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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现代医学教育中，教学理论和方法的不断完善对于促进医学教育事业的进步有重要意义。超星课程平

台满足现代化教育需求，拥有丰富的特色功能，可以被用于构建混合式医学课程教学模式。该文以硕士

研究生中医妇科学课程为案例，通过对该课程的教学现状的详细分析，总结归纳混合式医学课程模式在

现代化医学课程中的优势，从课前、课中、课后3个维度对研究生中医妇科学教学进行有效、全面的实

践及探究，并以提高学生临床实践主动性和提高教学质量为目的，践行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

的教育教学模式，实践结果表明基于超星课程平台的混合式医学课程模式能一定程度上改善及激发学生

对该课程的学习参与度及接受度，研究实践并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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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modern medical education,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theories and method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progress of medical education. The Superstar course platform 
meets the needs of modern education and has rich features, which can be used to build a hybrid 
medical curriculum teaching model. This article takes the postgraduate course of traditional Chi-
nese medicine and gynecology as a case. Through a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teaching status of the 
course, it summarizes the advantages of the mixed medicine course model in modern medical 
courses, and conducts effective and comprehensive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of the teach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gynecology from three dimensions: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class. And for the purpose of improving students’ clinical practice initiative and improving teach-
ing quality, we practice th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model with “students as the main body and 
teachers as the main body”. The pract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hybrid medical curriculum model 
based on the Superstar curriculum platform can improve and stimulate students’ learning partic-
ipation and acceptance of the course to a certain extent. Research practice and achieve good 
teaching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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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下随着科技技术日益发展，使得“互联网 + 教育”模式在此背景下得以飞速发展，全国各地高校

受此影响均采取线上各自各样网络教学 APP 进行授课。网络授课模式几乎已经成为现代医学课程的重要

发展趋势，运用超星平台的混合式医学课程模式，即可打破传统的课题时间及空间限制模式，还可为当

代硕士研究生提供更为直观、更高效、更为便捷的学习方式[1]。中医妇科学作为中医临床科目，内容冗

杂，妇科操作多样性，具有极强的系统性和理论性，而研究生阶段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较强，发散思维

较广，较其他临床课程的直观性及临床实践性更强。因此如何探究一条运用互联网载体，调整传统教学

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质点尤为重要，探究合理、有效、科学的以信息技术为核心载体的中医妇科医学课

程大环境，是目前临床教学工作者的一大亟待解决的课题。 

2. 传统式硕士研究生中医妇科医学课程现状 

2.1. 硕士研究生中医妇科学课程特点 

中医妇科学是运用中医学的基础理论与方法，认识和研究妇女解剖、生理、病因病机、诊治规律和

防治妇女特有疾病的一门临床学科[2]。即是中医临床医学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等医学临床院校的必修

课程之一，课程紧密围绕女性经、带、孕、胎、产的整个生理病理过程展开，融合了生理心理健康、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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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婚姻、家庭等多因素，又是临床医学中最富人文关怀和人情温暖的学科[3]。本课程为贵州中医药大

学是中医妇科专业硕士研究生一门基础医学入门课程，在研一第一学期开设，学分 4 分，总学时 36 学时，

上周数 18 周，讲课 36 学时，课时限制及内容冗杂，故师生互动较少，本课程具有理论较强、专业知识

点较多，实践性严格、内容广泛等，学生缺乏自主学习能力，故缺乏兴趣。 

2.2. 硕士研究生中医妇科医学课程学习情况 

《中医妇科学》是中医临床专业的核心必修课程，面向的是高等中医药院校硕士研究生的学生，较

其他临床课程的直观性及临床实践性更强。处于该阶段的学生，已经学完了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

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内科学、解剖学等基础理论课程，对于中医基础知识及女性解剖结构的认知体系

基本形成，为本实用型课程的学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硕士研究生已经具备了良好的自主学习能力，能

够通过知网、万方等网络平台查阅文献，熟练的使用各种 APP 及教辅软件且刚完成了中医内科学的系统

学习及考评，授课学生知识接受能力强，涉猎范围广。由于中医妇科学涉及的内容繁杂且古文献穿插较

多，学生不便掌握与记忆，缺少巧记妙用的能力，更难以运用中医思维解决临床实际问题，故教师将理

论课衔接仿真实践课，使专业知识真正“落地”。由于进入研究生阶段，学生逐渐有了专业趋向，部分同

学受考研专业、择业去向的影响，对中医妇科学的学习积极性不高，课堂参与度及互动积极性不足。 

2.3. 混合式医学课程模式设计必要性 

根据其研究现状，基于此改革传统中医妇科学研究生课程尤为关键，进行医学课程混合式改革即可

与时俱进，也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终身学习的能力及具备较高科研素质。具体设计如图 1。 
 

 
Figure 1. General design of hybrid medical curriculum model 
图 1. 混合式医学课程模式总设计图 

3. 中医妇科学研究生医学课程混合式模式具体实施 

3.1. 课前课程设计 

课前建立班级微信群，发布超星平台下载步骤，引导师生互相注册 APP 相关账号，教师借助超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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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创建相关课程及班级建立，发布班级邀请二维码给学生，邀请相关学生进入“线上”班级，让学生设

置消息可见、可读，方便教师端发布相应通知及课程学习安排进程。由于硕士研究生解剖知识欠缺，此

知识点较为形态学，故常将此难点重点上传 3D 图片及视频，并生成二维码形式上传至学习通资料库，

更为形象生动的培养学生掌握中医妇科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必备的西医妇产科基础知识。

基于此我们还根据章节的特点，学生提出疑难点，整理综合相关的资料形成资料库，包括课堂小测、PPT、
动画视频、图片展示、抖课、MOOC、微课、二课堂资源等。并将此资源按照课程目标按批次上传至超

星平台，设置预习任务点，学生端则可依据教师进程查看相关资源及预习任务点。借助学习通教学平台

可将分析数据以成绩汇总的形式发放于学生，学生可以以此为基点，实时掌握在班级的学习进度及情况，

促成学生之间对比–赶超–学习–互监大环境，有助于学生取得更为理想化的成绩。 

3.2. 课堂中课程设计 

课上，开课前发布上课通知，发布位置签到、二维码签到、手势签到等考察监控功能，即可便于

考查学生的出勤率，也能激发出生兴趣以及提醒学生提取进入学习状态。其次由热门医疗剧病例进入

课程，例如在异位妊娠章节，病例：16 岁少女因异位妊娠腹痛被送至医院，却担心母亲知情对医生撒

谎，险些贻误病情酿成大祸。接着师生互动：提出问题并小组讨论：1) 为何异位妊娠高发？2) 为何

异位妊娠常伤及人命？3) 如何避免误诊失诊？小组代表回答完毕后，教师简单总结，由此引入异位妊

娠主题课。 
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超星平台有阶段性及选择性的进行选人、主题讨论、抢答、问卷、分组任务

等活动，提升学生课题参与度及兴趣，同时解决学生上课走神、开小差、注意力不集中、玩手机等行为

举止。上课提问，可选人模式，指定或者随机摇一摇等挑方式，也可发布抢答环节，对于选择学生答题

情况进行积分累计，有效直观的调动学生积极性，培养学生思考能力。发布学堂随练，设置答题时间，

选取执业医师考试中与本章节相关的重点考题对学生进行课堂考察，使用形象立体的教具演示，当堂扫

清易错知识点盲区，提升课堂教学效果，即时评价学生学习状态，丰富形成性评价体系，实现以学生学

习效果为中心。教师根据教学需求发布小组讨论主题，“线上”班级分组，设置讨论、汇报时间，分组

进行汇报，汇报结束后小组成员集体答疑，教师解答。汇报结束后，通过超星平台并发布投票，进行小

组之间的互评及投票。教师和可以通过教学需求，设置积分闯关，小组挑战等环节，发挥学生主观能动

性，培养学生自学的能力。 

3.3. 课下课程设计 

课后此阶段主要为学生巩固及复习阶段，教师端可借助超星平台“统计功能”所记录的数据，分析

总结学生端的学习情况。再根据课程章节重点、难点推送课后作业，设置完成时间、提醒功能，督促学

生在规定节点内完成相应作业。教师端则可根据提交时间先后循序依次批改学生作业，设置选择题自主

阅卷，主观题教师端批改，学生端则可借助超星平台实时了解自己错题以及并分析自我知识点的掌握度。

对于答错习题，教师端可打回再次要求学生作答，未及时完成的学生，可发送倒计时提醒及发布通知告

知。课后可发布师生互评调查问卷，强调重点条目，完成课堂评价，丰富学生及教师双向评价体系，便

于更好的改进教学。最后拓展高阶学习知识点，课本内容有限，部分知识陈旧，需根据疾病新指南及前

沿报道为学生及时更新知识，推荐相关书籍、文献、研究前沿。测试、讨论、知识拓展均可借助超星平

台记录数据，并以此为平时成绩评估点有效数据支撑，学生整节课程、整个学期动态均可记录，超星平

台全面、直观、便捷的反映学生情况，教师端以此进行相应课程调度，进行教学整改及教学反思，提高

教学质量，提升教学经验，完善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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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于超星平台的医学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评价 

不同于传统教学课堂模式，基于超星平台医学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建立，使得教学效果全方面、更

为直观以数据化评价方式呈现[4]。学生成绩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基于超星平台的平时成绩包括出勤率、

视频任务点、提问、课题参与度、课题测试、话题讨论、作业完成情况等，设置不同的占比进行统计，

从而构成平时成绩。理论卷面成绩仅作为期末考试成绩，平时成绩占比 40%，理论成绩占比 60%从而形

成本门课程最终成绩。这种将学生课题表现及课后学习情况、超星平台学习平台使用度反应成为学生课

程成绩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方式，是一种多元素、多角度的评价方式。此反应方式不仅将学生参与感加强

也可使得教师端真实教学反应出来，并以数据分析形式更具有质感性、真实性及直观性。教师也可通过

此当堂扫清易错知识点盲区，提升课堂教学效果，即时评价学生学习状态，丰富形成性评价体系，实现

以学生学习效果为中心。考查学生对本门课程学习的情况及理解，实现对教师课堂及学生过程性评价的

多元化，有助于教师改进教学，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培养学生自学的能力。 
基于超星平台的医学课程混合模式教学模式在研究生学生中医妇科学中运用，切实体现将现代教育

与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相结合。整合处理大量医学教育资源，实现把“现实课堂”与“虚拟课堂”有机融

合，从“现实班级”管理到“网上班级”的管理相互触及[5]。教师教学时长不再仅仅局限于“45 分钟”，

而是扩充至更多领域及平台，更加高效地利用学生课余空闲时间，使得教师的教学到学生的学习从空间、

时间上达到了最佳限制的延伸[6] [7]。在学生掌握理论知识基础上，为了更好地贴近临床联系实际，教师引

导为主，为学生查缺补漏而知新，强调重点，帮助学生掌握重点知识，创造视觉、听觉、触觉的统一升华。 
但此模式下也有一定弊端，例如：网络技术局限性，课程上实用度受限制于网络，授课环境得不到

保障，常出现学生端信号不好、手机没电等情况。部分学生自控力较差，课堂上常出现学生运用手机做

与课堂无关事宜，此也为教师教学带来新的教学考验，教师需要有较强的课堂管理能力及教学能力。怎

样平衡“现实课堂”与“虚拟课堂”有机结合值得我们继续探讨及实践。 

5. 结语 

混合教学模式已成为医学高校的教学主流手段[8]，硕士研究生群体更是成为引领混合教学模式的主

流标签。学生可从碎片化医疗信息中搜取资料，再对资料进行有效的筛选、分类及整合，这满足了学生

对个性化学习的需求，提供了更为感官的教学体验，更是对传统教学模式的扩展与延伸。基于混合教学

模式，期望学生先线上学习，后线下进行深入教学活动[9]。课前提前预习章节内容，促进课间学习效率；

课堂中通过多媒体多样形式的穿插式讲学，促进学生对知识的深层次理解，激发学生学习动力，创建良

好的在线学习氛围；自制科普视频、微课堂，布置课后作业、文献查阅等教学任务，巩固所学内容，拓

展知识深度和广度[10]。基于超星课程平台的混合式医学教学模式的建立至关重要，它践行了“知识传授

在课前和课后，知识内化在课堂的教学理念[11]”，以此来增强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和自信心，理论课与

仿真实践课的衔接，使专业知识真正“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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