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72022 年第 5 卷第 07 期 高等教育前沿

教法与应用

基于 MOOC 的混合式教学在高职院校生理学教学中的
运用策略研究

杨　纲

（保险职业学院，湖南 长沙 410114）

摘要：《生理学》是高职院校医学类专业的必修课，也是医

学类专业学生了解临床医学的重要渠道，也是培养学生崇高医德

和奉献精神的重要载体。高职院校要立足《生理学》课程特点，

带领骨干教师观看 MOOC 平台教学资源，组建数字化课程资源库，

针对人体内部构造录制微课，为混合式教学做好准备，利用蓝墨

云班课开展线上教学，设计线上互动和线上测试环节，针对线上

测试开展针对性教学，促进线上线下教学衔接，全面提升高职院

校《生理学》课程混合式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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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学》课程包括了人体生命活动、细胞基本功能、血液、

血液循环、心血管活动和消化系统等相关知识，知识点比较烦琐，

是临床医学教学基础。高职院校《生理学》教师要树立混合式教

学思维，运用 MOOC 在线教学平台搜集教学资源，浏览国内医学

高校教学视频和校院合作教学视频，提炼视频教学精华，打造数

字化教学资源库；立足单元教学重点，精心录制微课，动态化展

示人体各个器官、血液循环系统，强化学生对生理学基础知识点

的记忆；选用蓝墨云班课开展教学，利用连麦互动、线上测试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打造智慧新课堂；针对线上测试题目开展线下

教学，讲解学生错题，指导学生进行课下拓展，提升高职医学专

业学生学习能力。

一、新时期高职院校医学专业《生理学》课程教学现状

（一）混合式教学效果不理想

高职院校《生理学》课程教学任务比较重，很多教师忙于讲

解理论和实操教学，混合式教学只出现于评优课和公开课上，使

用频率比较低，影响了混合式教学模式推广。例如部分教师习惯

利用教材插图、挂图和人体模特开展教学，很少使用微课、线上

教学 App 等开展教学，对混合式教学解读不太精准，线上、线下

教学衔接不畅，难以有效指导学生课下自主学习，影响了学生对

混合式教学的评价。

（二）学生课下自主学习积极性不高

《生理学》课程知识点比较抽象、烦琐，需要学生花费更多

时间进行练习和复习，很多学生都依赖于课堂笔记、教材挂图和

人体模特进行学习，很容易遗漏课堂教学重点，部分难点知识无

法进行实操训练，影响了学生自主学习积极性。例如学生在复习

心脏血液循环系统时，只能参照心脏模型进行复习，复习心脏、

瓣膜、心室、心脏泵血过程等知识，无法结合整个人体血液循环

进行复习，导致很多学生无法理解抽象的生理学概念，影响了学

生《生理学》课程学习效果。

（三）临床实训教学模式比较单一

高职《生理学》课程实训主要以教师演示和小组训练为主，

以教材练习题为主，忽略了导入临床病例、心脏彩超和心电图等

作为教学案例，不利于临床教学和课程教学的衔接，不利于提升

学生临床治疗能力。例如教师在讲解《血细胞生理》时，只是对

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正常数值、显微镜下观察结果和对人体

健康影响进行讲解，忽略了导入医院血常规检测报告单开展教学，

学生无法灵活运用血细胞知识进行临床诊断，不利于学生临床诊

断技能提升。

（四）学生实操能力参差不齐

《生理学》是临床医学的基石，也是衔接医学基础理论和临

床治疗的“桥梁”，知识点比较琐碎，实践性比较强，但是高职

学生临床实操能力比较弱，临床实训成绩并不理想。例如学生虽

然熟悉了人体结构图，但是在临床解剖课中依然会手忙脚乱，出

现了混淆器官名称和器官位置，无法准确判断器官健康状态，对

器官常见病变问题缺乏辨别能力等情况，影响了学生实训课学习

效果。

二、基于 MOOC 的混合式教学在高职院校生理学教学中的优势

（一）有利于丰富课程教学内容

首先，教师可以通过 MOOC 平台浏览国内著名医学院《生理

学》教学视频，借鉴名校、名师教学经验，立足本校医学专业特色，

搜集符合本校育人需求的教学视频，打造个性化数字化教学资源

库，方便教师备课，并把优质教学视频分享给医学专业学生。其次，

教师可以搜集 MOOC 平台临床治疗视频，例如心脏支架手术视频，

结合视频为学生讲解临床治疗案例，丰富教材临床治疗教学内容，

为后续临床实践教学奠定扎实基础。

（二）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自主性

随着“互联网 +”时代的全面到来，平板、智能手机逐渐成

为当代大学生标配，混合式教学更是他们的青睐，教师可以利用

混合式教学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升《生理学》课堂教学魅力。

例如教师可以剪辑 MOOC 平台教学视频，让这些视频代替 PPT 和

挂图，动态化讲解生理学知识，让学生更加了解人体结构和各个

系统之间的循环，利用线上教学 App 开展教学，开展线上直播教学，

方便学生随时随地回看教学视频，帮助学生掌握抽象的生理学知

识，让学生参照视频进行练习，稳步提升医学专业学生专业课成绩。

（三）有利于促进课内外教学衔接

混合式教学搭建了课内外教学衔接的新桥梁，教师可以把教

材重难知识点转化为微课，提前把微课下发给学生，科学指导学

生进行《生理学》课前预习，夯实学生医学基础。此外，教师还

可以利用蓝墨云班课、雨课堂等 App 开展线上教学，对预习微课

进行讲解，设计线上测试题目，检验学生预习和线上学习成果，

让学生全身心投入线上学习中。线下教学可以重点讲解线上教学

错题，录制解题、实操视频，方便学生浏览和下载，让学生在课

下也可以享受教师指导，优化《生理学》课内外教学辖内。

（四）有利于提升学生实操能力

混合式教学打破了高职生理学课堂依赖挂图、人体模特开展

教学的僵局，把人体器官、人体生命活动、细胞基本功能、血液、

血液循环、心血管活动等转化为生动的视频，详细讲解人体静脉、

动脉和肺动脉等血管分布位置，把细胞基本功能和临床化验单结

合起来，方便学生随时随地复习《生理学》相关内容，为实训教

学奠定良好基础。此外，教师还可以录制生理学实验视频，并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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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分享给学生，让学生随时随地复习实验步骤，方便他们进行

自主练习，真正提升高职医学专业学生实操能力。

三、基于 MOOC 的混合式教学在高职院校生理学教学中的运

用策略

（一）浏览 MOOC 平台教学资源，打造数字化教学资源库

首先，高职院校要组织医学专业骨干教师进行研修，让他们

浏览北京协和医学院、首都医科大学和上海中医药大学等名校教

学视频，借鉴名校《生理学》教学视频，再结合本校医学专业特点，

剪辑 MOOC 平台优秀教学视频，构建数字化资源库，为开展混合

式教学奠定良好基础，同时也为校本课程开发做好准备。其次，

高职《生理学》教师可以搜集 MOOC 平台优秀教学案例、测试题

和实操视频，编写全新的课堂练习题、实操训练项目，把《生理学》

课程和临床医学更好地衔接起来，编写《生理学》教辅材料和微

课，不断提升个人信息化教学素养。例如教师可以针对心脏循环、

血细胞和消化系统等章节来录制视频，模仿 MOOC 平台教学模式，

录制各个章节重难点教学视频，利用思维导图、微课和 PPT 等讲

解重点知识，讲解心脏结构、血液循环和心肺系统等临床知识，

并导入相关真实病例，引导学生分析临床案例，进一步提升数字

化教学质量。MOOC 平台是免费开放式学习平台，高职《生理学》

教师要积极筛选优质教学资源，录制教学微课、编写教辅材料和

学习手册，为混合式教学提供更加丰富的教学素材。

（二）精心录制教学微课，讲解单元重难点

《生理学》课程对人体循环系统、各个器官等都进行了介绍，

知识点衔接比较紧密，教师可以根据各个单元重点录制微课，运

用动态化视频讲解生理学知识，让医学教学更有趣味，加深学生

对生理学知识点的记忆。例如教师在讲解“血液循环”这一章节

时，可以把心脏功能和血液循环衔接起来，录制血液循环微课，

动态化演示心脏泵血的过程，引导学生探究人体血液循环途径、

心脏与血液循环之间的关系以及动脉血压波动方式。教师可以围

绕微课设计一下问题：心音是如何产生的，外周血如何回到心脏，

心房与心室在血液循环中扮演怎样的角色等问题，引导学生对微

课进行细致入微地分析，引导学生分析心脏功能，激发学生学习

自主性。此外，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画出人体血液循环示意图，从

心脏泵血、股动脉、肺动脉和全身毛细吸管等循环入手，加深学

生对血液循环的系统地了解，让学生真正掌握血液循环知识。微

课是混合式教学的第一步，教师可以把教学内容转化为微课，利

用微课指导学生进行课前预习，把不同章节知识点衔接起来，把

生理学教学延伸到生活中，夯实学生临床医学基础。

（三）蓝墨云班课线上教学，打造智慧课堂

线上直播教学是混合式教学的一大亮点，也是对 MOOC 在线

教学模式的创新，高职教师可以选用蓝墨云班课 App 开展线上直

播教学，利用这种新颖的教学模式吸引学生，精心设计线上连麦

互动和线上测试环节，打造智慧生理学课堂。首先，教师要把微

课提前下发给学生，让学生提前熟悉线上教学内容，通过微课布

置一些开放式问题，利用这些问题指导学生搜集课外相关知识。

其次，教师要把线上互动问题、线上测试题目和答案导入蓝墨云

班课平台，指导学生参与线上互动，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例如

教师在讲解呼吸道结构与功能时，可以在微课中展示人体呼吸系

统，介绍呼吸道与肺部呼吸系统之间的关系，导入部分肺部疾病，

激发学生探究呼吸道疾病的兴趣。线上互动围绕常见的肺炎、肺

结核和慢性支气管炎等疾病展开，引导学生结合肺通气、肺容积

和肺容量等知识分析这些案例，鼓励学生分析这些疾病病因、并

给出一些的临床治疗建议。教师可以围绕肺部呼吸系统、肺部啰

音、肺部疾病等设计线上测试题目，分为选择题、填空题和简答题，

考查学生对呼吸系统结构与功能的了解，让学生掌握整个呼吸系

统循环。蓝墨云班课可以自动检测学生线上答题成果，为学生自

动打分，并分析出每一道题目准确率，班级平均成绩，提供班级

线上测试数据表。学生可以随时登录蓝墨云班课平台，随时回看

教学视频，重新复习线上测试题，检验自己线上学习成果，提升

个人复习效果。

（四）讲解线上测试题目，提升学生学习能力

线下教学主要围绕线上测试题目讲解展开，针对线上测试出

错率比较高的题目、学生容易混淆的知识点和临床相关病例等进

行讲解，促进线上线下教学衔接。首先，教师可以针对呼吸系统

结构与功能选择题进行讲解，让学生明确常见的上呼吸道感染、

下呼吸道感染等概念，为学生讲解每一个基础生理学概念，夯实

学生基础。其次，教师要针对班级出错率班级较高的题目进行讲解，

例如肺部呼吸循环过程、肺泡、肺容量等，引导学生准确阐述肺

部循环过程。教师可以鼓励学生提出自己的解题思路，其余学生

进行点评，激发学生创新思维，让每一个学生积极参与到解题教

学中，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此外，教师要针对线上测试中的临

床案例进行讲解，例如肺炎患者 CT 特点，临床症状和临床用药等，

为学生分析临床治疗案例，提前让学生接触临床治疗，培养学生

一丝不苟的医德，培养学生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的意识，提升《生

理学》混合式教学质量，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

（五）录制线上实验教学视频，提升学生操作能力

实验是高职医学专业《生理学》教学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学

校实验室有开放时间，学生课下自主练习存在难题，混合式教学

可以帮助学生解决这一难题，把实验转化为 MOOC 线上视频，让

学生可以随时随地复习实验步骤，有利于提升自身实验操作能力。

例如教师可以录制兔子解剖实验视频，为学生讲解胸内负压检测、

胃肠运动等原理，把视频上传到 MOOC 平台，引导学生把生理学

和病理学等知识结合起来，引导学生观察兔子器官正常生理状态，

以及发生病变后的器官状态，最后再介绍临床治疗方法，形成完

整的生理学实验教学知识链。学生可以自主下载视频，反复观看

兔子解剖视频，辨别各个器官以及胃肠消化系统，可以慢、回放

实验视频，一边看视频，一边做笔记，熟悉兔子解剖实验步骤，

也可以和其他同学进行线上讨论，针对实验操作难点进行讨论，

激发学生实验学习兴趣，稳步提升学生生理学实验操作能力。

四、结语

高职医学类专业教师要重视《生理学》课程，结合 MOOC 平

台开展混合式教学，利用微课代替传统课前预习指导和课堂导入

方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利用蓝墨云班课平台开展线上教学，

利用线上测试、连麦互动等开展教学，加深学生对生理学知识的

记忆，针对线上测试题进行线下讲解，提升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

师生携手打造《生理学》混合式智慧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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