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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究将智慧课堂和思政教育融入本科医学专业教育对提高教学质量产生的作用。方法 挑选72名临

床医学专业学生并随机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进行创新教学模式（智慧课堂和思政教育有机结合），对照组

则进行传统授课，在一学期后从专业知识、操作能力、临床思维及总分 4 个维度评价两组教学成果，并调查学生的

满意度情况。结果 实验组学生的专业知识、操作能力、临床思维和总分及对课程满意度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t分别=9.82、11.42、6.66、8.85，χ2=11.57，P均＜0.05）。结论 智慧课堂和思政教育融入本科医学

教育明显优化了教学质量，做到了“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从而提

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水平，让学生得到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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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integrating wisdom clas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into undergraduate medical educa⁃
tion——Take physiology for an example SHEN Shuying， HUANG Kangmao，WANG Kefan，et al.Department of

Orthopaedics，Sir Run Run Shaw Hospital Affiliated to Medical College of 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16，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We aim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integrating wisdom clas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

tion into under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 Methods Totally 72 clinical medical students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

vided into two groups.The experimental group carried out innovative teaching mode，while the control group adopted tra-

ditional teaching method.After one semester，the teaching resul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evaluated from the four dimen-

sions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operational ability，clinical thinking and total score，and the degree of satisfaction was

investigated. Results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operation ability，clinical thinking，total score and degree of satisfac-

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t=9.82，11.42，6.66，8.85，χ2=

11.57，P＜0.05）. Conclusion The integration of wisdom clas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under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 significantly optimizes the teaching quality，improves students' learning ability and level and enable

students to get all-rou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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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医科”的大背景下，全面提高医学人才的

教育质量是课程建设的重点任务之一。生理学作

为医学专业教育中的重要学科之一，以正常人体为

研究对象，阐述各系统器官的功能及机制，是医学

理论知识体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与其他

医学课程的关系紧密，起着连接基础医学和临床医

学的作用[1]。因此高效率的学习生理学对医学生而

言是必不可少的。然而由于生理学知识内容的理

论性和逻辑性较强，对于学生的学习能力的要求比

较高。

1 本科医学专业教育的教学现状（以“生理学”为例）

目前，在各大高校本科医学专业教育（如生理

学课程）的教学工作中，普遍的教学模式仍然是以

教师为中心的，形成了知识被简单粗暴地灌输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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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忽视了学生知识能力水平存在的差异和对学生

主动学习能力的培养，最后导致学生处于被动甚至

是压抑的地位；并且教师的上课方式比较单调且生

硬，大多只是直接照读课件或者课本，没有发挥教

师的能动性，导致了师生之间缺乏互动和交流，课

堂缺乏活力，降低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考虑

到生理学是医学生的入门课程，加之学生在学习过

程中缺乏对知识的预习和复习，因此有些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会显得无所适从。多种原因最终导致了

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效果不佳，与现代化的人才培

养要求相背离。

2 智慧课堂模式和思政教育融入本科医学专业教

育的探索

为了破解上述的生理学课堂教学问题，本次探

索尝试引进智慧课堂教学管理模式，充分运用现代

化的科学技术手段，打造高效的课堂教学模式。并

且在“新医科”背景下，围绕“大健康”理念和需求，

本着以“以生为本，强化实践，交叉融合，促进创新”

为教学宗旨，融合课程思政教育，以求培养“社会责

任感强”的专业人才[2]。

2.1 转变教学理念 在“新医科”背景下，如何使得

医学教育能够在符合医学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培养

全方位的医学人才是医学教育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鉴于多年的生理学教学经验，传统的单向型教学模

式不利于充分调动学生的读书积极性和提高学习

效率。所以需要及时将传统的课堂教育理念转变

到以“以生为本，强化实践，交叉融合，促进创新”新

理念上来，建立高效的以学生为本的智慧课堂，使

得学生能扎实地掌握医学专业知识，增强临床技

能，培养学生的相关科研和临床思维；并且融合课

程思政教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敬业、

公正、法治”引领学生，融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教育、掌握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强化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以求培养社会责任感强的专业人才。

2.2 优化教学模式

2.2.1 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可大致分为：①基础知

识，教师向学生们介绍和本章内容相关的组培和解

剖知识，让学生们了解背景，并且形成初步的框架

体系。②本章的核心知识，教师通过多元化的讲解

方式使学生们理清系统内在机制和联系。③校地

结合，培养具有良好实践能力的专业人才：融合学

校的教学医院，收集并制作案例分析，将理论与实

践结合、教学与科研融合，提高学习者的岗位胜任

力。④科研创新引领，培养具有活跃创新意识和良

好科研思维的专业人才：针对部分课程内容为学生

提供案例教学，并组织学生课后自由练习，以开阔

学生的眼界和提高学生们的学习兴趣。

2.2.2 智慧课堂模式

2.2.2.1 基于问题的教学模式（problem-based learn⁃
ing，PBL） 将传统的生理学课堂以小组讨论的形式

呈现，由教师提前一周发布基于学生实际情况的学

习任务，并引导鼓励学生通过各种途径，如查阅专

业课本，上网查文献，询问专业人士等，思考解决问

题，自行准备材料，并且大致掌握有关的理论知识；

由小组组长收集学生在自主学习过程中所产生的

具体问题后将其汇报给老师，而这些问题也将由教

师在课堂上为学生梳理并解决。在课堂上，学生们

可以携带各种资料和查阅资料的工具，形式不限。

在小组内部推选一名主席，一名记录员，其余同学

围绕问题展开讨论，最后形成共识。PBL课堂的特

点是以问题为核心，以学生讨论为主体，而教师不

再是主导者。通过这种教学方法，彻底改变了以往

学生长期处于被动学习状态的状况，从而能够较好

地提升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并训练其独立学习能

力，提升临床思维。PBL教学模式在我国仍处于尝

试阶段，在开展过程中难免有较多的困难，需要不

断地尝试和探索。

2.2.2.2 翻转课堂教学方法 学生们需要在课堂

前了解章节知识的前提下积极地参与到课堂教学

过程中。得益于如今高速发展的网络信息技术，学

生们可以通过各种设备获取丰富的网络教学资源。

由于网络资源质量的参差不齐，可由教师进行筛选

并推荐，亦可以由学校根据教学目的的需要制作配

套的教学视频，在筛选教学视频的过程中，应当要

考虑到视频的时长以及内容的准确性和丰富性。

如果条件允许，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的差异从

而推荐不同的教学视频，实现分层教学。在准备好

教学视频后，向学生发布课前学习内容，让学生根

据自身情况观看网络教学视频以熟悉教学内容，在

课堂上学生们参与各种有趣的教学活动，开放讨

论，达到“学生自学，老师帮助”的效果。采用该种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可以突破时空的约束，让学生能

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在不同时间和地点进

行学习，从而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和不断提高知识理

解的能力。对于学校而言，要不断创造出高质量的

教学视频，并且依托各大教育网站实现教学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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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为翻转课堂的建设提供更多更优质的教育

资源。

2.2.2.3 思维导图教学方法 思维导图能够充分运

用发散知识和思维，进而帮助学生建立起有关生理

学的各系统的知识体系和构架，及其内在联系。由

学生在课前根据本章的所学内容绘制思维导图；然

后教师在思维导图的基础上介绍本章的知识点内

容，并逐步指导学生完成自己的思维导图；最后，让

学生在课后运用思维导图对知识点内容加以巩固

与复习，由于生理学知识的复杂性以及逻辑性，有

很多学生常常在上课结束后便对课堂知识出现遗

忘，而思维导图可以让学生做到对生理学知识点一

目了然。相对于传统的教学模型，思维导图可以较

好地帮助学生理解各个章节模块内部的逻辑性及

其与各系统内部的关联性，从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

趣与能力，并训练学生独立解决的能力。

2.2.3 思政教育融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

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文件中

强调了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以及提高大学生的

思想政治素质的重要性。加强大学生的思政教育，

提升大学生的素质，培养优秀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对于国家未来的经济建设以及强盛发展具有至关

重要的作用[3]。目前大多数高校对课程思政教学并

不重视，主要原因包括学生自身的态度以及积极性

不高，以及高校教师对思政教学的重要性认知

不足。

生理学起到了沟通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桥梁

和纽带功能，在医学教育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而且大学时期是引导青年培养积极向上价值观的

重要时期，因此在开展生理学教学工作中，应以专

业知识的教育为主线，辅以对相关优秀科学工作者

事迹，时事热点的讲解，做到将思政教育融入生理

课堂。带教老师应做到：提高思政意识水平，弥补

自身不足；积极推动思政教学与专业教育的融合；

重视教学的革新与多样性。

鉴于各大医学课程的思政教学改革仍处在起步

阶段，大部分高校还没有建立完善的课程思政教育

评价体系。但是教学评价体系是考核教师的金标

准，是教师不断进步的第一动力。所以建立完备的

课程思政教学评价系统具有重要意义。课程思政

教学评价，可以包括学生打分、学生意见采集、同行

评价、以及教师自我评价等方面，涵盖问卷、打分系

统、以及访谈等各种形式。这利于教师不断总结经

验，并积极改进，从而充分发挥思政教学在课堂教

学中的价值和意义[4]。

3 教学评价

3.1 试验设计 选取2020届浙江大学临床医学专业

的72名大一学生。项目已获得知情同意。采用随

机数字表法将学生分成两组，每组36名。实验组平

均年龄（19.03±0.51）岁，入组前考试成绩（82.61±
3.27）分；对照组平均年龄（19.00±0.48）岁，入组前考

试成绩（82.25±2.88）分。两组的基线资料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对照组采取传统

授课方式授课，实验组使用智慧教学模式授课。授

课一学期后对学生进行考核，考核体系由专业知识

（50 分）、操作能力（25 分）、临床思维（25 分）组成，

并进行匿名教学模式满意度调查，分为满意与不

满意。

3.2 结果

3.2.1 两组学生教学考核成绩比较见表1
表1 两组学生教学考核成绩/分

组别

实验组

对照组

专业知识

47.03±1.89*

43.22±1.35

操作能力

23.39±1.08*

20.42±1.13

临床思维

23.17±1.13*

21.19±1.37

总成绩

93.58±2.25*

84.83±2.44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由表 1可见，实验组学生的专业知识、操作能

力、临床思维和总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t 分别=9.82、11.42、6.66、8.85，P 均＜

0.05）。
3.2.2 两组对教学满意度调查结果见表2

表2 两组的满意度调查结果/例（%）

组别

实验组

对照组

满意

34（94.44）*
22（61.11）

不满意

2（ 5.56）

14（38.89）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由表 2可见，实验组学生对教学模式的满意度

要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1.57，P
＜0.05）。
4 讨论

在“新医科”的大背景下，传统的医学教育模式

已经无法顺应医学发展规律，本次研究以医学专业

核心课程生理学为例，创新性地将智慧课堂模式和

思政教育融入到生理学教育工作中，发现采取该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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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学模式后，学生在生理学学习过程中的专业知

识、操作能力、临床思维和总分均明显高于传统的

教学模式（P均＜0.05），极大程度解决了过去生理学

教学中的问题，显著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水平和对课

程的满意度。并且融合课程思政的理念和方法，顺

应了习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所提

出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

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

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

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

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的要求，做

到有效优化课堂教学操作环节，培养优秀的医学人

文素养，从而做到把“知识传承、技术训练、价值导

向、与专业素质”融合统一，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素

养，着力于培养德术双馨的医学人生人才，为祖国

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奉献自身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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