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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对提高临床医学

本科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作用

马善峰,贾摇 强,杨摇 锐,关宿东

[摘要]目的:探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对临床医学本科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影响。 方法:选取五年制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 60
名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30 名。 对照组接受传统方式的授课,观察组接受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授课。
课程结束后,采用通用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检测表(中国版)对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评价 2 组教学效果。 结果:观察组学生的系

统能力和综合能力评分均优于对照组(P < 0. 01 和 P < 0. 05),2 组探求力、想象力、自信力、求知力、认知力评分和量表总分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结论: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有利于临床医学本科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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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l on improving the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of clinical medical undergraduates

MA Shan鄄feng,JIA Qiang,YANG Rui,GUAN Su鄄dong
(Department of Physiology,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the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l on the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of clinical medical
undergraduates. Methods:Sixty clinical medical undergraduat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n = 30) and observation
group(n = 30). The control group was taught with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way,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aught with the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l. At the end of the course,two groups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general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scale(Chinese
version),and the teaching effects in two groups were evaluated. Results:The scores of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abilitie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 0. 01 and P < 0. 05). The differences of the scores of search,imagination,
self鄄confidence,knowledge,cognition,and total score of the scale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Conclusions:The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l can improve the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of clinical medical undergraduates.
[Key words]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l;undergraduate education;clinical medicine;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摇 摇 2008 年,我国教育部、卫生部颁布《本科医学教

育标准———临床医学专业(试行)》 (教高[2008]9
号文件),其中明确指出,“具有科学态度、创新和分

析批判精神冶是本科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应当达到

的基本要求之一。 目前我校在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

教学中,主要应用传统的课堂授课方式,以教师讲授

为主,重在传授专业知识,对于本科生学习能力的培

养和人文素质的提升重视不够,大多医学生的批判

性思维能 力 仍 然 偏 低[1]。 翻 转 课 堂 教 学 模 式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l,FCM)要求学生在

课前完成知识的学习,在课堂上完成师生之间和学

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学习,从而达到更好的教育效

果,达到知识内化的结果[2]。 在此过程中,通过学

生的主动思考,能够对所学理论知识进行自我判断,
继而做出合理决策,形成批判性思维的认知能力,从
而达到大学临床医学本科生教育的目标。 我们将

FCM 应用于《生理学》教学,探讨其对临床医学专业

本科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影响。 现作报道。

1摇 对象与方法

1. 1摇 研究对象摇 选取我校五年制 2015 级临床医学

专业本科生 60 名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

观察组,各 30 名。 其中对照组男 14 名,女 16 名,年
龄 19 ~ 20 岁;观察组男 16 名,女 14 名,年龄 19 ~ 20
岁。 2 组学生的一般资料及干预前批判性思维能力

均具有可比性。
1. 2摇 教学方法 摇 在《生理学》 (朱大年主编,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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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人民卫生出版社)课程教学中,对照组授课教师

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采取传统的课堂讲授法进行

授课。 观察组采用 FCM 教学方法。 (1)课前:授课

教师首先对 FCM 的概念、原理和方法进行自主研

修;随后教师围绕 FCM 的基本理念、教学目的和意

义开展讲座,对学生进行辅导,与学生充分交流,使
学生事先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教师收集有关的课程

资源和信息后,将学习资料、学习任务归纳整理并发

放给学生。 (2)课中:通过发放测试题,对学生的自

学效果进行随机测试,并针对部分试题进行课堂讨

论;给学生提供一定的案例,结合课前的资料和课

件,引导学生完成教学内容的梳理和理解。 (3)课

后:及时总结此次 FCM 教学设计的成功经验,针对

其中的不足之处,在后续的教学设计和安排中不断

纠正和调整,优化教学方案,发挥 FCM 的最大优势。
1. 3摇 评价指标摇 课程结束后,采用通用的批判性思

维 能 力 检 测 表 ( 中 国 版 ) ( Critical Thinking
Dispositiong Inventory鄄Chinese Version,CTDI鄄CV) 对

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从探求力、想象力、综合能力、系
统能力、自信力、求知力和认知力 7 个方面进行综合

考查,每个方面包括 10 个项目,共计 70 个项目。 其

中正性项目 30 个,负性项目 40 个。 应用 6 分制

Likert 评分法,每个项目从“非常满意冶到“非常不满

意冶分别记 6 ~ 1 分,评分越高表示批判性思维能力

越强。 CTDI鄄CV 总分为 70 ~ 420 分,总分 < 210 分

表示负性批判性思维能力,总分 210 ~ 280 分表示批

判性思维能力中等,总分 > 280 分表示正性批判性

思维能力。 此次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60 份,回收有

效问卷 60 份,有效回收率为 100% 。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或 t忆)检验。

2摇 结果

摇 摇 观察组学生的系统能力和综合能力评分均优于

对照组(P < 0. 01 和 P < 0. 05),2 组探求力、想象

力、自信力、求知力、认知力评分和 CTDI鄄CV 量表总

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见表 1)。

表 1摇 2 组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比较(x 依 s;分)

分组 n 探求力 想象力 综合能力 系统能力 自信力 求知力 认知力 总分

观察组 30 37. 62 依 7. 31 43. 64 依 7. 34 42. 36 依 4. 52 41. 43 依 4. 16 42. 97 依 6. 89 41. 79 依 6. 99 43. 58 依 5. 82 293. 39 依 36. 53

对照组 30 35. 71 依 6. 45 41. 63 依 6. 69 39. 68 依 7. 65 37. 36 依 5. 86 39. 67 依 6. 94 40. 78 依 6. 67 41. 32 依 6. 01 276. 15 依 32. 16

t — 1. 07 1. 11 1. 65* 3. 1 1. 85 0. 57 1. 48 1. 94

P — >0. 05 > 0. 05 < 0. 05 < 0. 01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摇 摇 *示 t忆值

3摇 讨论

摇 摇 受中国传统教学方式文化的熏陶,讲授式教学

方法贯穿我国中小学和高等教育。 传统教学方法重

视知识传授,而对批判性思考重视不足,课堂教学和

学生评价往往注重学生对于知识的记忆和把握程

度,因此,学生获取的知识常常是孤立的、僵硬的和

教条化的,忽视了对学生各种能力的培养,比如对所

学知识的判断力、事后的自我反思能力、对知识的重

构能力和应用能力等。 虽然表面上学生似乎掌握了

许多知识,但是却很少了解和关心这些知识是什么

特殊背景下产生的、如何获取的、其内涵和外延如

何,很少思辩该知识的实际应用,更谈不上知识

创新。
目前我国高校的临床医学本科教育强调专业理

论知识的把握和临床技能的训练,注重学生的知识

学习,忽视了终身学习、团队合作、沟通等诸多能力

的培养,导致医学生岗位胜任力明显不足,毕业后较

难适应社会需求。 实际上,高校临床医学专业教育

的任务并非简单传授现有的知识给学生,其最终目

的是要通过教师组织教学,学生共同参与教学活动,
通过培养批判性思维扩展新知识[2]。 注重加强医

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有助于提高我国高等

学校医学教育质量,是培养既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

又具有丰富的人文情怀的卓越临床医师的重要手

段。
FCM 作为一种全新的教学方法,更加符合人类

的认知规律,更加有利于学生与指导教师的互动互

学,有利于个体化沟通。 FCM 中,授课老师在课前

提前把许多有关的教学资源和教学目标提供给学

生,学生先运用这些资源认真进行自主式学习,在课

外已经初步完成知识的传授过程;在课堂上,学生运

用课外所学知识,通过积极与老师互动式交流,与同

学互助式协同学习,达到解决问题和共同学习的目

的,最终达到知识内化的结果[3]。 FCM 使得课上、
课下的时间得到了优化和充分的利用,由于学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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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已经学习视频、课件、文献等教学内容相关的资

料和信息,做到心中有数,因此课堂教学时间分配主

要以学生讨论为主,指导老师主要以引导为主,指导

老师可以和学生平等交流,引导学生积极参与,鼓励

学习被动的学生能够主动提出问题并参与同学之间

的交流,从而活跃课堂气氛,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FCM 不仅让学生学习到了知识,更得到了获取知识

的能力,有助于每位学生的个体思考能力和群体交

流沟通能力的提高;同时,也通过提供自主学习的机

会和环境,使人人参与到学习当中,获取个体化教

育,从而实现因材施教[4]。
本研究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与对照组比较,观察

组综合能力和系统能力评分均得到提高,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可能由于在传统讲授教学模式中,信息

流是单向的,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和课堂空间内,学生

只能被动接受教师讲授的信息,缺乏对教师信息和

书本知识的质疑,更没有机会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

方法。 而在 FCM 中,教师只是教学活动的引导者,
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动参与者和主体,学习兴趣得

到了提升,学生在提出和发现问题、分析推理、解决

问题的过程中,其批判性思维能力得到了训练和提

升。
综上,FCM 是一种有益的教学模式,有助于提

高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我们将

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这一模式,
并充分利用网络平台,逐步采用 FCM,增加学生学

习的灵活性和自主性,提高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以期培养出具备更高素质的医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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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中医药文化建设对医学院校药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助推作用

赵素容,张摇 配,李摇 娴,魏摇 芳,刘摇 浩

[摘要]目的:探讨校园中医药文化建设对高等医学院校药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影响。 方法:选取蚌埠医学院 2015 级药学专业 2
个本科班级为研究对象,其中药学 1 班 60 名学生为对照组,药学 2 班 60 名学生为观察组。 对照组学生按照学校的教学管理

和培养方案完成课业学习和专业实践;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中医药文化熏陶和参与相关活动。 比较 2 组学生中医药相

关专业课程的学习成绩,并通过问卷调查比较 2 组学生对中医药的认识、知识面与专业素养、考研或就业方向、专业认可度。
结果:观察组学生的中医药学概论、药用植物学与生药学课程成绩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 < 0. 01)。 问卷调查显示,观察组学生

对中医药的了解度、关注度、参与度均高于对照组(P < 0. 05 ~ P < 0. 01),对于中医药文化是否扩展知识面与提高专业素养,是
否看好药学专业发展前景,观察组学生的肯定率均高于对照组(P < 0. 01 和 P < 0. 05),2 组对于考研或毕业就业是否选择药

学专业的肯定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结论:校园中医药文化建设能促进药学专业本科生对中医药传统文化的了解

和认识,提高学生的知识面与专业素养、专业认可度,从而促进学业进步。
[关键词] 药学;人才培养;校园文化;中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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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校园文化是一种亚文化,是全体师生员工共同

创造并长期积淀而成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包
括环境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学术文化、活动文

化等方面,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1]。 校园文化通过熏陶、激励、心理调适等多种

功能,影响着学生的情感、情绪、行为规范和生活方

式[2]。 因此,校园文化是一种人才培养环境,潜移

默化地影响着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产生

和确立,对学生的成才和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中

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中医药本

质与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3],包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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