$

('38C

&

AC

$

C6355

&

<

或
!

(

93C94 A3CD4

N 434'8 434(D

/3/

!

考核成绩比较
!

试验组基础理论及实践操作成

绩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N

(

4349

&#见表
(

)

表
(

!!

考核成绩对比#

BfI

%分$

项目
'

基础理论 实践操作

试验组
8A D535(fA3'C D'3CAfA349

对照组
84 663CDfA345 6938AfA356

E 83'AA 63496

N 43444 43444

/3'

!

学生对教学满意度比较
!

两组对教学满意度等

级分布比较有明显差异$

N

(

4349

&#且试验组对教学

的总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

N

(

4349

&#见表
5

)

表
5

!!

学生对教学满意度比较'

'

#

c

$(

项目
'

完全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试验组
8A (6

$

A53C9

&

((

$

5A356

&

'4

$

'9385

&

A

$

83(9

&

84

$

D53C9

&

对照组
84 '5

$

('38C

&

'6

$

54344

&

'8

$

(838C

&

'5

$

('38C

&

AC

$

C6355

&

<

或
!

(

C3C56 83(((

N 43449 434'5

'

!

讨
!!

论

!!

口腔医学专业是为我国培养从事口腔医疗卫生

保健专门人才的医学教育类专业#口腔医学专业学生

的教学培养关系到此类学生以后的临床工作能力及

质量#且影响我国口腔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C

(

)传统

教学法是以授课老师为主体+学生为客体的一种教学

模式#此教学方法单一#形式呆板#使学生缺乏创新精

神及独立思考能力#且影响其学习主动性与积极性#

不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因此#教育工作者需积

极探索一种高效教育方式#以提高教学质量)

本研究发现#教学结束后两组学生学习兴趣等级

分布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N

(

4349

&#且试验组教

学结束后总感兴趣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N

(

4349

&#提

示传统教学法可降低学生学习兴趣#而翻转教学联合

微课可显著提高口腔医学专业学生学习兴趣)传统

教学法的授课老师在课堂上满堂灌#学生负责单纯被

动接收及记笔记#师生间缺乏情感交流#课堂缺乏生

*

9'C

*

检验医学与临床
(4'D

年
5

月第
'8

卷第
9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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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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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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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不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

6

(

)翻转教学联合微

课是指学生课前通过对教学视频的观看而学习相关

知识#并在课堂上进行总结汇报#极大地提高学生学

习的自主性及积极性#且通过病案角色扮演#可促使

学生亲身感受及直接体验所学知识在临床工作中的

应用#满足其参与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D%''

(

)因

此#翻转教学联合微课可显著提高口腔医学专业学生

的学习兴趣)

本研究结果还发现#试验组基础理论及实践操作

成绩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N

(

4349

&#提示翻转教学联

合微课可显著提高口腔医学专业学生的考核成绩)

口腔医学是一门复杂难懂的学科#需选择简洁+有效

的教学方式进行口腔医学相关知识的讲解)在传统

教学模式下#授课老师将学习内容整个灌输给学生#

导致学生缺乏自我选择性#且学生难以抓住重点+难

点#理论讲述与实际操作分开进行#不利于将理论知

识与实践相结合#不利于学生对知识的吸收'

'(

(

)开展

翻转教学联合微课的教学模式时#学生于课前通过教

学视频的观看学习#并对本章节内容中自己难以理解

的部分进行归纳#然后与其他同学积极讨论#另外由

授课老师于课前在公共平台给予回答#可促进学生对

知识的掌握#同时学生通过观看授课老师录制的临床

实践操作小视频#将抽象内容具体化#学生互相模拟

操作#可明显提高学生实践操作能力)另外学生本人

参与病案角色扮演#将自己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案例

分析中#通过自我讲述+小组讨论及老师引导#培养学

生应用分析能力#此外授课老师对学生课堂汇报内容

进行点评#并指出案例分析中的错误及遗漏之处#且

对本节课内容的重点+难点给予归纳总结#可加深学

生印象#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消化'

'5%'9

(

)结合上述研

究分析#翻转教学联合微课可显著提高口腔医学专业

学生考核成绩)

此外#本研究结果发现#试验组学生对教学的总

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

N

(

4349

&#提示翻转教学联

合微课可显著提高口腔医学专业学生对教学的满意

度)实施翻转教学联合微课教学法时#学生对课前教

学视频的学习具有极大的时间上的自由#可使学生自

我掌握学习节奏'

'8

(

%课堂上学生将自己学习的知识进

行汇报#并各抒己见#且授课老师参与学生讨论中#可

活跃课堂氛围#营造一个轻松+愉悦的学习环境#并可

提高学生表达能力%学生将观看教学视频时遇到的问

题积极与同学讨论#并带着问题查看相关资料#可使

其养成主动学习习惯#提高自我获得知识的能力%以

小组为单位布置学习任务#课堂上学生之间互动讨

论#促使学生之间加强沟通+交流与合作#可提升学生

团队协作精神'

'C

(

%学生通过在公共平台上的计时测

试#发现自己学习中的不足#及时补充学习#可促进对

知识的记忆与掌握#提高学习效率%学生通过对案例

的分析及讲解可提高思辨能力)因此#翻转教学联合

微课可显著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从而使学生对教学

的满意度明显提高)

综上所述#翻转教学联合微课可显著提升口腔医

学专业学生学习兴趣及考核成绩#并可提高学生对教

学满意度#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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