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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内科作为内科学的一个重要学科，专业性

极强，涉及到血液流变学、免疫学、细胞遗传学、生

物化学等多门基础学科的知识，内容涵盖面广。受

到血液系统恶性疾病发病率低、专业知识抽象等因

素影响，传统的教学方法因受到课时数及教学方法

的限制，以及教师在备课及授课过程中很难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覆盖所有知识点，导致同学在学习时对

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有很大难度，学生在期末考试及

以后相关医学考试中血液系统知识丢分严重，影响

整体成绩。

教学质量是教学之本，而教学质量取决于教学

的方法和内容[1，2]。长期以来，血液科医生不断探索

新的教学方法，近年来翻转课堂[3，4]与思维导图[5]都

是国内外教师非常认可和好评的教学模式，也使很

多学生受益。翻转课堂又叫颠倒教室[6]，是把教学

中课堂上和课堂下的功能进行翻转，即要求学生在

课前通过观看教学视频，弄懂课程内容，将问题和

思考带到课堂上的一种理论教学方法。思维导图

是是托尼·博赞发明的，有著名的记忆之父、英国脑

力开发专家的称号，其作用在于提高人脑的使用效

率，其能放射性、有效图形的表达思维，在教育中的

应用始于上世纪60年代[7，8]。思维导图是运用图文

并重的技巧，把复杂的知识内容变成一幅脉络清晰

的图画，将知识点系统化、完整化、清晰化、条理化

的通过图形呈现出来。但目前临床医学各学科中，

尚无将翻转课堂与思维导图教学模式相结合的文

献报道。本实验采用翻转课堂结合思维导图的教

学模式，拟在充分调动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把

枯燥难懂的血液系统知识运用视频和图形的形式

展现出来，以观察翻转课堂结合思维导图教学模式

下学生对血液系统知识掌握的情况，并与传统教学

模式相比较，评价有无差异。

1 研究内容

本实验选取40名内蒙古医科大学2016级临床

本科生内科血液系统章节的授课学生为研究对象，

实验将理论课学生随机为分两组，即实验组和对照

组，每组各20人。对照组学生采用传统教学模式，

即由教师课堂讲解，课后布置习题复习巩固。实验

组采取翻转课堂结合思维导图的教学模式，根据考

试成绩评估教学效果。实验组课前均先与学生沟

通教学要求及课程设计，征得学生同意后入组。

1.1 翻转课堂

1.1.1 制作微视频 微视频的制作主要侧重本章节

知识点的重点知识和难点内容，采取将患者现场录

制、Flash动画演示、PPT展示等结合起来，制作15~

20min的微视频。

1.1.2 课前思考题 教师课前10天将教学视频、讲

义及3~5个思考题发给学生，提醒学生带着问题去

看视频及学习讲义。

1.1.3 课前分组 授课前先对学生进行分组，3~5人

一组，选出组长，授课教师根据教学内容给每个小

组分配相应的学习任务和议题，由组长负责监督任

务完成情况并及时向老师反馈。学生可以根据任

务自己去查找资料，由点及面，逐步通过阅览和思

考形成答案。

1.1.4 在线互动 在翻转课堂实施过程中，网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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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平台全程开放，授课教师随时在线，学生可以反

复观看微视频和教学讲义，学生如有不理解的地

方，可以自行查找资料外，也可随时通过邮件向老

师提问，或者通过微信平台向老师提问，也可以通

过微信群与全班同学和老师一起沟通交流。

1.2 授课环节和课堂交流

通过课前观看微视频及讲义，完成思考题后，

学生大部分知识都已掌握，大部分问题都已解决。

在课上有限的时间内，教师将进一步拓展教学重点

及难点，对知识点进行总结。学生可以继续提问，

教师也可将较疑难的问题再次进行深入讲解，达到

学生知识点全面掌握。

1.3 绘制思维导图

通过课前及课堂的学习，学生已基本掌握了本

章节的知识，布置学生在课后对所学知识绘制思维

导图，并将每位学生的思维导图在网络平台或者全

班微信群进行展示，让学生们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最后由老师做出点评。

1.4 对学习效果的考核

考核目标包括各个章节教学结束后进行相应

内容的测试成绩，以及全部章节学习结束后的考试

成绩，题目均为客观选择题占60%，主观题占40%，

每次试卷均为满分100分，最后以每个学生所有考

试成绩的平均分为最后得分。

1.5 研究方法

采用SPSS 17.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数

资料用百分率表示，比较采用卡方检验；计量资料

用均数±标准差表示，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

检验水准为α=0.05，采用双侧检验。对两组测试成

绩的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共纳入实验组学生20例，对照组学生20例。其

中实验组男性10例，女性10例，平均年龄（21±0.7）

岁；对照组男性9例，女性11例，平均年龄（21.1±0.7）

岁，两组间年龄、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1）。

把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的各章节测试成绩和

全部章节结束后考试成绩取平均分，实验组学生的

平均成绩为 88.93 分，对照组学生的平均成绩为

79.76分。实验结果为，较对照组相比，实验组的学

生成绩明显高，这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2）。

3 讨论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经济能力的提高，现代

化的教学手段层出不穷，各学科互联网上的线上课

程也品种繁多，但线上课程质量、全面性及规范性

尚有不足之处。正是既往线上课程的经验积累，以

及互联网微信的大量普及，使我国数千万学生在

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肆虐的情况下，还能在

各个院校的有序组织下，学生能在家中正常有序的

开展相应的课程，顺利完成学业。在这样的特殊时

期，互联网线上教育体现了极大的优势，但也对我

们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加突出了网络教学的

重要性[9，10]。

血液系统疾病在大学本科生学习过程中，存在

课时少、课程难度大、理解困难等诸多问题，使很多

学生对血液系统知识掌握不牢固甚至放弃本章节

学习，以致知识有盲区。目前手机及微信得到了广

泛普及，翻转课堂结合思维导图的教学模式让每位

代课教师及学生都能参与并独立完成，不拘泥教学

场所及课堂时间的限制，可以随时重放微视频及随

时线上答疑，学生能随时学习及提问。本实验把理

论课的课前、课上和课后串联起来，即通过微视频

的直观生动的形式将重点及难点课前展示给学生，

结合教学讲义及课前思考题，让学生通过看视频、

读讲义及查找问题的方法将知识理解和消化；课上

教师和学生进行互动，答疑解惑，使学生深刻理解

所学知识；在下课以后，采用思维导图的方式，使难

懂的知识明朗化、碎片的知识完整化，最后将复杂

的内容变成一幅脉络清晰的图画，达到知识的全面

表1 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实验组

对照组

检验值

P 值

n

20

20

-

-

年龄
（x±s，岁）

21±0.7

21.1±0.7

t = 0.309

0.796

性别（n，%）

男

10（50.0）

9（45.0）

χ2=0.100

0.752

女

10（50.0）

11（55.0）

表2 实验组和对照组学生主客观题成绩和考试总成绩比较

组别

实验组

对照组

检验值

P值

n

20

20

-

-

客观题
（x±s, 分）

31.9±2.7

30.9±2.2

1.343

0.187

主观题
（x±s, 分）

54.5±2.4

50.3±1.8

6.340

< 0.0001*

总成绩
（x±s, 分）

86.4±3.3

81.1±3.4

5.014

< 0.0001*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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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其中实验组学生20例，对照组学生20例。

其中实验组男性10例，女性10例，平均年龄（21±

0.7）岁；对照组男性 9 例，女性 11 例，平均年龄

（21.1±0.7）岁，两组间年龄、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考核成绩分为各章节测试成绩和全部章节结

束后考试成绩，每份试卷均包含主观题40分，客观

题60分，总分100分，取各章节测试成绩和全部章

节结束后考试成绩平均分作为每个学生的最终得

分，再将实验组及对照组学生的最终得分取平均分

作为各组学生的总平均成绩，得分包括客观题平均

分、主观题平均分及总分平均分三部分。实验组总

分平均分为（86.4±3.3）分，对照组总分平均分为

（81.1±3.4）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客观

题两组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主观题两组

间比较，实验组为（54.5±2.4）分，对照组为（50.3±

1.8）分，两组间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实验结果显示实验组学生的最后总成绩及主

观题平均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说明翻转课堂结合思维导图的教学模式明显优于

传统教学模式，尤其是对于理解记忆能力更强的主

观题优势更显著，明显提高学生的知识掌握能力及

学习成绩，也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提高学

生学习的兴趣，督促学生将既往学习过的基础课程

进行复习并加深印象。

总之，教师队伍的建设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

环节，对于教师而言，通过微视频的拍摄，可以进一

步加强教师对重点知识及难点知识的理解及升华，

最终浓缩为15~20min视频，呈现给学生。同时将讲

义发给学生也督促带教老师做好讲义，提高教案水

平。学生带着问题走进课堂，督促教师认真备课，

将知识融会贯通，并全面深刻理解，以备随时课前

线下答疑及课上答疑。对于学生而言，学习以视频

教学为始，以图形总结为终的，将枯燥难懂的被动

学习转化为轻松有趣的主动学习。通过两种方法

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不仅能提高教师队伍的教课水

平及教案质量，还能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成

绩，达到教学相长，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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