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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的医学物理线下课堂已经不满足当今教育改革的要求.为加强医学物理课程建设,借助于数字化

网络教学平台和中国大学 MOOC,进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实践与探索.混合式教学将线上课堂和线下课

堂的教学优势有机结合,激发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建立自主的学习模式,同时增加了师生、生生在学习中的互

动,有助于提高医学物理课程教学质量,从而培养引领医学发展的卓越医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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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药类大学物理课程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具

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医药类学生来说,医学物理在

于提供系统的物理学知识,为学习现代医学打下必

要的物理基础;在于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及

科研能力;在于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创新精神和科

学创新能力,为使之成为引领医学发展的卓越医学

人才而具备应有的理科素质.如何学好医学物理,培
养能够运用交叉学科知识解决医学领域前沿问题的

医学创新人才,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革备受关注.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是对传统教学模式的改

革,它将线上教学和传统线下教学的优势相结合,重
新定位教师的角色,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来实现教与学的生态重构[1].
本文利用中国大学 MOOC和超星泛雅平台对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革及实践进行了初步

探索.

1 优化教学内容

  目前,我校的医学物理学课时数大幅减少,由于

课时所限,教师难以对各个知识点进行透彻的讲解

与分析;为了保证教学内容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必须

优化教学内容.将理论知识和临床实践中面对的问

题结合起来,根据医学教育教学目标,精心制定教学

大纲和教学内容,选取的教学内容有物体的弹性、流
体及液体表面现象、振动、波动、声学、直流电、波动

光学、几何光学、激光、X射线、量子力学基础等物理

知识.在加强物理学本身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完整性

的基础上,注重基本理论、物理学与医学知识的相互

渗透、医学应用及对医学现代化的重要推动作用;结
合临床及医学研究需求,使学生认识到学习医学物

理的重要性,并推动其学习.改革后的教学内容层次

更加分明,更系统,有利于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深入

理解.

2 混合式教学设计与实践

2.1 线上教学的实施

医学物理教学中既有物理原理和机制,还涉及

到临床中的许多应用与实践联系紧密.课前,通过医

院见习、网络调研等方式搜集了相关的医学物理素

材,精心设计与组织整理成相关的教学视频,结合电

子教案、电子课件、课后习题及解答等课程资源通过

超星泛雅平台发布,同时依托山东大学 MOOC,便
于学生课前预习.线上课堂设计了“易、中、难”3个

层次的相关问题,供不同层次的学生在课前预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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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自测学习效果,巩固知识点,发现疑难问题,便于

教师及时调整线下课堂的教学计划.引入适当的案

例教学,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激发学生积极探索

物理学的临床应用[2].
线上学习效果可以通过平台实现作业、章节测

试、互动交流等评价方式来做教学保障[3],利用反馈

的数据来保证教学效果,实现线上教学的“教、学、

练、测、评”教学闭环.通过实践发现,线上教学比线

下教学更需要获得感,只有让学生不断产生获得感,

学生学习在线开放课程的积极性才不减[4].

2.2 线下课堂教学的实施

线下教学课堂以精讲为主,以教学重点、教学难

点和学生的典型问题为牵引,通过例题、讨论及扩展

等方式进行教学,营造学生探究知识的学习氛围;线

下教学课堂可设置小组合作的形式进行问题研究,

在小组内选取代表进行发言.将全班学生分为10个

小组,每组6~7人,各组设置小组长[5].小组讨论开

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强学生的学习体验和科研思

维训练,同时查找不足、建构知识体系.可围绕“微课

的重难点”和“临床医学案例的拓展”进行讨论.微课

重难点的讨论中,通过教师引导,使学生从概念理解

和公式推导相结合的角度,帮助学生理解公式的微

观内涵,进行知识的深化.例如:在讲解牛顿粘滞性

定律时,定律的推导是个难点,为了让学生注重物理

与医学相融合,进一步理解粘度系数的概念及临床

应用,需要线下的探究式教学,而推导过程又是理解

实际液体(血液)流动特点的重要过程,通过线下教

学,可以强化知识的实际应用,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

和应用能力.临床医学案例的拓展讨论主要是为了

避免理论与实际脱节,以临床医学案例为导引,结合

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层层递进、有连贯性地设计问

题,使学生不仅能够主动掌握所学知识,灵活运用,

还能进一步帮助学生进行知识的内化.例如:设计一

些教学案例[新冠疫情背景下利用CT(发射 X射

线)检查“白肺”影像片及利用电子显微镜拍摄新冠

病毒图片等]促进学生积极思考、学以致用,为以后

的临床应用打下基础.每个讨论专题结束后,教师进

行总结陈述,并请学生将自己的感悟和想法写成书

面报告上交.课堂的讨论更注重学生之间的交流协

作,使学生在不断的探究学习中深入理解知识.

另外注意:由于部分学生自律性原因,导致学生

在微课学习阶段的学习效果不尽相同,因此,教师在

进行线下教学时,应有意为学生播放一些微课资源

进行教学内容的回顾,从而帮助学生对本节课的教

学内容有一个大概的理解,降低自律性差的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的理解难度.混合式教学不是简单的线

上线下叠加,而是线上资源与线下活动有机整合[6],

应该在充足的数字资源、智能平台、合理的教学活动

设计及实施保障的基础上开展混合式教学改革[7].

2.3 线上线下教学的课后检测

课后,通过超星泛雅平台发布在线作业、书面作

业及教师批改作业.在线作业以单选题、简答题的形

式为主,用以督促和引导学生对课堂内容的深度理

解和反思.书面作业主要用于巩固和提升学生应用

知识的能力.两种作业侧重点不同,进一步加强学生

对于知识的理解和运用[8],进行混合式教学后的反

馈与评价.一个单元的学习结束后,还通过 MOOC
考试评测反馈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发现问题并

不断调整和修正教学计划,针对不同情况,对学生进

行集体辅导或个性化指导,因材施教,提升混合式教

学的应用效果.另外,线上设置互动反馈区,教师将

出错率较高的题目统一整理给学生讲解,学生可以

将自己的想法和问题反馈给教师,通过双向反馈,教

师可以“带领”学生更好地学习,弥补了传统教学在

空间、时间上的局限性.

3 多元化的教学评价完善 鼓励创新

  课程的考核方法直接影响教学的效果,以考试

为手段引导对知识点的掌握,对学生的学习方法和

学习内容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单一的期末终结性

考核成绩不再是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线上+线

下”混合式教学模式除了终结性考核的设置,还设置

了过程考核和个人考核环节[9].过程考核包括在线

自学、在线自测、在线互动、在线作业和课堂表现、课

后作业等.个人考核主要是学生在小组讨论课堂提

交的书面报告.通过考核方式的完善,不仅可以区别

学生学习的深度和广度,还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动力.
制定学生评教机制.每学期课程结束后,要求学

生必须通过网络对本学期的课程进行教学评价.学

校以此作为对教师进行课堂教学质量评估的一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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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在评教过程中,教师也能了解到学生的需求、认

知、期望等,有利于改进教学模式.评价体系的设置

既能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积极性,又能督促教师充

分备课、认真组织课堂教学,保证了本课程整体教学

质量的提高[10].

4 结束语

  高等教育的教学根本是培养具有高素质综合型

的人才[11].混合式教学充分整合了传统教学和网络

教学的优势,克服了单独使用某一种教学模式存在

的不足,有利于学生牢固掌握基本知识、基本概念、

基本规律,提高学生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培

养学生自主探究与创新学习的能力.“线上+线下”

混合式教学模式应用于医学物理的教学可有效激发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因此,高校教师要通过实践不断

摸索探究混合式教学的经历和经验,以取得更好的

教学效果,推动医学物理课程教学改革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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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onOnline+OfflineMixedTeaching
inMedicalPhy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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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traditionalofflineclassroomofmedicalphysicshasbeenunabletomeettherequirementsof

today’seducationreform.Inordertostrengthentheconstructionofmedicalphysicscourse,thepracticeand

explorationof"online+offline"mixedteachingarecarriedoutbymeansofdigitalnetworkteachingplatformand

ChineseUniversity MOOC.This modeorganicallycombinestheadvantagesofonlineandofflineclassroom

teaching,stimulatesstudents'subjectiveinitiativeinlearning,establishesindependentlearningmodeandincreases

theinteractionbetweenteachers,studentsandstudentsinlearning.Itishelpfultoimprovetheteachingqualityof

medicalphysicscourses,thuscultivatingoutstandingmedicaltalentswholeadthedevelopmentofmedicine.

Keywords:medicalphysics;mixedteaching;exploration;onlineopen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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