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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细胞进行全方面的介绍，包括结构、功能、生命活动等。自
主学习的内容，让学生按照速课预习课件的提示进行自主学习，
若出现重点把握不准、难点理解不足的情况，教师可进行适当
的指导。

1.4.4 课堂后，学习效果测试
速课自备试卷管理模块，可满足便捷快速测试的要求，速

课测试可充分利用学生的碎片化时间。由于每次课堂教学都安
排学习测试，因此题量不易过大、用时不易过长，不然会占用
学生大量的课余时间，造成学生课余时间的拥堵和参与兴趣的
下降。测试的推送时间设定在线下课堂结束之后，在学生还有
学习印象时完成测试，加深知识点的巩固。

1.4.5 关注学生测试动态，了解学生学习效果
与预习课件反馈信息相似，教师可以及时了解学生的测试

动态，包括已经完成测试的学生名册、人数和百分比、及格率。
更加优秀的是，速课将每一个测试题目的得分率进行了统计分
析和排名，这个反馈信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依据速课反馈
的测试动态信息，教师不仅可以了解学生的完成进度，还可以
准确把握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不透彻的知识点，反思是什么原
因造成的，为后续的教学活动提供改进的依据。

1.5 效果评价
1.5.1 客观评价：学生成绩分析

速课在《医学细胞生物学》教学中的构建和应用

【摘     要】 本研究进行《医学细胞生物学》速课移动课堂资源的构建和应用研究，实现混合式教学目标。研究结果表明，（1）速课移动

课堂资源可以顺利构建且实施，实验班学生期末平均成绩和 90~100 高分段百分比显著均高于对照班（P<0.0001）；（2）实

验班 75.89% 的学生希望继续开展速课。期望本研究有助于重塑《医学细胞生物学》教学形态，强化互联网 + 时代下转变教学

理念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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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生物学作为 21 世纪基础医学研究最活跃的前沿学科之
一，在医学人才培养中承担着重要角色，对医学生后续课程学习、
科学研究和临床应用具有重要作用 [1]。在互联网让人瞬间可获
得必要知识信息的新时代，课堂教学需要充分利用互联网进行
延伸，让青年学生对知识的渴求得以满足。互联网时代背景下，
授课教师和学生同步化的学习交流和反馈互动相当重要。实现
教师和学生的同步化教学和学习，需要一个“桥梁”有效的衔接。
互联网的发展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为互联网课堂在高校教学中的
应用提供了一个便利的平台，开启了大学生学习知识的新模式。
“速课”可以很好的充当我们期望的“桥梁”。

本课题组前期对《医学细胞生物学》速课的构建进行了讨论，
主要涉及速课推广的优势、教学设计、推广目标三个方面，于
2018 年 12 月形成初步的教学设计方案 [2]。本研究依据设计方案，
进行《医学细胞生物学》速课的构建和应用，旨在分析《医学
细胞生物学》速课构建的可行性和应用效果。

1、 方法

1.1 开展对象
2018-2019 学年下学期，2018 级 I 模块临床医学专业随机

选择 2 个教学班作为实验班和对照班。
1.2 使用教材
《医学细胞生物学》（第二版），陈元晓、陈俊霞主编，

科学出版社，2017 年 6 月。
1.3 速课的构建方案 
课堂前，通过预习课件使学生提前熟悉课堂教学内容。课

堂中，通过速课实现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内容的同步化。课堂后，
通过速课测试评价教和学的效果。实验班级采用速课线上和线
下混合式教学，对照班级采用传统线下教学方式。

1.4 速课的实践应用
1.4.1 H5 预习课件
H5 预习通过速课创建（https://www.91suke.com/usercenter/

main）。提前于线下课堂推送给学生。
1.4.2 实时关注速课预习课件的学习进展
速课反馈信息如图 1 所示，包括已经预习课件的学生名册、

人数和百分比，学习时长等信息。在此过程中，教师可通过速课
平台的“一键提醒学习”功能，继续提示未预习的学生及时预习。

1.4.3 课堂中，速课同步呈现教学课件
线下课堂中，学生通过速课“素材”板块同步看到教学课

件。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合理把握课堂节奏，加深重点内容的
关注和难点内容的理解，共同完成教学和学习目标。例如，绪
论课堂中，依据学生已经预习的内容，对细胞生物学的研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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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实验班《细胞生物学》速课第一次课预习实时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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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实验班和对照班级期末卷面平均成绩分析

班级

实验班

对照班

总人数

112

115

P

<0.0001

成绩（平均值 ± 标准差）

93.04±4.361

87.74±7.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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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学生期末卷面成绩的客观分析，比较实验班和对照
班的差异，评价速课移动课堂对课程学习效果的影响。

1.5.2 主观评价：调查问卷分析
针对速课移动课堂的构建和实施设计调查问卷，调查学生

对速课移动课堂的使用感受评价。

2、 结果

2.1 客观评价
2.1.1 期末卷面平均成绩分析
速课移动课堂资源与线下课堂相结合，实验班期末考试卷

面平均成绩显著高于传统教学对照班（P<0.0001）（表 1）。
2.1.2 期末卷面成绩不同分数段分析
速课移动课堂资源的实施有利于实验班高分数段（90-100）

比例的提高和不及格比例的下降。和对照班相比，实验班高分
数段的百分比显著高于对照班（P<0.05）；中等分数段（80-90）
和低分数段（70-80 和 60-70）在对照班中的百分比则高于实验
班。

2.2 主观评价
对速课的构建、实施和效果进行调查问卷评价。实验班共

计 112 人，回收有效调查问卷 112 份。调查结果显示，实验班
85% 以上的学生对速课学习效果满意，75.89% 的学生希望医学
细胞生物学课程继续使用速课移动课堂。

对 H5 预习课件、课堂同步电子课件、速课测试的细节评
价结果显示，学生参与度最高的是速课测试（全部参与百分比

90.18%），其次是 H5 预习课件（全部参与百分比 89.29%），
电子课件的使用率略低（全部使用百分比 64.29%）。实验班超
过 90% 的学生对 H5 预习课件的作用给予高度认可，其中 H5
课件动画效果和背景音乐构建策略赋予学生良好的学习感受。
实验班超过 90% 的学生认为排行榜具有帮助和激励作用。

3、讨论

速课以 H5 动态轻课件的形式呈现给学生，支持文字、动画、
音频和图片等多种元素 [3]。速课可以将教、学、考和评四个教
学环节融合在一个教学平台内，各个环节相互支撑和联系。速
课已经在其他医学课程中应用 [4-5]，但在《医学细胞生物学》课
程中还未见报道。

按照课题组前期的速课设计方案，2018-2019 学年下学期，
《医学细胞生物学》速课实验班学生是临床医学专业，且所有
学生均在校学习，开展模式是线上课堂资源和线下课堂相结合。
该阶段速课移动课堂资源包括 H5 预习课件、同步电子课件和
速课测试三个项目，贯穿了整个线下课堂的前、中和后三个阶
段，顺利衔接线下课堂和线上课堂资源。总体调查问卷结果显
示，实验班学生对速课高度认可。速课具体构建策略调查问卷
显示，学生参与速课教学活动的积极性普遍较高，并认为速课
动态课件调动了学习的积极性，90% 以上的学生认可速课题目
正确率排行榜和学生得分排行榜的帮助和激励作用。期末考试
成绩分析表明，速课实验班学生平均成绩显著高于对照班，高
分段（90-100）学生百分比具有显著性优势。

《医学细胞生物学》速课移动课堂通过一个学期的构建和
应用，已经建立单元课件库和测试题库，充实了线上课程资源，
并且可以持续应用。本次课程探索研究和应用结果表明，不论
是客观评价，还是主观感受评价，速课对《医学细胞生物学》
的课堂教学和学生学习效果均起到了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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