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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特别是移动网络的普

及率越来越高，在线教育也取得了高速发展，微课、

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MOOC）、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small private on⁃
line course，SPOC）、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及

混合式教学等也纷纷出现［1］。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吴

岩司长在2018年第11届“中国大学教学论坛”上提

出了建设五大“金课”的目标，鼓励开展“基于

MOOC/SPOC实施翻转课堂/混合教学方法”改革，打

造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为高校教学改革提出了

重要的指导意见。笔者以此为背景，对“基于SPOC
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医学基础教育中的应用进

行了探索和分析。

一、“基于SPOC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简介

（一）SPOC的概念

SPOC最早的提出者和使用者是加州大学伯

克利分校的阿曼德·福克斯教授。它是一种以本

科课堂教学为主，辅助使用MOOC等讲座视频和

配套练习等资源的在线课程形式，是MOOC在高

校范围内的新发展［2］。 SPOC 在以下方面具有

MOOC无法比拟的优势：①SPOC的学生人数较少，

教师可以完全介入学生的学习过程，比如教师可

以亲自完成作业批改，与学生进行充分的沟通、交

流、答疑和讨论。②SPOC可以对学生形成出勤压

力，提高了课程完成率，保证了学习质量。③SPOC
既能做到保证学生本人听课，也能做到线下考试，

更加强调学生深入、完整的学习体验。④重新定

义了教师的作用，课前，教师是课程资源的设计者

和整合者，负责收集教学素材，设计教学过程；课

中，教师是教学活动的指导者和推动者，负责组织

学生自主思考，分组讨论，质疑解疑；课后，教师是

综合实践活动的引导者和协调者，随时随地为学

生提供专业个性化的指导，有针对性地帮助学生

解决学习上的问题。因此，SPOC被视为“后MOOC
时代”的新模式［3］。

（二）翻转课堂的概念

翻转课堂于 2007年由美国的两位化学教师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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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森·伯尔曼和亚伦·萨姆斯提出，这种教学模式是

对传统“课上讲授，课下作业”教学模式的翻转，是

由教师课前创建视频和学习资源包并布置课前预

习任务，学生课外观看并完成学习任务，课堂上师

生进行面对面交流和完成作业的一种教学形式。

这种教学形式可以对课堂内外时间安排加以调

整。在课前，教师要求学生完成自主学习，包括阅

读教材、观看视频和PPT；课堂上，教师不再需要占

用大量时间讲解知识，而是通过分组讨论、自由辩

论、角色扮演、相互答疑等多种教学方式，让学生与

教师在互动中学习，真正实现学生以“学”为主，教

师以“教”为辅的教学模式［4-5］。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赋予了学生更多的个性化学习经验，让学生掌握更

多的主动权；可以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创新能

力和实践能力；教师也将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有针

对性地帮助学生解决问题，保证学生个性化教学目

标得以实现［6］。

（三）“基于SPOC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优势

SPOC有助于实现信息技术与教育理念的深度

融合；而翻转课堂可以彻底改变“以教师为中心”

的传统教学模式，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

学变革。因此，“基于 SPOC 的翻转课堂”教学模

式，实际上是 SPOC线上教学模式和面对面教学模

式的全面融合，是信息技术和教学手段的全面融

合，其优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①SPOC平台

上大量的教学视频为实施翻转课堂提供了丰富的

资源支持，使教师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课堂运作

和学生个性化指导过程中；②SPOC采取先进、科

学的信息教学理念，突破了传统教学模式在时间

和空间上的限制，使得学生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

点开展学习活动、获取学习资料、进行师生沟通交

流，实现了开放式教育环境，为翻转课堂的实施提

供了知识储备的有力保障；③SPOC依照个体认知

规律和知识逻辑，对课程内容进行组织规范，依据

课堂内容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行衔接和界限，形成

系统化的知识单元，以确保翻转课堂拥有更好的

学习效果［7］。

二、“基于SPOC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应用于医学基础教育的必要性

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医疗体制的改革、医学

模式的转变，发达国家纷纷开展了新一轮的医学

教育改革。相比之下，我国的医学教育，尤其是医

学基础教育，仍然不能满足当前社会对卓越医学

人才的要求。首先，基础医学课程多，课时长，教

师出于责任心，总想把所有的知识点在课堂上都

传授给学生，其结果是学生负担重，没有独立思

考、消化吸收的时间，也没有去寻求知识、开阔眼

界的可能，很难产生学习兴趣。其次，很多医学院

校的基础医学教育仍然沿用“以教师为中心”“填

鸭式”教学方法，学生则是被动接受，死记硬背。

基础医学有很多内容是对人体组织结构的认识，

这些偏重记忆的知识在课堂上过多讲解，不利于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和理解能力的提高。再

次，必要的实验教学是医学基础教学的特点，但脱

离了研究目标和问题去单纯学习实验技术的实验

教学，增加了教学资源成本，却收效甚微。目前，

教育部也要求采取一系列措施，将医学教育质量

实实在在提上来。在课程建设规划方面，要求医

学教育要突出以学生为中心，注重能力培养，提升

课程的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那么，如何构建

合理的教学过程，在传授知识和技能的同时，培养

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独立思考以及创新等能

力成为每一位从事基础医学教育教师面临的迫切

问题［8］。因此，在基础医学教育中开展“基于 SPOC
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通过学生课前自主学习，

教师准备多元化教学资源，课堂上因材施教，科学

激趣，有效监管教学过程，科学评价教学效果，为

学生搭建个性化协作式自主学习环境，构建以学

生为中心的基础医学教学模式，努力培养具有创

新精神和开拓能力的卓越医学人才。

三、“基于SPOC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在基础医学教学过程中的设计实施

（一）构建合理的知识体系，完善教学资源，建

构SPOC课程平台

“基于SPOC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可以将教学

活动分为在线教学和课堂教学两部分。教师依据

两种教学模式的特点，制定教学方案，调整教学大

纲，将教学内容设计成相应的专题，然后再对专题

内的知识点进行分类，最终将所确定的知识点分为

基础知识、提高知识、延伸知识三大类。在此基础

上，围绕某个小知识点或者教学环节设计制作相应

的教学视频，时间控制在15分钟以内；此外，教师还

可以收集国内外网络课程优质资源作为补充。为

提高在线学习的便捷性，教师还可提供相关的教学

音频、PPT、电子图谱和虚拟仿真教学系统网页链接

等学习资源。同时，建设在线讨论小组、组织学网

络题库和在线考试系统，完善在线考核、评价及反

馈体系。

（二）课前阶段，以SPOC课程平台为基础，要求

学生开展自主学习

在本阶段，教师根据教学安排和学生具体情

况，推送微课视频、电子教案、电子书、PPT、图片等

内容并布置学习任务，要求学生课前完成自主学

习，通过线上自测题检测学习效果，对学生作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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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批改和评价，组织在线交流和讨论；在翻转课堂

上，学生是整个学习活动的“执行者”，依据教师所

提要求完成相应的学习任务及交流活动。

（三）课中阶段，以课堂教学平台为核心，答疑

解惑，知识内化

在本阶段，教师是“基于 SPOC的翻转课堂”的

主导者。教师根据学生完成作业情况或针对关键

知识点先进行提问，根据学生掌握情况，有的放矢

地讲解重点、难点，对知识点进行梳理、归纳、总

结。可以采取小组交流讨论、组间交流讨论、全班

交流讨论等方式进行互动交流、答疑释惑，巩固并

内化理论知识。在此基础上，给予一些高阶性、创

新性和挑战性任务。例如，在实验教学过程中，教

师可以在一些传统实验的基础上增加复合型、综合

性、探索性实验，课前让学生依据实验目标设计实

验；课堂上，要求学生独立自主完成实验，自行解决

实验中所遇到的问题；课后，要指导学生根据实验

结果撰写科研报告。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基础知

识”强调的是重点，教师在课堂上只进行重点知识

精讲，无需花费太多时间讲解每一个知识点；“提高

知识”中强调的是难点，选取有代表性的问题加强

练习；“拓展知识”中强调的是创新，对于学有余力

及怀有兴趣的学生，可以在课后开展综合实践活

动。通过这种方式，教师可以把宝贵的课堂时间用

来沟通交流、答疑解惑，颠覆传统课堂教师“填鸭

式”的教学模式，提高教学成效［8-9］。

（四）课后阶段，以课外实践平台为补充，团队

协作，升华知识

课后可留少量的典型作业，学生通过作业对

所学知识进行查漏补缺，更牢固地掌握知识点。

师生可在网络上进行在线讨论答疑、作业布置与

提交、阶段性测试考试，深化和巩固专业知识。

此外，在课后综合实践作业中，学生可以利用教

师在翻转课堂中提供的一些“拓展知识”，通过文

献查阅、综述撰写和课题设计等开展研究性学

习；比如学生 5人一组，在教师的指导下，根据各

自的兴趣、爱好和条件，选择不同的研究课题，通

过相关的实验设计并开展实验，以提高学生的思

维创新和科研实践能力。在本阶段，教师是“基

于 SPOC的翻转课堂”的辅助者，依据学生学习任

务的完成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交流；学生在教

师的辅助下，开展小组内外的交流和协作，以实

现知识的升华［9-10］。

四、“基于SPOC的翻转课程”教学

模式应用的效果评价

我们在医学基础课程“组织学与胚胎学”中开

展教学实践，分别安排2018级临床医学专业五年制

1、2班（共 60人）为教改班，3、4班（共 60人）为传统

班，两班均由同一位教师任教，分别采用“基于SPOC
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和传统教学模式。授课教师

在开课前 1周向教改班介绍“基于 SPOC的翻转课

堂”教学模式的实施方法、具体过程与要求。传统

班采用传统教学即讲授+考试模式。教学效果的评

估包括以下几点［11］。

（一）课前考评

考评的内容主要是学生上课之前的在线学习

情况及参与程度，记录学生在 SPOC平台上的学习

次数、学习时长、提问次数、练习和讨论情况，形成

学生的学习档案。

（二）课中考评

从教师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效果等方面进行

考评：一方面来源为学生的平时成绩，设计教学活

动记录单，记录学生课堂参与度、学习表现、随堂测

验情况、实验操作情况等；另一方面来源为期末的

考试成绩。综合这两部分的成绩，作为形成性评价

的依据。

（三）课后考评

对教改班和传统班的学生考试成绩进行对比

分析，结果发现教改班学生的期末考试成绩明显优

于传统班（表 1）。采用学生访谈和问卷等方式，围

绕在线学习、课堂成效及其中存在的问题展开调

研，全面评估教学效果。共发放问卷120份，回收有

效问卷120份。问卷调查围绕学习兴趣、团队合作、

思维能力、科研素质、新知识的掌握这五个方面的

能力提升情况，结果发现教改班的教学效果显著好

于传统班（表2）。

分组

教改班

传统班

人数（例）

60
60

考试成绩

85.0 ± 6.8*

77.0 ± 8.3*

表1 期末考试成绩比较 （x±s）

与对照组比较，*P＜0.05。

项目

激发学习兴趣

培养团队合作

培养思维能力

培养科研素质

新知识的掌握

教改班

56（93.40）
55（91.70）
54（90.00）
49（81.70）
56（93.40）

传统班

43（71.70）
40（66.70）
42（70.00）
38（63.30）
40（66.70）

χ2值

9.755
11.370
7.500
5.057

12.330

P值

0.002
＜0.001

0.006
0.025

＜0.001

表2 两组问卷调查教学效果评价 ［n（%）］

五、结 语

“基于 SPOC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可以实现

课前支持、课中学习、课后延伸三个阶段的有机结

合，帮助学生实现知识的内化、深化与升华，确保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得以真正实现。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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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及学生反馈可以得知，这种教学模式得到了学

生的好评和同行的认可，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在未来的教学实践中，笔者将对“基于SPOC的翻转

课堂”教学模式的具体实施细节、实施程度等方面

进行不断摸索和研究，以期为我国医学院校实施教

学改革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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