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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学教育探索·

基于任务驱动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全科医学教学
中应用效果评价

陈佳 徐华 武艳梅 徐晓娟

随着我国全科医学的发展，全科医生的需求量

逐渐增加，提高全科医学教育培训质量及临床医学

学生参加全科医学培训的积极性等已成为我国全

科医师队伍建设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任务驱动式

翻转课堂是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对传统的教学方

法、教学流程和教学模式进行了改革，其本质是先

学后教，主要通过“任务”来诱发、加强和维持学习

者的成就动机，两者结合可弥补翻转课堂的不足之

处，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自主性

与教学效率，在大学英语[1]、医学遗传学[2]等的教学

中均取得较好效果。本次研究将探讨任务驱动式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全科医学教学中的应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锦州医科大学 2014级本科临

床医学专业4个班（共120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采

用整群抽样的方法，抽取其中 2个班 60名学生为对

照组，其中男性 28人、女性 32人；平均年龄（21.68±
0.85）岁；上学期平均成绩（79.55±8.97）分；另 2个班

共 60名学生为实验组，其中男性 30人、女性 30人；

平均年龄（21.63±0.78）岁；上学期平均成绩（77.65±
9.65）分。两组学生在性别、年龄、上学期平均成绩

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
1.2 方法 选用的教材为祝墡珠主编的《全科医学

概论》（人民卫生出版社，第四版），共设 24学时（含

理论课 20学时，社区实习 4学时）。实验组与对照

组教学时间相同，授课教师相同。对照组理论课部

分采用传统教学模式，主要以教师课堂讲解为主，

理论结合案例进行教学。实验组采用基于任务驱

动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①课前阶段：按照教学大纲

要求，经专业组老师讨论，将教材内容分为14个学习

项目，并将教学项目、课件、相关书籍名称等教学资

源上传至网络课程教学平台和教学公共邮箱，对学

生公开，学生可以利用智能手机或电脑在课前获取

学习资源。课堂教学前一周，将实验组学生分为6个
学习小组，教师布置学习任务，学生通过网络课程教

学平台与教材对理论知识、技能操作进行学习，以小

组为单位记录、总结操作的难点与关键点。采用小

组内模拟交流的方式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情景，以

小组为单位汇总学习、操作、完成模拟任务过程中的

遇到的问题，通过相关网站、书籍、文献等信息查阅，

在小组内进行讨论，解决问题。②课中阶段：先利用

5 min时间导入课程，检查学生课前学习情况，然后

由每组学生提出课前学习中未能自行解决的问题，

学生按小组分析探讨，教师引导学生思路，促使学生

找到答案，约 10 min。然后每组对课前老师布置任

务进行汇总报告，其他小组可提出不同观点，并通过

再次讨论得出结论，约20 min，如有最终未能解答的

问题则由教师解答并做最终点评，约10 min。
1.3 效果评价

1.3.1 成绩考核 课程结束后，考核理论课成绩和

实习成绩。理论考核采用笔试形式，由教学秘书统

一命题，闭卷考试，满分 100分，占总成绩的 80%；两

组同学均参加两次辽河油田总医院下属社区门诊

组织的实习考核，每次考核均由两名高年资临床老

师根据理论知识运用、临床技能熟练度等综合计

分，实习成绩为两次实习的综合得分，满分20分。

1.3.2 调查问卷 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调查内容

主要包括教师评价、学生评价（包括学生对学习自由

度、交流沟通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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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解决问题能力的提升及教学方式、教学内容、教学

组织等共16项内容的满意度），此外，实验组同学还需

填写对课程的意见与建议。发放问卷，全部回收。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 19.0统计学软件进行

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独立样本的 t检验；率的比较采用 χ2检验。

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实验组与对照组考核成绩比较见表1
表1 两组学生考试成绩比较/分

组别

实验组

对照组

n

60

60

理论成绩

86.81±6.12

85.66±7.27

实习成绩

18.15±1.98*

16.98±2.44

总成绩

87.60±5.41*

85.51±6.05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由表1可见，两组学生的实习成绩和总成绩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分别=2.89、2.00，P均＜0.05）；但
两组理论成绩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94，P＞
0.05）。
2.2 教师评价结果比较 与对照组学生比较，实验

组的学生教学气氛明显活跃，师生互动密切，课堂上

学生发言积极，思维活跃，学生将重点、难点问题归纳

提出后，老师能更有针对性的解答，课堂效率更高。

2.3 学生评价结果比较见表2
表2 两组学生满意度比较/%

评价指标

学习自由度

交流沟通能力提升

时间管理能力提升

自主学习能力提升

创新能力提升

团队协作能力提升

分析解决问题能力提升

对社区诊断方法运用能力提升

处理常见慢性病的治疗和康复能力提升

全科医学临床诊断思维培养能力提升

对全科医学教育必要性的认识提升

教学方式

教学态度

教学内容

教学组织

与教师沟通互动

实验组

98.33*

95.00*

95.00*

96.67*

96.67

100*

96.67*

98.33*

96.67*

100*

98.33*

96.67*

100

98.33*

93.33*

100*

对照组

83.33

81.67

83.33

78.33

91.67

90.00

86.67

88.33

86.67

91.67

88.33

85.00

98.33

88.33

80.00

93.33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实验组学生在学习自由度、交流沟通能力提

升、时间管理能力提升、自主学习能力提升、团队协

作能力提升、对社区诊断方法运用能力提升、处理

常见慢性病的治疗和康复能力提升、全科医学临床

诊断思维培养能力提升、对全科医学教育必要性的

认识及教学方式、教学内容、教学组织、与教师沟通

互动条目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χ2分别=8.10、5.17、4.22、9.21、6.31、3.92、4.82、
3.92、5.21、3.92、4.90、4.82、4.61、4.13，P均＜0.05）；

两组学生对创新能力提升、教学态度方面的满意度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分别=1.36、1.01，P均＞

0.05）。
2.4 对课程的建议和意见 课程结束后，实验组同

学对任务驱动式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给予高度的好

评，但也有同学认为该教学模式尚存不足之处，主

要建议有：加强学习监管，如设置网上课程学习打

卡签到模式，能够记录每名同学登陆学习时间、时

长；能有更多的交流机会，如在线交流等；能够提供

仅具播放学习的设备，避免自制力差的同学分心。

3 讨论

全科医生队伍建设是深化医改、构建完善分级

诊疗体系的重要内容。因其教学内容有别于一般

医学专业学习，除医学专业知识外，还会涉及到社

会、社区、家庭、个人经济及心理状况等影响，教学

覆盖面大[3]，教学对象实践性要求高，这于全科医学

教学模式是严峻的考验。为培养能掌握系统、坚实

的理论基础，能独立处理本学科常见病和多发病，

能具有较强的临床分析和思维能力，能胜任本学科

临床医疗工作的“四能”人才，全科医学教学模式必

须与时俱进。

翻转课堂主要以建构主义为指导，以现代教育

技术为依托，从教学设计到教学视频的录制、网络

自学、协作学习、个性化指导、教学评价等方面都是

对传统教学的颠覆。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在课堂

上，学生能够更专注于主动地基于项目的学习，共

同研究解决本地化或全球化的挑战以及其他现实

世界面临的问题，从而获得更深层次的理解[4]。但

翻转课堂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缺乏面对面交互、

过程难以监控、学习易产生孤独感等不利因素[5]，而

任务驱动教学法是学生在教师的帮助下，紧紧围绕

一个共同的任务活动中心，在强烈的问题动机的驱

动下，通过对学习资源的积极主动应用，进行自主

探索和互动协作的学习，并在完成既定任务的同

时，引导学生产生一种学习实践活动。王玉玺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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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克兰等[6]、雷宇华等[7]、蒋慧等[8]学者对任务式翻转

课堂的应用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将两者结

合可弥补翻转课堂不足之处，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

与教学效率，但目前对于以两者相结合的教学新方

式在全科医学教学中的研究应用尚未见报道。

《全科医学概论》课程是联系基础与临床的桥

梁课程，是将学生的基础理论知识转化为社区实践

的重要环节。其目的是让学生了解全科医疗服务

在国家卫生改革和卫生服务体系中的基础性重要

地位与贡献，掌握全科医学的基本特征与原则及与

专科医学的区别，熟悉全科医生以人的健康为中心

开展工作的内容与服务模式，进而引导医学生尽快

将所学全科医学的基本理论与临床实际问题的处

理紧密结合，在社区实践中了解我国基层医疗和全

科医生的实际工作情况，并为学生早期接触临床和

社会提供实践机会。本次研究中，实验组学生的总

成绩、实习成绩均优于对照组，而理论成绩与对照

组无明显差异，说明新教学模式在对实践操作类培

养更具优势。从问卷调查结果来看，学生对新教学

模式的学习自由度、自主学习能力、时间管理能力、

交流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方面的提升认同度

高，对教学方式、教学内容、课堂活动的组织效果也

给予了高度评价。更为重要的是学生能对全科医

学教育的必要性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对分析、处

理社区常见病的方法、流程及诊断思维均有较大收

获，实验组学生的社区实习成绩也印证了这一点。

虽然任务驱动式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得到了大

多数同学、老师的认可，但个别同学仍提出了非常

有价值的建议。监管问题是本教学模式的一个薄

弱环节，对于自制能力差的同学，不太容易快速融

入，在今后的教学中仍要继续探讨改进。

综上，全科医学是一门知识覆盖面广、对于实

践操作、沟通交流及团队合作要求高的学科，基于

任务驱动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充分体现了“教师为

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思想，弥补了传统教学的

不足，提高了教学质量。本研究将任务驱动的翻转

课堂应用于全科医学概论，作为该模式下全科医学

教育的初探，为创新实践全科医学教学改革提供了

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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