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学影像学 

 166 

医学研究 

混合式教学模式在临床生物化学检验技术教学中的应用分析 
崔钰晗  翁翔宇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检验技术学院  464000） 

摘要：目的：探讨混合式教学模式在临床生物化学检验技术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方法：本次研究基于特定时间段（2020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选择

180 名临床生物化学检验技术专业的专科院校学生作为实验对象，其中 2020 级（90 人）实施传统教学模式，将其设为对照组，2021 级（90 人）实

施混合式教学模式，将其设为观察组，取统计工具为 SPSS23.0，对比两组教学结果。结果：观察组成绩优良率为 91.11%，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78.89%

（P<0.05）；观察组综合能力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学生对教学的满意度为 96.67%，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88.89%（P<0.05）。结论：

在临床生物化学检验技术教学中应用混合式教学模式，可明显提高学生成绩，增强其综合学习能力，提高学生对于教学模式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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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生物化学检验作为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必修的主干专业课程，具

有较强的理论性与实践性，且新知识、新技术不断推出，发展较快，加

强学生关于临床生物化学检验技术的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综合能力培

养，对于医学教学承前启后具有重要作用[1-2]。既往传统的单纯讲授式教

学模式已无法满足或应对本学科与专业的高速发展。积极地探索一种新

型的教学模式对于提高临床生物化学检验技术的教学质量与效率具有

重要意义[3]。鉴于此，本研究选取了临床生物化学检验技术专业的 2020

级（90 人）与 2021 级（90 人），分析混合式教学模式应用效果，以期

为培养应用型医学检验技术专门人才提供教学改革理论与实践依据，现

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共纳入 180 名临床生物化学检验技术专业的专科院校学生，

其中 90 名来源于 2020 级，作为对照组，男性 40 名，占比 44.44%，女

性 50 名，占比 55.56%，年龄 17-22 岁，平均（19.45±2.16）岁。另 90

例来源于 2021 级，作为观察组，男性 48 例，占比 53.33%，女性 42 例，

占比 46.67%，年龄 18-22 岁，平均（19.52±2.13）岁。两组一般资料

对比均保持同质性（P＞0.05）。 

1.2 方法 

对照组实施传统教学模式，由教师使用 PPT 等多媒体在课堂上集中

讲授理论知识，不对学生做课前要求，课下答疑。观察组实施混合式教

学模式，由教研组在开课前提前讨论并决定总理论学时的 20%实施 PBL

教学法，80%实施基于雨课堂的 LBL 教学法，具体为：（1）LBL 教学实

施：①在课前建立班级雨课堂，并在该平台上发放 PPT 课件或其他学习

信息，要求学生对所学内容进行提前预习。②教师在课前准备题目，在

课堂讲解时主要针对重难点及视频中未讲到的知识点进行讲解，课中提

问学生自主学习的知识点内容，增加其课堂参与度。课后依据雨课堂反

馈数据解答学生线上学习的疑问，巩固课堂教学效果。③在结束阶段学

习后，利用雨课堂进行阶段测试及反馈，帮助学生及时复习巩固所学知

识；鼓励学生在线上平台留言讨论，收集其无法解决的问题，放到下次

课堂上讲座。（2）PBL 教学实施。①教研组依据专科院校学生教学要求

及目标提前讨论并书写 PBL 授课案例、教案，以理论知识为基础，参

考典型案例提出涉及教学内容等方面问题。②课前 2 周鼓励 47 名学生

依据自身兴趣与爱好自由组合成小组，每组 10 名，分为 9 个学习小组，

提前将需要学生解答的问题及内容发给学生，布置学习任务，引导学生

依据典型病例与教学老师提出的问题自行查阅文献、网络资源等相关资

料制作 PPT。③课堂上由组长组织成员开展小组讨论，总结出本组解决

方案，由各小组代表在公开讨论会上公布本组调查与讨论成果，并解决

课前提出的问题。④小组展示完毕后，由教师对各组学生的汇报及讨论

情况进行点评、总结，给出问题的正确答案。⑤每次结束课堂前，由师

生、学生之间互评，学生自我评价，最后带教老师进行归纳总结，提出

改进建议与下次课堂要求 

1.3 观察指标 

（1）成绩评价。包括期末终结性考核成绩（60%）与平时形成性

考核成绩（40%），满分 100 分，由带教老师通过章节测试、考勤、实

验课测评给出分数，得分越高，考核成绩越好。（2）综合能力评估。为

所有学生提供教学评估表，内容包括学习兴趣、自学能力、团队协作能

力、分析解决问题能力、批判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每项划分为很

好、好、一般、待改进、较差 5 档，每档 5 分，每项共 25 分，得分与

学生能力成正比。（3）满意度。采用我院自制的实习生带教满意度调查

问卷调查，每项分为非常满意、满意和不满意 3 个项目，满分 100 分，

非常满意：满意度＞90 分；满意：60-90 分；不满意：＜60 分。 

1.4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均采用 SPSS23.0 软件分析，无序分类资料以率（%）表示，

并实施 X2 检验；数值变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sx ± ）表示，实施

t 检验，检验标准：P<0.05。 

2 结果 

2.1 成绩评价 

观察组成绩优良率为 91.11%，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78.89%（P<0.05），

详见表 1： 

表 1  成绩评价对比[n(%)] 

组别 例数 优（85-100 分） 良（75-84 分） 中（60-74 分） 差（＜60 分） 成绩优良率 

观察组 90 50（55.56） 32（35.56） 6（6.67） 2（2.22） 82（91.11） 

对照组 90 33（36.67） 38（42.22） 11（12.22） 8（8.89） 71（78.89） 

X2 / / / / / 5.272 

P / / / / / 0.022 

2.2 综合能力评估 观察组综合能力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详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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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能力问卷评估对比（ sx ± ，分） 

组别 例数 学习兴趣 自学能力 团队协作能力 分析解决问题能力 临床思维能力 语言表达能力 

观察组 90 24.95±3.76 23.08±4.12 22.45±3.86 23.89±3.65 23.43±4.16 22.51±3.63 

对照组 90 18.44±3.58 17.96±4.10 15.79±3.74 18.62±3.48 17.02±4.13 16.89±3.54 

t / 11.896 8.357 11.756 9.914 10.374 10.515 

P /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3 满意度 

观察组学生对教学的满意度为 96.67%，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88.89%

（P<0.05），详见表 3： 

表 3  满意度对比[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不满意 

观察组 90 51（56.67） 36（40.00） 3（3.33） 87（96.67） 

对照组 90 38（42.22） 42（46.67） 10（11.11） 80（88.89） 

X2 / / / / 4.063 

P / / / / 0.044 

3 讨论 

生物化学检验作为医学生必修的基础课之一，包含了临床、预防、

科学研究等多方面专业知识，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由于生物化学是从

微观分子的角度出发来揭示生命现象的，故其具有知识抽象、联系性、

逻辑性强、范围广等特点，理解记忆与学习难度较大[4]。加之当前我国

社会发展快速，生物化学理论与技术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导致教

材越来越厚，涉及内容越来越多，而我国教育课程体系也经历了较大改

革，教学课时不断缩减。因此，如何在较短课时内提高学生对于生物化

学检验技术知识的掌握程度，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与能力，更好地服务

于社会医疗体系，是目前医学教学领域亟待解决的新问题[5]。 

目前生物化学检验课程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以教师为主体，虽传

授知识精准，容易实现教学目标，但理论性较强，内容抽象，学生课堂

被动学习，对课程兴趣及课堂参与度较低，难以激发出学生的学习兴趣，

导致其融会贯通与创新思维能力提高幅度不高等；同时授课教师对学生

知识掌握程度的把控较弱，教学调整容易滞后[6]。基于雨课堂的 LBL 教

学模式中，交织了互联网支持、论坛活动、大规模人群参与、作业练习

等诸多因素，伴随着我国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学校网络的普及，

基于雨课堂的 LBL 教学模式迅速成为了各学科教学研究的重点模式，

由教师通过弹题、提问等方式带动学生积极参与课堂，促进学生主动学

习，通过微信可对课前、课中、课后三个阶段的学习内容与进度进行把

控，有助于全面与准确了解学生对于所学知识的理解程度，及时解答与

梳理较难点与易错点，提高教学效果[7]。PBL 教学作为一种临床上常用

到的带教模式，已在欧美、澳洲及日本等多个发达国家院校中得到广泛

运用，近年来随着我国教学改革的推进，国内各大医学院校纷纷开展

PBL 相关教学[8]。其在实施中以学生为主体，以案例问题为基础，以带

教老师为引导，由教师提出相关的若干学习问题或案例，引导学生以小

组形式围绕案例借助资料检索工具查询资料，并提出、发现、解决问题，

有效地调动实习生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实践能力及团队合

作精神。国内外诸多教学研究显示，PBL 教学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

是其课程容量小，不适合大班上课，在传授知识完整性方面不及 LBL

教学[9-10]。本研究中融合了雨课堂、LBL 及 PBL 混合型教学法，结果显

示，观察组成绩优良率为 91.11%，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78.89%（P<0.05）；

观察组综合能力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提示实施混合式教

学模式可明显提高学生教学成绩，培养综合学习能力，提高教学质量和

教学效果。对其原因进行分析：混合型教学可促使三种教学模式取长补

短，从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转变，引导学生开展问题式学习、

小组合作式学习，由学生依据自己自己需要灵活选择每节课学习时间与

进度，有利于其在宽松的环境下开展积极活跃的思维活动，实现了自主

学习，从以传授知识转为培养综合能力与素质，无论是教学方式或教学

思路均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教学的不足之处，

改变了学生传统的听教学习模式，可以更好地满足学科发展需求，适应

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发展要求，更有利于培养高素质应用型医学检验技术

人才。此外，混合型教学开展了临床案例为基础见面课程中或小组自由

讨论、提前预习等，促使学生在面对临床案例时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解

释疾病发生发展机理，该过程中使学生身临其境，有直观、感性的认识，

增加了学生参与学习的趣味性，培养了临床思维与科学思维，对于教学

内容与教师的满意度提高。本研究显示，观察组学生对教学的满意度为

96.67%，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88.89%（P<0.05）。提示混合型教学法学生

满意度较高，普遍认同混合型教学法对于促进学生自主学习与综合素质

能力的意义。 

综上所述，在临床生物化学检验技术教学中应用混合式教学模式，

可显著提高教学质量，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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