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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 CBL 式 SPOC+MOOC”教学模式在胃肠外科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我校 2020 下半年至 2021 年上半年临床本科教学改革班

和临床普通本科班作为研究对象，实验组教改班采用 CBL 式 SPOC+MOOC”教学模式进行授课，对照组临床普通本科班用传统教学方式，对比分析两个班级模块测

试成绩、综合能力、和教学满意度。结果：实验组学生的模块测试成绩成绩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实验组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分析问题

能力、临床思维能力、教学效果满意度方面评价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CBL 式 SPOC+MOOC”教学模式在胃肠外科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能有效提高学生理论成绩和综合能力，有利于提高教学满意度，促进医学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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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CBL SPOC+MOOC" teaching mode in the teaching of gastrointestinal surgery courses 

LAN Hhaisheng1，CAO Yusheng2，Tai Weilong2，ZHOU Li1，ZHOU Ruijun2，LIANG Haoyuan，LV Jiansheng1，HUANG Xusheng1，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CBL SPOC+MOOC teaching mode in gastrointestinal surgery course teaching. Methods：The clinical 

undergraduate teaching reform class and clinical general undergraduate class in our school from the second half of 2020 to the first half of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and the teaching reform clas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taught by CBL SPOC+MOOC" teaching mode，and the control group used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to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test results，comprehensive ability，and teaching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classes. Results：The result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0.05），and the evaluation of 

independent learning ability，problem analysis ability，clinical thinking ability and teaching effect satisfac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 <0.05）. Conclusion：The application of CBL SPOC+MOOC teaching mode in gastrointestinal surgery course teaching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students' theoretical performance and comprehensive ability，which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eaching satisfaction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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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教学是医学生理论知识到临床实践的桥梁课程，由于胃肠外科

疾病多以起病急、发病快、疑难病例多为主要临床特点，且部分疾病早

期缺乏典型临 床特征、发病机制复杂、治疗方式多种多样，导致胃肠外

科在日常教学工作开展中具有重点多，深度广，抽象等特点[1]。随着教育

部发布的《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

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工作部署，线上线下教学相互融合是目前高校教学

中的主流趋势，传统教学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医学教育的发展需求，如

何合理运用现有资源，创新教学形式，突破多重限制，是下一步高等医

科院校的教学改革发展方向[2-3]。为进一步提高课程的建设水平，课题组

依托大学生慕课平台（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将案例式教学（Ca

se-Based Learning，CBL）与小规模互动式教学（small private online cou

rse，SPOC）相结合，探讨 CBL 式 SPOC+MOOC”教学模式胃肠外科课程

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1 CBL 式 SPOC+MOOC”教学模式下的组织与实施 

1.1 课前阶段 

1.1.1 依托于中国 MOOC 等在线课堂的优秀教学视频，授课教师选择

典型临床病例、辅助检查、治疗方案、手术录像等临床资料，制作成视

频、动画、PPT 形式，以患者主诉和现病史为切入点，将具有代表性患者

的诊治全过程发布于网页上，供学生参考学习。以胃癌为例，选取我科

胃癌病人，并上传患者血常规、血生化、肿瘤指标、CT、胃镜、肠镜、

病理等辅助检查，术中所见及完整手术过程，供学生进行判读、学习，

让学生对该胃癌诊治由感性的认识上升理性认识，充分培养学生的学习

兴趣和临床诊断思维。 

1.1.2.课前由科室教学组长通过 网络移动端按教学小组发布教学任

务，要求小组成员在上理论课前自主学习相关章节内容，并完成自习内

容检测，本阶段主要目标是引导学生自主学习课程内容，师生可通过在

线讨论、在线答疑等形式进行互动，完成课前个性化指导。 

1.2 课中阶段 

授课老师使用在沟通平台收集学生课前提出的重、难点，并投入个

性化教学的准备中，正式上课时，将专题内容及学生提出的重点和难点

进行展示，组织学生分小组进行讨论，在讨论中以学生为主导，老师充

分发挥引导作用，并对各学习小组的疑问进行解答，实现具有针对性的

个性化教学，学生通过分析和归纳临床案例的特点，从而掌握疾病的病

因和诱因、临床表现以及治疗方案等理论知识。 

1.3 课后阶段 

1.3.1 建立基于胃肠外科课程线上线下一体化考核评价。 

1.3.2 在授课结束后，对两组学生进行针对授课内容章节进行线上课

后的知识点测验考核，模块一（包含阑尾疾病，急性腹膜炎，消化道出

血），模块二（包含胃十二指肠疾病，小肠疾病），模块三（包含结直肠、

肛管疾病）主要包括基础理论知识和临床病例分析两个方面，对比分析

学生考试成绩的差异。同时完成学习兴趣调研，了解学生兴趣导向。 

1.3.3 教学满意度调查：以调查问卷形势对两组学生进行教学满意度

调查。问卷内容包括：教学态度、教学水平、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

学建议等，调查结果分为“非常满意”“满意”、“不满意”三个档次，采

用 100 分制，90 分及以上为非常满意，80-90 分为满意，70-80 分为一

般，70 分及以下为不满意；对比两组学生问卷调查结果的差异。 

2 混合式实验教学的实践效果 

2.1 资料与方法 

2.1.1 以我校 2020 下半年至 2021 年上半年由胃肠外科授课的临床本

科教改班为实验组，共 60 人，男性 24 人，女性 36 人，对照组为同学期

同年级临床本科班，共 57 人，男性 28 人，女性 29 人，经对比，两组学

生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0.05），可进行对比。 

2.1.2 实验组采取互联网联合“CBL 式 SPOC+MOOC”教学模式进行

教学，对照组则以我校既往传统教学方式进行教学，授课教师参照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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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大纲，以幻灯片的形式灌注书本知识，归纳胃肠外科疾病的流行

病学、起病原因、诊断方式，治疗方案、预后转归等。 

2.1.3 测试成绩：对比分析两组三个模块模块一（包含阑尾疾病，急

性腹膜炎，消化道出血），模块二（包含胃十二指肠疾病，小肠疾病），

模块三（包含结直肠、肛管疾病）的课后测试成绩，每个共 50 道题，每

题 2 分。 

2.1.4 学生综合学习能力评估：教学团队自制问卷，在课程结束后运

用调查问卷形式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临床思维能力、分析问题能力进

行综合评分，满分为 10 分。 

2.1.5 教学满意度评价：利用自制教学满意度评价量表，对比两组学

员教学满意度。量表涵盖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效果、教学评价，

评价标准：非常满意、满意、不满意。总满意度＝（非常满意＋满意）

／总人数×100％ 

2.1.6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 20.0 统计软件对统计数 据进行处理，计

数资料使用 　　 检验，计量资料使用 t 检验，Ｐ＜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2.2 结果： 

表 1  两组学生模块测试成绩比较   单位：分 

组别 n 模块一 模块二 模块三 

实验组 60 87.23±4.02 86.33±4.07 87.10±3.13 

对照组 58 83.54±4.56 83.48±4.16 82.83±3.45 

t  4.68 3.76 7.05 

P  0.001 0.001 0.001 

表 1  两组学生综合能力评分比较   单位：分 

组别 n 自主学习能力 临床思维能力 分析问题能力 

实验组 60 8.88±0.72 8.93±0.80 8.80±0.73 

对照组 58 8.22±0.73 7.85±0.61 7.72±0.70 

t  4.97 8.27 8.18 

P  0.001 0.001 0.001 

表 3  两组学生教学满意度评价比较 

组别 n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 

实验组 60 40 17 3 57（95.00）

对照组 58 19 29 10 48（82.76）

　　     4.51 

P     0.03 

注：表内计数资料数据用[ｎ（％）]表示。 

3 讨论： 

胃肠外科学是临床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学科具有发病率高，病

情急，缺乏特异性临床表现，临床治疗复杂等特点，随着近年来微创外

科、机器人技术等新理论，新技术不断涌现，传统课堂教学以讲授理论

为主，面临着教学形式单一、缺乏互动，学生兴趣低下等问题[1，4，5]。MOOC

作为一种网络教学模式，提供了大量教学资源和学习平台，存在时间、

空间灵活、资源丰富等特点，但 MOOC 教学存在学生学习自觉性低、教

学互动少等局限性，导致学生学到的知识碎片化、不成体系，不利于医

学生临床思维的培养，此时，SPOC 作为一种更具有针对性的小规模实体

教学则应运而生，主要是将微视频、学习资料、训练与测验等 MOCC 教

学资源应用到实体教学中[6，7]。研究表明，基于 MOOC+SPOC 的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能够翻转教学流程，变革教学结构，更有利于学

生个性化学习和成长，提升教学质量，通过联合 CBL 教学方法，从临床

案例入手，引导学生主动学习，通过课堂讨论从而达到 教学目的，CBL

式教学在外科医学临床教学引用中具有操作性强、学生积极性高，能够

提高学生临床思维水平等优点，课题组前期研究结果表明，以案例为基

础教学方法，能够让教学更贴近临床，更有利培养学生临床思维，提高

教学满意度[8、9、10、11、12]。随着各地防疫政策动态调整，床边教学则面临资

源 相 对 不 足 、 时 间 和 空 间 受 限 、 师 生 缺 乏 互 动 等 问 题 ，“ CBL 式

SPOC+MOOC”教学模式可将临床典型病历、辅助检 查及术中经典解剖

图片、视频等综合成一个可完整呈现疾病特点的资料并通过网站 呈现出

来，课前、课后供学生系统性的学习，在一定程度有效缓解当下教学困

局[13、14]。在课堂中，授课者以临床典型病例为切入点，深入浅出的剖析，

增强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体验性，实现个性化教学，从而增强师生沟通，

在教学实践过程中，课题组也发现，传统教学组因缺乏主动学习，课堂

中很难引导学生自主讨论，而实验组学生因为有课前学生线上自主学习，

在课堂中学生小组讨论更为活跃，尤其是针对疾病的鉴别诊断中学生表

现尤为突出。在课后测试中，实验组学生模块测试成绩较对照组高

（P<0.05），而课后试题主要以临床病例分析题为主，涵盖疾病的发病机

制，诊断及治疗，说明实验组学生理论知识掌握更牢固，并且能将理论

知识与临床诊治相结合，加深理论知识的同时，也丰富了临床思维[14，15]。 

综上，将 CBL 式教学模式与 SPOC+MOOC 相结合，动态展示疾病发

生发展、临床表现、诊断及治疗等过程，实现系统化和碎片化学习的统

一，提高学生临床思维和综合能力，通过变革教学，落实“以学生为主

体，教师 为主导”的教学新理念，提高教学满意度，以致力于培养出临

床思维与技能俱佳的医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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