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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体生理学作为生命科学相关领域的基础理论学科，既可以为生命科学研究、营养和健康食品开发提供

原理和方法学，还可以为健康生活提供指导。人体生理学具有内容繁杂、理解困难、理论性较强等特点，

同时学生基础不同、对理论知识学习兴趣较低等问题均给食品专业该课程的教学带来了挑战。本次教学

改革通过详细分析该课程的特点与常见问题，引入案例教学结合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以提高教学效果，从

前期准备、课堂教学设计、课后交流及教学评价体系完善4个方面出发优化和完善课堂教学，经过教学

实践，获得了良好效果，为相关课程教学的改革提供了实践依据和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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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man physiology is a basic theoretical discipline in life science-related fields that can not only 
provide principles and methodologies for life science research, nutrition and healthy food devel-
opment, but also provide guidance for healthy living. Now the course teaching in food science re-
lated majors has faced many challenges for its complex contents, strong theory and difficulty in 
understanding. Meanwhile, the different foundations and low interests in learning theoretical 
knowledge of students also restrict the course teaching. This teaching reform has been conducted 
by using case analysis combined with flip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to improve teaching effect 
based on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ommon problems of this course.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ation, we have proceeded from the preparation, design of course teaching, 
communication after class and optimizing course evaluation system to improve course teaching. 
This teaching reform has obtained good effects and has been providing practical basis and theo-
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reform of curriculum teaching in related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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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体生理学课程解释了人体细胞和组织器官以及系统之间的功能、运行机制和交互规律等，还阐释

了机体作为一个完整的个体，身体各系统间相互协调的机制，以及整体适应外界环境的机制和规律。学

好人体生理学需要掌握大量关于人体各器官、系统生理功能方面的知识[1]。人体生理学不仅是食品质量

与安全的核心专业基础课程，也是其他食品专业建议选修课程。由于经济的发展，群众的健康理念由追

求吃饱吃好，转变为追求养生及健康的生活[2]。因此，膳食营养均衡性、食物与人体微环境的相互作用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3]。要想深刻理解、掌握和运用食品科学的手段，搞好食品质量与安全，理解食

物与人体微环境的相互作用，首先应该从人体生理学的基本理论开始。 
人体生理学课程最初是为医学专业开设的基础理论课程，而食品相关专业的学生很少接触人体系统

形态及生理基础知识的系统学习[4]。同时人体生理学课程本身在具体的教学内容编排和结构上具有其独

特的复杂性和抽象性，这给本课程的教学带来了巨大挑战。因此积极探索、改革传统单一课堂讲授的人

体生理学教学模式，充分利用课堂时间进行师生对教学难点的交流互动，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培养学生

自我思考和分析的能力，是提升人体生理学教学效果的关键。案例教学法是教师将教学内容、目的作为

依据，通过精心设计人体生理学相关案例的形式，引导学生分析案例，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教学方法[5]。
翻转课堂又称颠倒课程，其属于新型教学模式，主要通过网络信息技术的形式对个性化学习环境进行构

建，提高学生课前自主学习能力，更好地掌握和吸收课堂知识，颠倒传授知识和内化知识的过程[6] [7] [8]，
在案例教学法基础上有机结合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可显著提高教学质量[9]。本次教学创新通过分析人体

生理学的基本特征以及遇到的问题，在重要或应用性较强的知识点讲解中引入翻转课堂，结合案例分析

的方法来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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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学现状 

2.1. 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本课程存在内容领域广泛，知识点零散，将零散知识点连接成知识面困难等问题，此外人体生理学

相关知识不能直观表现出来，具有较强的抽象性，导致学生理解困难；食品相关专业学生又缺乏像医学

专业学生一样的解剖学、病理学等基础学科的前期学习，这又大大增加了学习的难度；同时在制定培养

方案过程中各科的学时分配的平衡的原因，作为一门应用和实践性较强的学科，目前该课程在本专业只

有理论课学时，并未有实验学时的辅助，这又对本课程的教学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2.2. 传统教学模式的局限性 

目前的教学依然为单纯教师讲授，整个讲授过程中均是以教师为主体，学生被动听讲，被动接受知

识，而人体生理学又包含了大量概念及不易理解的理论知识。传统教学模式导致教师只能在课堂上将这

些知识点讲授给学生，导致学生缺乏独立思考、注意力下降，以至于收获较少。总而言之，这种传统、

单一的教学模式对学生主动思考能力的培养和学生知识体系的构建均产生了严重阻碍，从而影响了教学

效果。因此，探索新型教学模式，对改变传统单一课堂讲授的教学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3. 改革具体措施 

3.1. 前期准备 

前期准备主要围绕案例选择和素材积累两个方面。从案例选择来看，人体生理学课程是医学专业的

特色课程，以往的教学中为了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和科学性，在很多知识点的讲授中忽略了与食品专业相

关知识的结合和知识点的应用性。因此在案例的选择和讲解过程中将食品专业的相关知识点与生理学学

习内容有机结合在一起并突出教学内容的应用性是教学内容改革的一个关键点。在教学素材准备中，一

个不容忽视的难点是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教师与学生所关注和了解的信息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甚至可

以说是两个“不平行的时空”。因此教师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搜集热点新闻、图片、视频作为授课素材

并将这些内容作为实例与授课知识点相结合，从而激发学生的兴趣，提高其参与翻转课堂的参与度。  

3.2. 课堂教学设计 

以重要或应用性较强的知识点为试点进行案例分析结合翻转课堂的方式进行教学是本次教学改革最

重要的一个创新点。在进行过程中教师着重解决问题是课程的进行与学生的参与度的结合，这也是所有

基于翻转课堂进行教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具体来说，教师设计与课程内容相关的案例或问题进行案例

的简单介绍，然后学生通过网站结合教学课件和视频自行进行前期准备，根据前期准备进行讲解，而后

教师组织学生讨论，互动，集思广益，学生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进而加强学生对知识原理的掌握和

运用。在课堂上尽可能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时机提出问题，在讨论这

些和案例相对应的问题时，同时注意围绕教学的主题调整和引导学生案例分析重点，激发学生独立思考；

同时教师亦不断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来解决案例。另外在课堂上尽可能调动所有学生通过

各种形式进行参与，尤其是不善于表达的学生，尽量多给其创造参与机会，以保障翻转课堂结合案例分

析学习的公平性和效率性。所有小组全都阐述完成后，对各小组得到的结论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指正，并

针对重点、难点问题做出详细解答，从而进一步丰富学生所学到的知识内容。在具体组织形式上可采取

个人发言，小组讨论及集体辩论形式，紧扣主题、各抒己见；此外，在讨论结束时，教师还应该积极引

导学生对自己以及其他同学进行评价，指明自己与对方在讨论中存在的缺陷，为下一次教学活动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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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良好基础。 

3.3. 课后交流 

在案例讨论结束后，增加学生和老师之间的互相交流是本次教学改革另外的一个创新点。具体来说，

召集学生就本次新型模式教学进行讨论，征求学生对今后的案例分析和课堂讨论的建议。同时，教师在

课后对课堂问题进行答疑，帮助学生解决课上未理解的问题，在与学生交流学习相关问题时，加入对学

生生活、情感、择业等各方面问题的交流。这样的深入交流有助于加强学生对教师的认同感，激发其参

与翻转课堂的兴趣，同时起到了以教育促进教学的目的。 

3.4. 教学评价体系的完善 

根据之前的大纲要求，期末成绩为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分别占 60%和 40%，40%的平时成绩由

课堂表现和出勤两部分组成。这样的平时成绩考核方式很难完全客观反应学生的综合表现。此次改革的

核心理念就是对平时成绩考核指标进行“细化”，具体来说就是将原有的平时成绩分解为“出勤”、“课

堂印象”、“问题回答”、“案例分析表现”、“其他同学评价”、“期末试卷改错”等部分。将所有

部分分别赋予不同分值，最后综合进行打分已确定学生最后的成绩。此外在期末试卷中加入大量应用题，

以考查学生对知识点的应用和对翻转课堂中案例的理解，同时还可通过卷面考试进一步提高学生分析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 

4. 教学效果 

首先从课堂出勤效果看，在进行试点的教学班中，全班 67 人未有逃课现象出现，请假为 5 人次，体

现了学生对课堂的兴趣；教学效果亦体现在期末考试成绩中，在使用同一张卷子的情况下，该班级比另

一个班级平均成绩高出 7.1 分。在课程结束后教师对学生进行了调查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92.2%的受调查

学生表示对新的教学模式非常满意；93.8%的学生认为翻转课堂的实施对于自己掌握知识和提高能力有着

较大帮助；此外对于课堂案例的时代感认可度达到 100%；需要引起重视的是 28.1%的学生表示自己在翻

转课堂的参与度不够，这说明提升学生的参与度，尽量让每个学生参与其中是今后实践中的一个重要努

力方向。 

5. 结语 

“课前准备、课堂教学安排、课后交流”等内容是本次教学后的反思和独有的理念。对于本课程引

入的案例教学法结合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虽然有着诸多好处，也得到了学生的普遍认可；但仍存在较多

问题。如课堂教学需要小班化，这对于目前高校的师资配比来说是个极大的挑战；在分组时需要学生能

力的配置合理化，这需要教师提前对每个学生都要有充分的了解，这又给教师的教学带来了新的挑战；

教师要尽可能调动所有学生都参加问题讨论，这对教师在组织教学过程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总体来

说该教学模式符合大学阶段学生学习自主性和创新性的特点，学生在讨论式和自主式学习中自身素养会

得到全面提升。作为一种新兴的教学模式，还需要在实践过程中逐步探索和完善，使其在教学中发挥更

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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