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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教育探索·

以微课为辅的教学在医学微生物实验课中的应用
及效果评价

刘艳超 郝文利 闫涛 王明晓

微生物检验实验课程是微生物检验课程的基

础组成部分，其目的是为了训练学生的微生物检验

动手操作能力和无菌意识。传统的动手实验教学

方式主要为教师讲授加上现场演示。这种方法虽

然被学生接受，但是在学生人数较多的情况下，会

有很多学生无法看清楚，从而造成现场混乱、顾此

失彼，甚至出现不规范操作和耗费时间的问题。而

在实验课堂上引入操作演示微视频则很好地解决

了这个问题[1]。随着电子技术的进步，视频制作越

来越便利，视频应用于实验课教学也越来越多[2～7]。

微课教学是一种以视频为基础的线上教学模式，于

1993年最早出现于化学教学领域[8]，2008年微课的

概念被正式提出并逐渐被广泛应用于国内教

学[9～11]。但是，用于在线学习的微课资源也存在着

利用率低、学生学习效果不佳等问题，而“线上-线
下”混合式教学[12]将面授教学与基于技术媒介的教

学互相结合，可以解决微课的短板。并且“线上-线
下”混合式教学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被国外学者提

出并实施[13]。在微生物检验实验课程教学中，既要

克服传统教学的缺点，又要保证微课资源的有效利

用，本次研究采用以操作演示为主，微课为辅的混

合式教学方法，效果良好。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某大学二年级医学检验专业

学生（77 人）和四年级预防医学专业学生（56 人）为

课程实施对象和调查研究对象。使用随机数字表

法将每个专业学生随机分为两组，一组为传统授课

方法授课，纳入对照组；另一组为以微课为辅的混

合式教学法授课，纳入试验组。医学检验专业选择

动手操作性强的“聚合酶链式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法检验铜绿假单胞菌”实验（简

称 PCR实验）试点教学，其中试验组为 38 人，对照

组39 人。预防医学专业选择“倾注平板法检测自来

水中细菌菌落总数”实验（简称菌落总数实验）试点

教学，其中试验组29 人，对照组27 人。

1.2 方法

1.2.1 微课设计 PCR实验录制样品基因组提取方

法、移液枪使用方法、PCR体系配置步骤、PCR仪使

用方法、凝胶配置方法、点样方法和电泳方法等7 个

操作要点微视频，共30 min。菌落总数实验录制实验

准备、取样和检验操作方法 3 个微视频，共 10 min。
将制作的微视频、实验原理和实验方法等相关资料

上传至相关课程网站，开放权限，学生可自行登录

观看和学习。

1.2.2 传统教学方法与混合式教学方法 传统的

教学方法是在学生进行实验操作之前，老师通过讲

授引导学生掌握实验原理和方法并现场演示关键

技术的操作方法，学生观摩学习和小组讨论后再根

据实验步骤动手操作，老师在学生操作过程中加以

纠错和指导。混合式教学法是指在学生进行实验

操作之前，老师首先引导学生在线上学习微课资源

来掌握实验原理和方法，同时强调关键的操作方

法，然后经小组讨论明确每一步实验方法后再根据

实验步骤动手操作，操作过程中学生有不明确的地

方可以求助微课资源，也可现场询问老师。

1.3 效果评价 课程结束后 30 d，在医学检验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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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卫生检验》课程期末试卷和预防医学专业《卫生

微生物》期末试卷中以简答题的形式测试PCR实验

和菌落总数实验方法步骤。每个实验均设置 20 个

知识点，每个知识点 0.5 分，共计 10 分。试卷密封

姓名，由 3名非任课教师按照统一的答案和评分标

准盲法流水线批阅。最后统计受试对象每种实验

步骤得分情况。

1.4 授课方式接受度调查 课后调查受试对象对

传统教学方法（即老师现场讲解和演示）、微课教学

法（仅线上学习）、以操作演示微课为辅的混合式教

学方法（简称混合式教学法）的接受程度。

1.5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SPSS19.0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x±s）差表示，组

间比较采用 t检验。设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传统的教学方法与混合式教学方法的效果评

价结果见表1
表1 传统的教学方法与混合式教学方法的效果评价/分

组别

试验组

对照组

菌落总数实验分数

7.03±1.62*

6.19±1.33

PCR实验分数

3.64±0.53*

3.38±0.48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由表 1 可见，实验组的菌落总数实验分数和

PCR实验分数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t分别=2.00、1.99，P均＜0.05）。
2.2 微生物检验实验课授课方式调查结果 发放

问卷 133 份，回收有效问卷 133 份，回收有效率

100%。调查结果显示，对于微生物检验实验课，混

合式教学方法受到大多数同学的欢迎，约占44.36％
（56/133），传统式教学方法也依然受到很多同学的

喜欢，约占 39.85％（53/133），而单纯的微课法则相

对不被接受。

3 讨论

微生物检验实验要求无菌操作技术，所以在实

验课进行过程中应该尽量避免说话，从而避免口腔

微生物的污染。混合式教学相比于传统教学方法

降低了讲话的机会，从而降低了微生物污染的机

会。两种实验方法测试结果的前提是学生没有做

任何考前准备，仅凭记忆答题。测试结果在排除学

习成绩干扰的情况下，试验组平均分高于对照组（P

＜0.05），提示混合式教学法可能有利于学习者对动

手性操作实验步骤的准确记忆。相对于对照组，试

验组的课堂秩序相对较好，操作更规范，出现操作

问题的学生较少，老师能够有精力顾及每个实验小

组，且试验组比对照组用时均节约 30 min左右。调

查显示，在微生物检验实验课程中，学生还是比较

喜欢看老师现场演示的。所以，在既不抛弃传统的

授课方法，又要克服传统授课方法缺点的要求下，

混合式教学成为解决方案之一。

现今智能手机普及，在手机上进行线上学习已

经可以实现。将这一方面应用于混合式学习也成

为一种趋势。在许多实验教学中除了在传统教学

中引入微课以外，翻转课堂、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

等形式也已经逐渐被广泛使用。同时，在动手操作

实验课中，为了达到让每个同学都能亲身体验动手

操作的教学效果，虚拟仿真模拟实验也被广泛应

用。随着慕课的不断成熟[14]，对于一些动手操作实

验的教学开展慕课及翻转课堂等多种方式相结合

的混合式学习或许是目前最佳的学习方式。线上

教学有其内容精炼、展现形式直观生动、易于获得

等优点，而线下教学具有现场感强、学习气氛活跃、

参与感强烈等优点。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将线

上和线下的优点进行整合已完全可以实现。而对

于任何一门课程而言，无论是线上学习和线下学

习，其目的终归是达到一种最佳的学习效果，每一

门学科都是根据自身的特点选择合适的授课方式。

在高校微生物检验实验教学中实行以操作演

示微课为辅的混合式教学相比于传统的教学方法

能提高学生对实验方法的掌握度，且较省时，课堂

秩序相对较好，有利于学生的学习和老师对于课堂

的把控。同时，在动手操作实验课中因为传统教学

法具有很高的接受度，所以混合式教学是很好的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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