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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改革

混合式教学模式在生理学课程中的探索与实践

赵 禹,郜 原,张全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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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理学是生物技术、动物科学、动物医学等专业的必修课。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对生理学

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进行探索与实践。通过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教师对学生学习过程的掌握更

加精确,课程考核手段更加多样。数字化教育过程提高了学生学习兴趣、学习动机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能够提升学习效果、课程成绩和学生的综合能力,为其他课程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提供了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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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Physiology
 

i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biotechnology,animal
 

science,animal
 

medicine
 

and
 

other
 

majors.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the
 

blended
 

teaching
 

of
 

physiology
 

courses
 

is
 

explored
 

and
 

practiced.Teachers
 

have
 

a
 

more
 

accurate
 

grasp
 

of
 

students'
 

learning
 

processes,and
 

the
 

curriculum
 

assessment
 

methods
 

are
 

more
 

diverse
 

through
 

the
 

im-

plementation
 

of
 

the
 

blended
 

teaching.The
 

digitization
 

of
 

education
 

has
 

been
 

shown
 

to
 

enhance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moti-
vation,and

 

problem-solving
 

abilities,thereby
 

improving
 

learning
 

outcomes,academic
 

performance,and
 

overall
 

student
 

capabili-
ties.

 

Furthermore,it
 

provides
 

valuable
 

insights
 

for
 

the
 

reform
 

of
 

blended
 

learning
 

models
 

in
 

other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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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理学是高等院校生物类、医学类相关专业的

专业基础课,是研究正常有机体机能活动或生命活

动规律的一门科学[1]。通过学习机体细胞的基本功

能、血液和血液循环系统、呼吸系统、消化与吸收、能
量代谢与体温调节、排泄系统、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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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等内容,阐明机体活动的过程、发生的原理和条件

以及体内外环境对它们的影响等,从而认识和掌握

生命活动的规律,保护人类健康和动物资源,促进畜

牧业和医学的发展。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的进步,高等

教育的教学方式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当今时代不仅

要求学习者熟练掌握理论知识,同时还需要具备较

高的综合能力和专业技能以面对激烈的竞争。无处

不在的数字技术,越来越便捷的信息传递方式,日益

多样化的学生群体,以及终身学习的需要,使得学习

者对更加灵活的学习环境的需求不断增加。传统教

学过程中,学生、老师必须一同在课堂当中,一旦出

现一些特殊情况或突发事件,教学过程不得不中断。



同时,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扮演主角,学生参与度较

低,对于不同层次的学生,学习效果存在很大差异。
因此,面对日新月异的信息化浪潮,传统的面授教学

方式亟待改进和提升。

  随着“互联网+教育”理论和个性教学法的提出

和不断实践,教学过程的组织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基于互联网的虚拟课堂、自主学习、互动研讨、
在线课程等多种个性化教学模式结合的混合式教学

(blended
 

learning)得到广泛应用[2-3],诸多高校已建

成一批精品在线课程和网络教学平台,有效提高了

教学质量和学生参与度[4-6]。混合式教学适用于多

种情境的学习,使得学生学习知识的选择性更多、互
动性更强、积极性更高[7]。因此,基于混合式教学的

诸多优点,为提升本校生理学教学质量,本教研室针

对承担生理学课程教学任务的本科教学班级,引入

了混合式教学模式,对实施几年来的效果和教学经

验进行总结,为进一步提升生理学以及其他课程教

学质量提供参考和依据。

1 混合式教学模式的体系构建

1.1 网络教学综合平台

  我校于2018年建立了THEOL网络教学综合

平台,任课教师可在该平台上建立自己的课程,实现

在线学习管理[8]。本教研室通过该平台在生理学课

程中设置了课程通知、课程资源、课程活动等不同模

块,以期加强师生互动和改变学生获取知识的方式。
课程通知模块包含本领域相关前沿进展、生理学热

点话题、生理学小实验等多种音频、视频、网络博文,
以及课前一周设置的复习小测验和预习小测验。引

导学生巩固上一节已学内容,并初步掌握学生对下

一节内容的了解程度。课程资源模块包含课程介

绍、教学大纲、教学日历、课件、网络教学视频,学生

可根据自身情况自主选择学习时间和学习内容,根
据知识点掌握情况对学习内容进行巩固和加强。课

程活动模块包含课程作业、答疑讨论、播课单元、在
线测试、课程问卷、常见问题、研究性教学、试题试卷

库等。课程活动模块各环节可以加强学生与老师之

间的互动,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思考过程和自主学

习能力。该网络教学平台同时支持网页端和手机、
平板等移动终端,便于学生利用课余或碎片化时间

进行个性化的自主学习或增强师生之间的互动

交流。

1.2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生理学是一门通过观察和实验,研究生命活动

规律和调节机制的实验性学科。通过实验,可以提

高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加深对生理学理论知识的

理解。能否灵活地将理论知识用于实验现象的分

析,是评价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指标之一。本教研

室在生理学实验教学中引入了泰盟虚拟仿真实验教

学系统,该系统包含多个生理学实验教学共享内容

对象参考模 型(sharable
 

content
 

object
 

reference
 

model,SCORM)课件,例如消化道平滑肌的生理特

性、影响尿液生成的因素、胃肠运动观察、去大脑僵

直、家兔血压调节、血液凝固及其影响因素、家兔呼

吸运动的调节等。这些课件涵盖血液循环系统、呼
吸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

等,可以完全覆盖教学大纲上的知识点。每个实验

单元包括原理介绍、案例导入、虚拟仿真实验模拟操

作。通过该系统,学生可以在实际动手操作之前,了
解实验所需的仪器设备和药品,观看演示视频,在线

上进行虚拟仿真实验操作。虚拟仿真实验根据实验

数据可实现实时反演,通过对相关参数的自行调节,
学生以数值变化或三维动画的形式直观、生动地观

察和分析实验过程。在仿真实验过程中完成测试

题,可生成完整的实验报告,最终形成对学生完成度

的评价。通过该系统的沉浸式体验教学,可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学习动机和积极性,提升

学习能力,提高教学质量。

1.3 网络资源的挖掘与利用

  根据2022年8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

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6月,我国互联网网

民数量超过10.51亿,互联网普及率超过七成,人均

每日上网时长超过4小时。这其中,手机上网用户

比例达99.6%,短视频用户规模达9.62亿[9]。调

查显示,相比学生直接向老师提问,目前绝大多数学

生更倾向于使用搜索引擎在网络上查找资料,网络

上的诸多论坛、视频、博客、公众号逐渐成为学生课

下获取知识的重要来源。鉴于此,本教研室在国家

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中国大学 MOOC(慕课)、
超星名师讲坛、学习强国等众多网络平台中搜集与

教学大纲相关的生理学相关资料,并在每一节课后

及时推送给学生相关链接,引导学生充分利用课后

空余的上网时间进行学习。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

通过学术监督为学生提供网络信息,并整合到生理

学教学计划中的混合式学习方法,是推动“互联网+
教育”理论的有效实践。基于互联网平台的自主学

习、自由拓展的教学方式,对提升学生学习成效具有

巨大的潜力。

1.4 课程考评体系优化

  本教研室之前的生理学课程成绩评定方式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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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主要通过期中成绩、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

绩分别按照20%、20%和60%的比例得出学生的最

终成绩。这种评价方式并不能对学生实际的知识点

掌握程度进行准确评定,因为该方式期末考试成绩

占比较高,学生普遍采取考前突击的方式应对考试,
实际并未真正掌握所学知识。生理学作为生物学、
医学各科的骨干课程,对该课程的掌握程度,会直接

影响后续各专业课的理解和应用。同时,该评价方

式缺乏教学过程中学生与老师之间的互动和讨论,
不能及时得到相应的教学反馈。混合式教学相比传

统教学,学习过程、学习方式、学习情境、学习资源更

加多样化。因此,使用混合式教学方法时,需要建立

适合的考评体系。本教研室将学生期末总成绩设置

为过程性考核和期末考试两部分,其中过程性考核

成绩所占比例为60%,期末考试成绩所占比例为

40%。过 程 性 考 核 成 绩 主 要 来 源 于 在 线 测 试

(20%)、课程作业(20%)、答疑讨论(20%)、线下线

上考勤(15%)和播客单元学习进度(15%),剩余

10%通过课程组推送的网络视频学习时长来评定。
答疑讨论、课程问卷等互动环节不计算成绩,直接在

教学平台上根据活跃度给予相应点评,以此评估教

学成效和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过程性考核可以及时

反馈教学过程各环节中存在的问题,相比传统教学,
可更加充分训练学生的自我学习、主动思考的能力,
有利于学生养成终生学习的习惯。同时,过程性考

核中主观和客观相结合的评价方式,可以更加准确

地反映学生成绩。实验课成绩进行单独考评,最终

评定成绩主要包括虚拟仿真实验成绩(15%)、线上

课件学习(15%)、线上测试(10%)、线上实验报告

(15%)、线 下 实 验 操 作 (20%)、线 下 实 验 报 告

(20%)、考勤(5%)。实验成绩总的评定方针是偏重

学生学习过程的监督和管理。

2 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实践与成效分析

2.1 教学对象

  选取2022级、2023级生物技术专业学生为研

究对象,各年级分别设置一班、二班2个教学班级,
每班的学生均为在同级生中随机抽取产生,共计4
个班级。每个班级的人数大致相当,约35人左右。
其中每个年级的1班设置为实验组,采用混合式教

学模式,2班作为对照组,采用常规的面对面教学方

式。4个教学班的生理学教学所采用的教材、教学

大纲、教学日历均一致,并且为本教研室同一教师进

行授课。

2.2 教学过程

  采用混合式教学方式的班级,教师按照教学大

纲的要求,每学期开课前提前将相应的课件、微课视

频、教学大纲等可用于自主学习的课程资源上传至

THEOL网络教学综合平台。将学生名单导入教学

平台,以便后续和学生互动并掌握每个学生的学习

进度。在每个章节教学之前,在教学平台发布课程

通知,引导学生提前预习并提出问题。课堂教学前

利用2~3
 

min在手机上进行小测试,了解学生对上

一节内容的掌握情况,督促自主学习。之后通过多

媒体课件进行课堂教学,每一节课后在网络教学综

合平台开放课程活动,发布课程在线作业,提醒学生

及时完成并提交,适时发布答案,同时推送其他平台

相关的课程学习视频,推荐学生浏览。教师预先将

班级学生以5~6人进行分组,在线上答题讨论板块

设置话题和科学问题,每个小组对感兴趣的话题或

问题进行讨论并形成组内意见,组间之间也可互动

交流和批判性讨论,引导学生主动思考和查阅资料,
扩展思维发散能力,教师及时解答学生线上的讨论

和提问。

2.3 教学效果
 

  经过两年4个教学班级的教学实践,2022级1
班的最终理论课成绩显著高于2022级2班(P<
0.01),两个班级平均成绩分别为74.3±9.7、66.1±
12.7(平均值±标准差)。2023级1班的理论课成

绩同样显著高于2023级2班(P<0.05),其成绩分

别为79.3±8.7、72.8±13.3(图1)。同时,比较了

4个班级其他科目的成绩分布,显示没有明显统计

学差异,表明各班学生的学习状态具有一定的可比

性。不管从及格率还是优秀率来看,采用混合式教

学模式的人数普遍比常规教学法的要多。在生理学

实验课方面,通过引入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和优化实

图1 2022~2023级生理学教学班级成绩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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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考评方式后,学生实验操作的动手能力明显增强,
各项实验的重现性显著提高。因此,混合式教学法

可以显著提升学习效果和教学质量。

  THEOL网络教学综合平台的学习分析模块可

以在后台即时显示学生的平台使用情况,包括每个

学生的登录次数、登录时长、登陆时间、每个模块的

详细学习记录等信息。这些学习记录有可有效帮助

教师真实地了解每个学生的学习状态和学习进度,
及时掌握教学重点和难点,做到有的放矢。通过对

使用混合式教学方式的两个班级(2022-1、2023-
1)的线上平台使用情况分析表明,学生平均每学期

生理学课程在线平台使用时间可到6~8
 

h,最长的

可达24
 

h。其中学生在课程资源模块所投入的时

间较多,课程互动方面也有较高的活跃度(表1)。
表明网络教学综合平台可以极大地满足不同学生的

个性化学习需求,有效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促进

学习的深度和广度。

表1 
 

线上平台学生参与度分析

Table
 

1 Analysis
 

of
 

student
 

engagement
 

on
 

online
 

platforms

模块 参与度指标
平均值±标准差

2022-1 2023-1

课程通知

阅读课程通知数(次) 50±17 55±15

参与课程问卷调查数(次) 10±3 12±4

发表话题数(次) 40±14 38±16

课程资源

阅读教学资源数(次) 48±27 53±30

阅读试题数(次) 30±17 38±20

进入研究型教学主题数(次) 13±4 17±6

学习播课视频时长(分钟) 174±189 229±105

学习播课视频数(次) 20±11 23±15

课程活动

上交课程作业数(次) 10±0 10±0

学习笔记数(次) 14±9 16±1

提交问题数(次) 22±11 30±15

提交在线测试数(次) 30±0 30±0

课程讨论区发文数(次) 33±17 40±21

其他平台视频观看数(次) 22±9 25±11

课程统计
进入课程数(次) 28±13 33±16

在线时长(分钟) 380±302 507±285

  通过学期末的课程问卷调查,采用混合式教学

的2022和2023级两个班级共75名学生中,有

95%的学生对混合式教学非常满意或较满意,90%
的学生认为混合式教学对提高学习成绩非常有效或

较有效,82%的学生认为在线教学资源非常丰富或

比较丰富,85%的学生认为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相比

传统实验课讲授更为有趣,64%的学生对课程组定

向推送的网络学习平台相关链接表示有用。从问卷

调查的反馈来看,学生们比较喜爱混合式教学方法

的主要原因在于便利的学习方式、丰富的教学资源

和快捷的师生交流渠道。对于老师而言,及时的教

学反馈和高频的教学互动可有效提高教学质量,同
时在帮助学生解答疑问时,也促使教师不间断的思

考和学习,从而不断提高教学水平。

3 讨 论

  混合式教学模式的课程设计与实践表明,该模

式下学生的课程通过率更高、学习兴趣更强、综合能

力提升更快[10]。与传统教学方式相比,学生学习的

主观能动性、自我表达能力、合作学习能力均有明显

提升,可有效促进知识的获得和保持[11]。多项教学

研究证明,大学生更喜欢在具有视听资源的平台上

就学习主题进行头脑风暴,然后通过课本或网络平

台进行自主学习,最后通过课堂教学或讨论交流对

知识进行理解和消化[12]。因此,只有充分发挥传统

课堂教学与传统在线教学二者的优势,才能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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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教学效果。本教研室基于“互联网+教育”理论

的提出与不断实践,在本校的生理学教学中构建起

了“线上、线下”、“课上、课下”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方

法。这种教学方式使学生的生理学学习过程更加自

主化、智慧化和个性化,即使面对新冠疫情等突发情

况影响,也可实现“停课不停学、停课不停教”。混合

式教学课程建设和应用不仅提高了生理学理论课程

的教学质量与效果,线上线下的融合方式对生理学

实验课程的教学效果也具有极大地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本教研室在生理学课程混合式教学

改革过程中,不断完善和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

教学方法和理念,数据化和信息化的管理使得教师

对学生学习过程的掌握更加精确,课程考核手段更

加多样。数字化教育过程使学生学习兴趣不断增

加,学习效率不断提高。未来,教育模式必然朝着校

内校外联通、线上线下互联的方向发展[13]。今后的

混合式教学模式对优质数字化资源需求将会急剧增

加,教学管理将逐步向教学数据管理转变,以不断满

足日益增长的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伴随教育数字

化转型,今后的生理学课程混合式教学实践需要朝

着教学内容多样化、教学供给单元碎片化、教学供给

方式空间化的方向发展,不断加强教育供给侧改革,
将智慧校园建设与课程数字化建设紧密联合,促进

高校教育教学改革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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