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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解剖学》混合式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严志文  曹园园[通讯作者]  刘  䶮  朱凯丹  刘锦峰  孙德鹏  胡  醒 

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基础教学部  人体解剖学教研室实验室  云南昆明  651700 

【摘  要】随着“互联网+”的出现，线上+线下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应运而生，它可以运用智慧教学工具获取后台数据，及时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学习效果，

根据后台数据有的放矢进行教学，有利于促进同质化教学，提高教学质量。《系统解剖学》属于医学基础课程，医学生才接触到这门课程的时候对很多的解剖学

术语不易理解，学习的积极性差，知识掌握不牢，考试及格率差。我院运用智慧教学工具“雨课堂”进行线上教学获取学生数据，根据获取的数据有目的的采取

线下教学，结合线上四阶段的形成性考核，形成了我院《系统解剖学》混合式教学模式，该模式不仅提升了学生的成绩，也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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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emergence of "Internet +"，the hybrid teaching mode of online + offline came into being. It can use smart teaching tools to obtain 

background data，grasp students' learning situation and learning effect in time，and make targeted use of background data. Teaching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homogeneous teaching and improving teaching quality. "Systematic Anatomy" is a basic medical course. When medical students come into contact with this course，

it i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many anatomical terms，their enthusiasm for learning is poor，their knowledge is not firmly grasped，and the pass rate is poor. 

Our school uses the smart teaching tool "Rain Classroom" to conduct online teaching to obtain student data. According to the obtained data，we take offline 

teaching purposefully. Combined with the online four-stage formative assessment，we form a hybrid of "System Anatomy" in our school. This mode not only 

improves students' performance，but also cultivates students' ability to learn independ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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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解剖学教学改革是以数字化实验室建设为基础，借助现代虚拟

仿真数字解剖学实验室和互联网技术，我院人体解剖学课程的教学方法、

教学内容和考核体系经历了四轮改革，形成了独特的系统解剖学混合教

学模式[1]。 

在该课程模式中，主要目前是是为了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的医

学人才，教师需要运用智慧教学工具的后台数据来掌握每个学生的学习

情况，及时的与学生交流沟通，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并且该教学模式

也要解决传统的评价体系的指挥棒问题，评价体系采取过程性评价，融

入思维导图，体现以学生主动学习为中心。这就需要教师合理设计课前、

课中、课后的教学环节，制作课前预习的 PPT 及视频和课后巩固练习，

学会利用“雨课堂”数据驱动，结合形成性考核，及时教学反思，提升

教学质量。 

一、资料及方法 

1.基础资料 

人体解剖学实验室从 2017 年 9 月开始实行教学改革，分上下两学期

分别在 2017 级护理专业、2017 级临床专业和 2018 级护理专业、2018 级

临床专业中随机抽取一半班级分别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各班基本情况如

性别、年龄、成绩均无统计学差异。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模式，实验组

采用混合式教学模式，且全院学生使用的是相同的教材，相同的实验环

境，教研室和实验室统一集体备课，任课教师尽可能带一组对照班和一

组实验班。 

2.具体方法 

2.1 理论课时与实验课时的改革：传统的解剖学课时为：108 课时（理

论 72/实验 36），实验班的解剖学课时为：108 课时（理论 54/实验 54），

在数字解剖实验室中，将解剖标本和三维数字人体虚实结合，大大提高

了课堂的效率。 

2.2 实验组采用混合式教学： 

课前：实验组用“雨课堂”组建独立的班级，大课由教研室承担，

每个月的形成性考核由实验室负责，每个实验组均由实验室主任作为协

同教师。教师统一集体备课，课前制作推送的预习 PPT 和微课视频，提

前三天推送给学生。学生主动学习，并且在规定的时间内线上预习，对

于不懂的问题可以线上提问，教师做出回答，在课前学生可以提前掌握

知识结构。 

课中：教师在提前 10 分钟在后台获取学生预习的数据，对于预习时

间较短或没预习的学生进行标注，在课中，授课教师可以针对性的对预

习不认真的学生进行提问，促使学生养成课前预习的习惯。并且在课中，

教师可以随时发布题目，对课堂的知识进行检测，获取课中的正确率，

督促学生养成认真听课的习惯。学生也可以通过智慧教学工作与教师进

行互动，将不懂的问题在课程中提出来，师生一起解答。 

课后：课程结束后，为了检测学生的学习效果，任课老师会发布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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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习题，要求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通过作业，学生可以巩固所学知

识，教师也可以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通过数据驱动，相互交流

沟通，帮助学生巩固所学的内容。 

考试方式：运用“雨课堂”每月进行一次考试，共 4 次，占考试总

分的 40%（1）方式：实行教考分离，由实验室主任根据教学大纲从试题

库中随机抽取试题，组成多组试卷，难度相似，每班随机抽取试卷，每

组试卷不重复[2]。（2）考试题型：其中思维导图主观题占试卷的 40%、单

选占 30%，多选占 20%，识图占 10%，每次考试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

段为线下考试，纸质画思维导图 50 分钟；第二阶段为线上“雨课堂”考

客观题 40 分钟，两阶段考试不可逆，按时间逐步进行，思维导图时间到

统一拍照上传（考试时间 90 分钟含收卷时间）。每一阶段的考试分数为

100 分，占总分的 10%，即 10 分。（3）考试实施：实验室负责人根据实

验进度安排预约考试，考试地点在实验室进行，用手机做完交卷后，需

给监考教师核查，签字方能离开，防止替考，代考或不在场考试。考试

结束后，学生可以及时查询到成绩，让学生清楚哪些解剖结构掌握不牢

固，以便复习巩固。（4）每次考试后，对于 70 分以下的学生进行教学反

馈，教师可与学生沟通，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主动或被动，使学

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及时调整“学法”；针对每次的考试，教师要及

时反思教学，要思考学生考不及格的原因，才能及时调整“教法”，真正

实现教学相长。 

3.系统解剖学混合式教学模式实施的效果 

3.1 成绩：2017 级和 2018 级护理专业和临床专业中，实验组平均及

格率为 90%-95%，而对照组为 60—68%，实验组及格率均远高于对照组

（大于 20%）。结果表明，加强实验训练，采用混合式教学，进行形成性

评价，可促进学生对解剖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3.2 问卷调查：运用“雨课堂”在 2017 级八个大班中进行了问卷调

查，70%的学生要求加强实验课程，20%的学生要求加强理论课程，10%

的学生持无所谓的态度，说明在教学内容的设计上还需进一步探索。 

3.3 存在的问题：1.有个别班级学生对课前预习、课后复习的积极性

不高，甚至无视课前预习，对形成性考核成绩不够重视，以至学习情况

不佳，考试成绩较低。有个别班级教师不会用“雨课堂”数据驱动引导

学生、管理学生，不能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做到有效沟通，没有

充分发挥数据驱动的优势。并且个别协同教师对于学生的学习数据漠不

关心，不关注学生的学习动态，对学生的交流不走心。 

4.结束语 

运用智慧教学工具“雨课堂”获取的课前或课后的数据，可以及时

知道学生的学习状态，根据这些信息，能准确的把握课前、课中、课后

的每个环节，才能有效的与学生进行沟通，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目前，我院已建设了虚拟仿真实验平台，在虚拟仿真实验平台中有各章

节的知识点、重难点、教学课件和教学视频，以及 3D 数字人模型，学生

可以随时随地的进行线上学习。通过四轮教学改革，使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产生被关注的感觉，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从被动学习转

变为主动学习。在教学中教师除了教，也会时刻教学反思，及时调整教

学状态，做到真真意义的教学相长，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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