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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医学细胞生物学是现代医学的基础与支柱学科，是各门医学基础学科和临床医学学科的基础。医学细胞

生物学抽象概念多，知识点多，原理复杂，利用传统的教学方法较难提起学生学习兴趣和取得较好的教

学效果，本研究尝试建立一种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整体教学效果要好于对照组，

具有一定的可行性。线上线下相融合的医学细胞生物学课堂教学改革，通过实践探索，为医学细胞生物

学课程开展混合式教学积攒经验，提高了医学细胞生物学课堂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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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dical cell biology is the basic and pillar discipline of modern medicine, which is the foundation 
of various medical basic disciplines and clinical medicine disciplines. This study tries to establish 
a mixed online and offline golden class, an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teaching effect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hich has certain feasibility.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outcom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i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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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t is viable. The online and offline combined medical cell biology classroom teaching reform, 
through practical exploration, accumulates experience for the medical cell biology course to carry 
out mixed teaching, and improves the level of medical cell biology classroom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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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8 年 8 月，教育部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的通知提出，淘汰“水

课”打造“金课”，合理提升学业挑战度、增加课程难度、拓展课程深度，切实提高课程教学质量[1]。
2019 年 10 月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指出，全面提高课程建设

质量，提高课程建设的规划性、系统性，打造具有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的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

[2]。“金课”的特点是突出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学生高阶能力的培养。在第十一届“中国大学论坛”上，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提出“金课”的“两性一度”的评价标准：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与之

相对的“水课”也具备三个特性：低阶性、陈旧性和教师不用心。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教育家布卢姆(Bloom)
将认知过程分为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和创造共六个层次，前三个属于低阶层次的认知，后三

个属于高阶层次的认知[3]。所谓“高阶性”，就是知识能力素质的有机融合，要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

的综合能力和高级思维。所谓“创新性”，是指课程内容要反映前沿性和时代性，教学形式呈现先进性

和互动性，学习结果具有探究性和个性。所谓“挑战度”，是指课程有一定难度，需要跳一跳才能够得

着，对老师备课和学生课下有较高要求。相反，“水课”是低阶性、陈旧性和不用心的课[4]。因此，我

们要在“金课”中打造高阶课堂，即要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掌握高阶知识，形成高阶思维，发展高阶能

力。一流专业必须有一流课程，建设一流医学课程是卓越医生计划 2.0 的目标之一，也是一流人才培养

的核心要素，更是双一流建设的重中之重。时至今日，“金课”已经成为每一门本科课程的建设目标，

探索科学的建设路径是“金课”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5]。 
基于医学细胞生物学课程根据自身特征，我们预打造医学细胞生物学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在打造

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时以培养卓越、强化能力、突显学生和凸出重点作为教学理念，全面提升学生主动

学习能力、核心能力、评判性思维能力、人文关怀能力和专业能力。 

2. 研究内容 

教学模式是在一定教学思想和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较为稳定的教学活动框架和活动程序，它是为

完成教学目标和任务而实施的教学方法和形式的总称。每一种教学模式都是由多个要素有机组合构成的

整体，一般包括：理论依据、教学目标、教学程序、实现条件、教学评价。基于对这些要素的分析与解

构，医学细胞生物学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 

2.1. 理论依据 

混合式学习理论，即在教学中根据实际需要将传统课堂面授与网络在线学习相结合，在学习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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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与应用上，要做到在线课程资源与传统教育资源的结合应用，在教学互动上实现传统课堂互动与网

络教学互动的有效组合。利用多种学习活动，将学生由外部刺激和知识灌输的被动学习者转变为信息加

工的主体和知识的主动建构者，从而最大程度提高教学效果。本研究基于此理论来开展进行将线上线下

教学进行融合，来进行医学细胞生物学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的研究。 

2.2. 技术基础及实现条件 

基本条件是在线课程的建设，特别是课程资源的建设。对于在线平台或在线课程来说，其功能主要

体现在多种教学资源的整合以及丰富的教学互动和管理方面。本研究是在本教研室医学细胞生物学与医

学遗传学综合网络教学平台(https://www.yybio.tech/)和微信公众号(gh_5f7c240b8c52)上实现在线课程的

建设与应用，它能实现各种数字化教育资源的集成和发布、多种教学互动方式、教学测评和网络考试等，

它为教师的教学模式创新、学生的个性化及自主学习、课程资源共享等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支持。线下则

是传统的多媒体教学，利用多媒体教学平台进行教学内容的传授，并利用实验平台进行实验验证理论并

促进对理论的深层理解，因此本研究的线上线下条件均已经具备。 

2.3. 教学目标是关键要素 

它是对教学的基本导向和最终目的。该模式重在实现学生知识获取与应用能力的协同发展，通过在

线课程的支持以及教学中的任务、项目组织来培养学生自主探究与项目协作能力的提升。教学目标是指

教学活动实施的方向和预期达到的结果，教学目标的定位对学习动机也能够产生直接的影响。教师要根

据教学大纲和学生的已有知识经验，设置出明确可行的三维目标。主要包括：知识与技能目标，即通过

学习活动，学生掌握了哪些学科知识和技能；过程与方法目标，即学生通过学习后学到的技能和方法策

略；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即发展学生非智力方面的因素。本研究每个章节均设置教学目标来实现对教

学的引导，比如细胞信号转导此章内容，教学目标有：掌握信号转导、配体、受体、G 蛋白、第二信使

的概念；受体的基本类型及作用特点；cAMP 信使体系在调节血糖升高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信号转导在肿

瘤中的作用，通过教学目标让学生掌握知识，应用于临床，不仅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知道疾病表现，

还知道是什么导致这些疾病的表现，从而让学生知道这章课我们需要掌握什么，理解什么，应用什么，

进而完成更高效和更有效的学习。 

2.4. 教学课程设计及研究方法 

2.4.1. 教学课程设计 
依据凯勒教授的 ARCS 动机设计模型四要素：注意、针对性、自信心、满足感，通过混合式学习活

动设计，来提高学习者的学习动机，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首先要引起学习者混合式学习的注意力和

学习兴趣，再使学习者理解完成混合式学习与他们的已有经验密切相关，接着让其认可自己，认为自己

有能力完成混合式学习，产生自信心，最后让学习者进行基于任务的学习后获得满足感，激发下一步的

学习动机，符合学习者的心理发展过程。 
在线课程使得教学和学习的内涵和范围都有了极大的扩展，即教学不在局限于传统的课堂，学习也

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课程资料，因此，混合式教学的中的学习活动应该是多元化的。 

2.4.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纳广西医科大学 2021 级新生作为研究对象，其中两个班为实验组，两个班为对照组。对照

组与实验组学生在教材选择和课程安排方面均保持一致。教材统一使用《医学细胞生物学》(第 6 版，陈

誉华、陈志南主编)，教学内容和课时安排均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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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采取传统的以教师为主导的主要是面对面(因疫情原因包含少部分线上授课)的“讲授–接受”

型教学模式[6]。采用常规的多媒体授课方式，课堂上，教师突出强调易考点、重点、难点，并就其内容

进行精讲；然后期末考试前进行答疑解惑，学生自主复习并准备考试内容。 
实验组，采用基于课程网站和微信公众号的多元化混合式教学方法，实现线上与线下传统教学方式

的有机结合，搭建“教学–线上平台–学生”的信息交互通路，具体实施过程如图 1 所示，教学研究主

要包含课前、课中、课后三个阶段(图 1)，每个阶段包含了教师及学生所要进行的主要活动、流程以及课

程资源的应用和输出情况。如： 
课前：教师主要是教学内容及教学目标的发布，教学资料的分发，交流与答疑等，而学生则需要进

行线上课程学习、阅读学习资料，讨论和完成课前测试等。 
课中：教师融合课前线上内容，进行线下多媒体教学讲解，并进行师生讨论交流及个性化指导等。

学生则为小组合作学习，并进行成果汇报展示等。进而线上与线下能良性融合，达到教学目的。 
课后：教师进行单元小测，讲授学习经验，回顾整理线上与线下的重点知识，让学生做到真正掌握

等。而学生则完成作业练习和提交团队作业等。 
 

 
Figure 1. Cours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图 1. 课程设计及实施 

2.5. 教学评价 

混合式学习是一种个性化的学习方式，故其应采用多元化的评价方式。既包括形成行评价，还包括

总结性评价。尤其重视过程性评价，如课堂中学生参与学习活动的情况和表现，学生的课堂形成性练习

以及课后学生的单元作品等都是评价的内容。本研究将形成性评价与总结性评价相结合，比如每个章节

有课前练习，课后练习，课中考核、实验考核成绩等，然后有期末考试，论文报告等，不再仅仅靠期末

考试一锤定音来检测学生学习情况，而是多方位多角度的进行对学生学习的监督和评价以及及时反馈，

进而提高学生的知识掌握度和老师的教学方法的改进，教学相长，最终达到教学目的。 
通过全方位的评价可以使学习者更清楚的看到自己的学习效果并不断进行自我完善，为下一步的学

习做准备。并运用统计学软件 SPSS25.0 对所得有效数据进行分析与处理。用“均数 ± 标准差(X ± S)”
表示服从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进行组间比较；P < 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研究结果 

本次参与研究的实验班 1 人数为 51 人，综合成绩为 74.59 ± 1.067，其中最低分为 52，最高分为 91，
实验班 2 人数为 50 人，综合成绩为 71.6 ± 0.952，其中最低分为 55，最高分为 88，对照班 1 人数为 52
人，综合成绩为 64.69 ± 1.038，其中最低分为 54，最高分为 80，对照班 2 人数为 50 人，综合成绩为 62.72 
± 0.8442，其中最低分为 51，最高分为 76，见图 2。综合来看实验组综合成绩为 73.11 ± 0.7277，对照组

综合成绩为 63.73 ± 0.6756，实验组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1)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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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Results of each participating class 
图 2. 各参与班成绩情况 

 

 
Figure 3. Comparison of the results of the 
experimental class and the control class 
图 3. 实验班与对照班成绩比较 

4. 教学反思 

4.1. 医学细胞生物学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建立的形势背景 

习近平在 2016 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只有培养一流的人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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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一流大学。办好我国高校，办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并

以此来带动高校其他工作[7]”高校只有从国家战略、民族发展、人类进步的高度深刻理解教学的意义，

切实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提升立德树人的思想认识，培养热爱教学、用心教学、研究教学、提高教

学的优良校风，才能形成牢固的“防水堤坝”，从根本上杜绝“水课”，让每门课程都成为名副其实的

“金课”[8]。 
作为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细胞的结构与功能、细胞重大生命活动及其分子机制的研究已成为 21 世

纪生命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并以空前的广度、深度强有力地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的生活。生物的生殖发

育、遗传、神经(脑)活动等重大生命现象的研究都以细胞为基础；多细胞生物的生长发育依靠细胞增殖、

分化与死亡来实现；复杂的人脑活动靠 10^12 个神经细胞相互协调整合完成；一切疾病的发病机制也是

以细胞的病变作为基础。细胞生物学发展突飞猛进，前沿性研究常常吸引学生关注，在提高学生学习积

极性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两难的困境：新成果不断涌现和教材相对滞后；有限课时、学生精力有限与

众多课程等情况下，基础概念、基础理论和前沿性成果如何取舍？教学内容多和教学模式单一化、缺乏

学生主体作用；学习的广度和深度如何两全？解决学科问题的基本方法与新兴的研究方法？如何得以保

证？学生学习和探索投人如何平衡？学生学习主体性如何得以有效实现？课程成绩和能力培养等教学产

出方面，如何有效评估新时代教学效果？[9]在诸多困境存在的情况下，照本宣科、以 PPT 为主体的懒课

注定成为“水课”，进而需要我们探索新的教学方式。 

4.2. 本次医学细胞生物学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研究的优缺点分析 

本研究尝试建立一种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并通过实验班和对照班进行教学实验，发现综合来看实

验组综合成绩为 73.11 ± 0.7277，对照组综合成绩为 63.73 ± 0.6756，实验组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 < 0.01)，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整体教学效果要好于对照组，具有一定的可行性。本次实验的优缺点

分别如下，首先优点，线下线下混合式金课顺应了时代发展、国家的要求以及新时代学生的个人学习需

求，推动了高校教学信息化的发展。打破了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激励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使学生学

习有被动变主动，更能理解课程知识和加深学习的深度。然后缺点也有，本次教学实验的入选班级较少，

虽然学生入学成绩差不多，但是生源占比、自我学习能力、班级学风等都有可能影响本次的教学实验结

果，所以我们后续会扩大研究人数，更客观的来检验本教学模式。再一个是本次研究发现并非所有的课

程章节都适合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比如信号转导章节，本身此章节就较抽象，难以理解，虽然学生也

提前线上学习，但是效果较差，仍需要老师在课堂上详细的、深入浅出的通过大量例子来加深学生的理

解，才能更好的掌握本章节内容。然后就是小组学习过程，总会出现一两个学生认真学习，并把整个组

的学习任务给完成的情况，有些自制力不强的学生反而还是不会主动学习，就达不到教学的目的，这需

要老师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了解各个小组的成员学习情况，并制定一些措施来改进，比如轮流做 PPT，
汇报学习情况等，这样达到每个学生都能参与并养成自主学习的效果。最后一点就是线上线下混合式金

课，会使老师和学生的时间和精力花费的相对较多，认知心理学家布鲁姆认为学习目标分为六个等级：

知识、理解、运用、分析、综合和评价。学生课前的自学目标就是要基本掌握知识的概念、原理，而课

上时间正是通过互动交流对知识加以运用、分析、综合和评价，甚至创新。如果要完成整个课程的学习

目标，需要老师和学生并不是仅靠课堂时间就能完成的，这就明显会增加老师的教学任务和学生的学习

负担了，并且医学生本身学习任务就较重，很容易导致各门课程之间的顾此失彼，反而不利于医学生的

整体素质的提高和综合能力的培养，所以我们今后混合式金课应更加侧重于重点、难点知识的学习，更

注重跟其他学科的联系，而非孤立的学习细胞生物学课程，若其他课程如组织胚胎学、生理学、生化学

等基础课程同样联系细胞生物学，那么最终学生掌握知识的学习负担及时间就没有那么多，反而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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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了不同学科的知识的融合，达到综合能力的提高，更符合新时期医学生的要求。 
总的来说，线上线下相融合的医学细胞生物学课堂教学改革，通过实践探索，为医学细胞生物学课

程开展混合式教学积攒经验，提高医学细胞生物学课堂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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