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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影像资源库及雨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法在影像教学中的

运用探索 
赵迅冉  韩  丹  江  杰  吴  莉  谢晓洁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云南昆明  650031） 

摘要：目的 评价影像诊断教学中实施基于影像资源库及雨课堂的混合式教学的效果。方法 选取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6 月医学影像专业

本科生 51 名为对照组（传统教学模式），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6 月 53 名医学影像专业本科生 51 名作为实验组 (基于影像资源库及“雨

课堂”的混合教学)。对比两组学生带教前后理论、读片技能得分、教学满意度、实习读片能力评价。结果 带教后研究组学生理论及读片

成绩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学生总满意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实习读片能力明显

高于对照组。 结论 在影像诊断教学中实施基于影像资源库及雨课堂的混合式教学法,能够提升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掌握程度,提高实习教学满

意度，提高读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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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Hybrid Teaching Method Based On Image Resource Library And Rain Classroom In Image Teaching 

Zhao Xun-ran，Han Dan, Jiang Jie,Wu Li,Xie Xiao-jie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hybrid teaching based on image resource library and rain classroom in image diagnosis teaching. Methods 51 

medical imaging undergraduates from September 2019 to June 2020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and 53 medical 

imaging undergraduates from September 2020 to June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mixed teaching based on image resource library and 

"rain classroom"). Compare the two groups of students' theories, film reading skills scores, teaching satisfaction, and film reading ability evaluation before 

and after teaching. Results After teaching, the scores of theory and film reading of the student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total satisfaction of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ability of reading film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hybrid teaching method based on image resource library and rain classroom in the teaching of image diagnosis can improve 

students' grasp of the teaching content 

Grasping degree, improve the satisfaction of practice teaching, and improve the ability to read fil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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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影像学是以图像为主要诊断和治疗依据的综合性形象思

维学科,是研究疾病的发生、发展和转归过程中机体的形态和功能变

化的一门临床科学，也是联系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之间的重要桥梁

学科之一。学生对该学科的学习效果会影响日后的临床工作，如何

完善医学影像诊断学教学，使学生能够更好地掌握医学影像学知

识，培养出能够胜任临床工作的医学影像人才，是教育工作者值得

关注的问题。过去几年中，本院建立影像资源库并引入到影像教学

和带教实习中，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和成绩，实现了实时影像教

学、理论与实践同步，完善了影像教学资料的搜集和管理[1]。 现如

今伴随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多种在互联网基础上的新型信息化技术

被广泛应用于临床教学，其中雨课堂等教育理念在临床教学中得到

了有效应用和发展。混合式教学模式主要是利用新型网络化技术,

将其同传统教学模式进行联合实施,实现线上、线下联合教学,在充

分发挥带教老师启发以及引导作用的同时,重视提升医学生学习积

极性、培养其自主学习能力[2]。本研究结合本院实际教学情况，尝

试利用影像病例资源库及雨课堂，探索混合式教学发在医学影像教

学中的运用效果。 

1、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选取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6 月医学影像专业

本科生 51 名为对照组（传统教学模式），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6

月 53 名医学影像专业本科生 51 名作为实验组 (基于影像资源库及

“雨课堂”的混合教学)，实验组及对照组均为大四专业学生。学生

年龄 2l～23 岁，平均年龄(22.1±0.89)岁。其中对照组男 20 名，女

31 名；实验组男 21 名，女 30 名。两组学生学习课程及年龄，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排除标准[3]：①不愿意配合教学或不遵守

教学制度者；②带教过程中频繁请假者；③在研究前已经对教学内

容熟练掌握者。 

1.2 研究方法：对照组为集中授课，选用传统授课模式，主要

以 PPT 形式及到医院见习授课方式进行授课。在带教期间嘱学生预

习及复习相关内容，并安排课后练习题检验学习效果。实验组学生

则开展医学资源库与雨课堂联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①课前预习。

教师运用影像资源库内的图片及相关资料，制作预习课件，其内包

含典型影像学图片，影像描述及病理结果对照，布置教学任务，通

过雨课堂推送到学员手机终端；学员通过雨课堂进行自主课前学

习，在预习期间还可将疑问、难点问题提交上报，授课教师通过查

看提问情况调整授课结构并合理调整教学内容。②授课期间：带教

老师登录雨课堂系统并生成二维码, 将二维码发送给学生，学生通

过扫码进入课堂，教师将课件同步至手机端，并可了解学生到课情

况，及时提醒学生出勤。授课过程中运用资源库病例展示典型影像

学资料，引导学生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对于课前预习期间收到的反

馈内容进行具体讲解，重点、难点突出，运用病例引导学生开展交

流讨论，学生通过“不懂”按钮和“弹幕”将实时学习情况反馈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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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一个疾病讲解完成后，从病例库随机抽取相应病例推送给学

生，让其进行影像描述及影像诊断，及时巩固教学内容。在授课期

间,学生对于存在疑惑的问题,可通过点击相关内容进行反馈,带教老

师可及时掌握实习生学习情况,并针对相关内容进行重点介绍,合理

调整授课内容。 ③课后巩固：完成一个章节学习后，授课教师将

资源库内病例推送至雨课堂，以呼吸系统为例，将影像资源库内的

肺炎、肺结核及肺癌病例推送到学生手机上，让学生通过看影像图

像完成诊断，帮助学生巩固呼吸系统影像学表现，并加强不同疾病

鉴别诊断，完成答题后将正确诊断及鉴别诊断要点、病理图推送到

雨课堂，学生能及时巩固所学章节内容，加深印象，掌握不同疾病

的鉴别诊断。在复习过程中若出现问题, 可利用雨课堂向带教老师

提问,带教老师能够登录系统手机端及时予以回答。另外,学生还可

利用互动社区进行集体讨论,通过在互动社区内分享问题,相互之间

讨论,能够及时解决问题。 

1.3 评价指标：①带教结束用同一份出科试卷，对两组学生理

论、实践能力，分为读片操作及理论操作，每项得分均为 100 分,

最终得分越高则说明实习生知识掌握程度越佳。②对比两组学生满

意度情况。运用问卷星对学生进行满意度调查，得分在 0-100 分

之间, 依据最终得分情况划分满意度程度, 依次是高满意(90-100 

分)、中等满意度(70-89 分)、低满意度(0-69 分)。③评估学生进入

实习以后的报告书写能力，通过两名带教老师对学生报告书写及诊

断进行评分，满分 100 分，两者取其平均分为最后结果，90-100

分为优秀，80-90 为良好，70-80 为一般，60-70 为合格，60 以下

为不合格。 

1.4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22.0 统计学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料

采用(  `χ±s)描述，采用 t 检验分析；计数资料用％表示，采用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两组学生的理论知识及读片技能对比，实验组理论成绩及

读片成绩均高于对照组（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学生理论及读片技能对比 

组别 理论成绩 读片技能 

实验组（n=51） 91.27±3.78 89.01±4.67 

对照组(n=51) 87.56±2.78 85.77±3.67 

t 4.71 3.73 

p 0.001 0.03 

2.2 两组学生满意度比较：两组学生满意度评价，实验组高满

意有 41 名（80%），中度满意 10 名（20%），对照组有 30 名高满

意(58％),21 名中度满意（48%），（χ2=4.45，P=0.03）。 

2.3 两组学生实习期间报告书写能力对比：对照组优秀 19 人，

良好 20 人，一般 8 人，合格 4 人，实验组优秀 23 人，良好 22 人，

一般 5 人，合格 1 人。实验组学生报告书写能力高于对照组。 

3、讨论 

基于图像资源库及雨课堂平台的混合式教学，实现数据驱动教

学，充分体现“学生为中心、教师为主体”的教学理念，教学充分

调动学员的学习积极性，“雨课堂”对学生的每一个学习过程进行

“全景式记录”，为教师提供完整立体的数据支持，帮助教师客观

量化、了解、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精确把握学生的学习轨迹；其

次，在线学习可以打破时间和场地的限制，全面提升学生的学习体

验，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再次，“雨课堂”快捷的综合评价

使教师只需查看“雨课堂”上学生学习记录作为参考，即可准确地

得出平时成绩，方便快捷，标准量化；同时，“雨课堂”真正调动

了学生参与学习的积极性，改变了过去填鸭式教学的弊病，并通过

平时成绩、课堂签到等方法有效维护了课堂纪律；真正做到了寓教

于乐，将手机由娱乐工具转为教学工具。基于资源库的影像资料的

运用使学员将理论知识与临床实际相结合，仔细辨认每一个疾病的

基本征象，与临床表现及其他辅助检查归纳、总结，最终得出正确

的影像诊断结论；同时结合学员临床实践过程中遇到的诊断及治疗

问题，双向交流、反复讨论，不断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更加

有利于临床思维的形成[4-5]。本研究实验组使用资源库及雨课堂，课

前、课中及课后的教学过程中，不断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不断

巩固所学知识，实验组的知识掌握程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对知识的

理解更为深刻，在出科的理论及实践考核中实验组的成绩明显高于

对照组。同时带教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能实时得到学生的反馈，在教

学中做到有的放矢；因材施教，保证充分调动每一个学员的积极性，

特别是鼓励、引导性格内向、讨论不积极的学员参与病例的讨论。

提高教师与学生的交流，创造一个较高的师生关系，也反过来督促

教师有针对性的备课及教学设计，在进行讲授及讨论时应具备引导

讨论、掌控方向的能力。学生课程结束后，普遍反映该混合教学模

式更能帮助学生对影像诊断的重点、难点内容进行记忆及理解，学

生对教师授课满意度也大大提高。在学生进入实习读片阶段后，实

验组能更好的将理论知识转换为实践技能，对于典型影像征象的判

断明显高于对照组。该混合教学方式有利于培养学生学习的主体

性，培养了学生学习兴趣，加强了师生之间和学生之间的信息交流，

提高了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 

综上所述，推荐使用基于影像资源库及“雨课堂” 的混合教

学法在影像教学中运用，继而达到提高教学质量及提高学生理论、

读片能力的教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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