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的重点，临床思维与思维导图的相似度极高，均

需开展网状式分析并提取关键词，所以应用思维导图

将帮助住院医师思考和解决临床问题，进而培养住院

医师的临床思维能力
［１０］
。

新型教学模式围绕着团队协作、病例分析、问题

分析与解决、绘制思维导图 ４部分展开，从不同的角
度对教学进行优化。此教学模式在“教”、“学”两方

面实现了双赢，既提高了住院医师的学习效率又优化

了教师的教学质量，从而推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教

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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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教”＋“慧学”背景下混合式教学法
在中医内科学中的应用

李　杰　赵进喜　肖永华　孙慧怡　朱　立　储真真　王继东

摘　要　“智教”＋“慧学”背景下，如何在“云端”打造空中课堂，将被动的、有限的、机械的教学模式转化为“化危为机”思

路下的混合式教学组合模式的探究。利用中医内科学在慕课平台上的资源优势，结合企业微信会议直播互动，将问题为导向的

教学模式（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ａｓ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ＰＢＬ）、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模式（ｃａｓｅｂａｓ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ＣＢＬ）、团队为基础的教学模式（ｔｅｒｍ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ＢＬ）、翻转课堂、讨论式教学等诸多教学法融合为一体，辅以线上随时测验、线下评价教学效果、作业结果在班级微信群

及时反馈等形成性评价检验学习成果，思政元素贯穿始终，秉承“育人育德”并重的教学理念。将现代网络信息技术与多种教学

方法巧妙且既有温度又有深度的完美融合，探索构建出混合式教学模式通过“云端”推动中医内科学“空中课堂”的教学变革。

关键词　智慧课堂　混合式教学方法　《中医内科学》课程　应用探索

中图分类号　 Ｒ１９２　　　　文献标识码　 Ａ　　　　ＤＯＩ　１０．１１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５４８Ｘ．２０２０．１１．０４０

　　在信息化背景下，智慧课堂“利用大数据、云计
算和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实现课前、课中、课后

全过程应用的智能、高效的课堂”逐渐成为教育热

点
［１］
。传统课堂中，教师因缺乏技术工具而无法有

效掌握每位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但在“智慧课堂”

中，教师可以利用智能化的技术平台捕捉学生在认知

水平、思维方式、情感态度等方面的状态，据此不断调

整教学设计为学生量身订做教学方案。在“智教”＋
“慧学”背景下，面对学习空间的转移，学习平台的变

化，如何保障中医内科学线上授课“教师高质量，学

生高收获”是教学过程中面临着全新的挑战和机遇。

《中医内科学》是基于中医学理论与临床思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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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系统研究内科病证的病因病机、诊断和鉴别诊断、

辨证治疗、选方用药与预防调护的一门临床科学
［２］
。

体现的是中医病因学的“审证求因”、中医辨证的“司

外揣内”、中医治病的“谨守病机”的特点。它是中医

药院校医学生最早接触中医临床实践的课程，是中医

学的主干课程，也是培养学生从“医学生”走向 “医

生”实现理论知识和临床实践有效结合的关键环节，

在中医学教育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它承担

了基础到临床承上启下———桥梁的重要作用，更注重

培养学生基于中医经典理论，结合临床思辨能力去解

决临床实际问题，通过学习建立中医临床思维方式，

又为学习其他临床学科打下良好的基础
［３］
。既往课

堂授课是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自学巩固为辅，而在线

教学彻底“颠覆”了这种固有模式，云端教学如何更

好地发挥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动性，培养和塑造中医

临床思维能力是“空中课堂”面对的难点和挑战。

根据上述中医内科学特点，本研究将“智慧课堂”理

念植入中医内科学课程中，整个设计是以“预习

（“问题为基础教学法”结合“团队为基础教学法”）

→自学慕课→企业微信会议直播→在线互动（教师
讲解、“案例为基础教学法”、翻转课堂、讨论式教

学、答疑）→课后评价教学效果”［中医内科学“空中
课堂”混合式教学法流程图（图 １）］层层递进的方
式来进行，整个教学过程中秉承了以“学生为中心”

的教学理念，突出指导性自学在特殊时期的教学比

重，强化学生自学习惯和自学能力，将被动、局限的

教学模式调整为“化危为机”思路下的复合教学模

式组合的探索。

图 １　中医内科学“空中课堂”混合式教学法流程图

一、预习采用以问题为基础和以团队为基础教

学法

以问题为基础教学法（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ａｓ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ＰＢＬ）在 １９６９年由美国的神经病学教授 Ｂａｒｒｏｗｓ首
创，是借助问题、以学生为中心、培养学生分析问题、

自主学习的教学方法
［４］
。以团队为基础教学法（ｔｅａｍ

ｂａｓ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ＴＢＬ）是２００２年美国 Ｏｋｌａｈｏｍａ大学的
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ｅｎ教授在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模式的基础
上提出的，其实施方案是学生在团队基础上，围绕各

教学单元中包含的核心概念及其应用展开主动学习，

经过“个人独立预习概念———预习确认测验掌握概

念———团队练习运用概念”的过程获取知识，并掌握

知识的运用
［５］
。结合 ＰＢＬ和 ＴＢＬ，采用的具体方法

是：教师在课前将学习的重点以问题发布给学生———

学生分组围绕问题来展开资料的收集，以组为团体课

下谈论后总结归纳 ———线上同学分组在规定时间内

汇报总结———最后教师进行总结及答疑。例如在学

习“哮病”这节课中，提前布置预习问题：以组为代表

“提供一个历代（古代、现代均可）医家治疗哮病的代

表医案，并简单介绍这位医家治疗哮病的学术思

想”。促进学生带着课程中的核心问题去翻阅经典

文献，读经典的过程也是培养临床思维和拓宽知识视

野的过程，使学生由被动接受知识变为主动撷取知

识，并提升他们独立思考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学生再将问题汇总到小组，由组长组织大家集体讨

论，最后在直播互动课程中由代表将全组的智慧结晶

呈现给大家，这种教学模式除了能鼓励学生主动学习

和独立思考，激发他们的求知欲和好奇心，更重要的

是有效增加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提高团队协作能力及

沟通能力，因为良好的人际交往（生生互动）有助于

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减轻孤独感。

　　二、自学采用慕课平台资源

慕课（ｍａｓｓｉｖｅｏｐｅｎ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ｕｒｓｅ，ＭＯＯＣ）是“大
规模开放的在线课程”的简称，是一种利用计算机互

联网信息交流与大数据信息挖掘功能而进行的开放

性课程教学模式，将以视频为主且具有交互功能的网

络课程发布到网上，通过互联网平台提供给所有学

员
［６～８］

。也实现了“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

的愿景。中内教研室团队将《中医内科学》重点课程

整理成慕课资源发送到中国大学慕课公共平台（链

接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ｉｃｏｕｒｓｅ１６３． ｏｒｇ／ｌｅａｒｎ／ＢＵＣＭ －
１２０６４１４８０７？ｔｉｄ＝１２０６７２７２２１＃／ｌｅａｒｎ／ａｎｎｏｕｎｃｅ），整
个慕课内容的设计立足于教材，依据教学大纲将临床

·４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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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疾病依照概念、病因病机、诊断及鉴别诊断、辨证

论治及预防调护等系统梳理，并由教学团队成员通过

精心设计和准备教学内容，有目的、有计划地引领学

生课前自主学习，发现并提出学习过程中的问题留待

线上互动时答疑，从而掌握中医内科学基础知识。笔

者认为，学习之初要立足于课本，课本先教会你在中

医道路上如何规范的走路，学会了规范走路，你想跳、

想跑、想飞均可以自由发挥，只要到达终点就行，这个

终点也代表了学生运用中医临床思维和技术处理内

科常见病证的实际能力。

三、在线教学采用复合教学模式

线上教学利用企业微信平台将教师讲解、以案例

为基础教学法（ｃａｓｅｂａｓ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ＣＢＬ）、翻转课堂、
答疑等诸多教学模式熔为一体，具体教学设计是：

（１）教师对重点及难点内容提纲挈领的讲述，针对慕
课里没有涉及的知识点在线上进行深入展开讲解，便

于学生课后归纳总结。（２）结合以 ＣＢＬ教学法，将临
床医案知识有机的贯穿其中，对临床病例和相关辅助

检查资料进行进一步梳理，针对病例设计的问题首先

请同学发表自己的临床诊断思路，而后教师对其诊断

思路进行纠正、补充、完善和总结，并对学生在其思考

活动中所产生的困惑和问题进行解答，在线上使其理

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达到早期接触临床的目的，潜移

默化地激发医学生对临床医学学习的兴趣。最后教

师给出相应的思路及答案，并以 ＰＰＴ和 Ｗｏｒｄ文档等
形式发送给学生，使其成为线下复习的主要载体。

ＣＢＬ是近年来国内外普遍开展的行之有效的教学新
手段，在培养学生学习能力、提高学习效率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
［９］
。其优点在于激发学生开拓临床思

维，提高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使学生自主分析及解决

问题，更有利于巩固学习内容
［１０］
。此次线上互动采

用 ＣＢＬ目的即锻炼和培养学生运用中医临床思维方
式解决内科常见病证，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和探索精

神，从而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线上活动的参与性。

（３）学生将教师提前布置的问题根据自己掌握的知
识储备，集团队智慧，派代表在规定时间内线上汇报

讲解后将知识内化，将“翻转课堂”理念融入其中，培

养学生的创造力和创新能力，最后由教师点评总结引

导学生再次进行深度学习，这个过程在提供团队之间

互相借鉴学习机会的同时，也体现了教育学家陶行知

“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 “教学做合一”的理论

内涵。（４）答疑：学生在预习和自学慕课过程后，也
会携带问题进入线上互动，教师通过在线答疑的方

式，可初步判断学生对课程的掌握情况，分析课堂授

课的难点、疑点，并从中寻找解决方案。

企业微信以其“操作简洁、随时添加联系人、平

台免费开放性”的特点成为 “智能移动办公平台”的

硬核，能够同时满足 ３００人之内的视频、语音会议和
直播教学需求，它的优势在于教师不用准备电脑、摄

像头、麦克风，直接打开手机就能直播，学生在微信里

就可以听教师答疑解惑。利用企业微信直播会议在

线互动的方式，将复合教学模式整合，克服师生因时

空分离造成的“教与学行为”的隔离，以及学生孤立

状态下学习的境况，创造性地维系住教学过程中师生

互动、生生互动的纽带，实现教与学的再度整合，规避

了远程学习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高辍学率、学习孤独感

等不利因素，打造出既有温度又有深度、真正有意义

的“空中课堂”。

四、基于课后学生反馈意见，教师积极整改

首次尝试线上教学，整个的教学设计也经历了数

易其稿。通过课后对学生进行调查，看学生对所采用

教学方法的满意程度和接受程度，及时调整教学方

案。例如本次教学最初采用微信平台互动，由于受每

条发送语音时间限制，没有采用语音直播，大部分需

要文字输入主导整个互动过程，文字输入的滞后性导

致个别学生提出回答问题出现刷屏浪费线上互动时

间、打字需要大量时间、难以做到实时沟通等诸多问

题，本着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教学团队反复研讨

及借鉴学习，引入企业微信会议直播的方式与学生互

动，学生总体反馈语音直播的方式比微信群提问的方

式效率高了很多，教师同学互动流畅了很多，整改后

提供了教师和同学进行思维碰撞和交流的机会。

五、“课程思政”理念贯穿教学始终

“课程思政”是高校育人的一项系统工程，将“思

政育人”元素潜移默化融入课程中，体现 “课程承载

思政”，“思政寓于课程”的理论内涵
［１１，１２］

。例如在

讲“痴呆”这堂课，告诉同学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剧，

痴呆发生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像一种“流行病”，也是

最残酷的疾病之一，它剥夺了患者对生活的美好记

忆，此外还对社会和家庭造成了极大的精神负担和经

济负担。藉此引导学生要给与患者情感支持，尊重患

者的人格，要经常用抚摸动作和亲切的话语给予他们

关心和爱护，潜移默化塑造学生“医为仁术，必具仁

心”的初衷。通过将思政元素与授课内容有机衔接，

在课程设计中将知识目标和情感目标找到最佳契合

点，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 “寓”道于教、画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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睛的有机融合，从而增强学生的专业认同感与专业自

信心，坚定学医之路的初心
［３］
。

六、展　　望
面对信息时代突飞猛进的今天，也引发了如何在

“云端”打造空中课堂进行教学改革的思考，实现“教

与学”创新教学模式的转换的过程中，教师展开“智

教”，即如何运用其教师机智和现代化教学手段，帮

助学生学会“慧学”，即如何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将

被动的、有限的、机械的教学模式转化为“化危为机”

思路下的混合式教学组合模式的探究。混合式教学

模式是将传统的课堂讲授式教学方法和学生利用现

代网络技术进行在线学习的方法相结合，形成的一种

多元互动式教学模式，是信息技术和现代教育理念相

结合的产物
［１３］
。

教学团队通过多种途径开展教学研讨与教学方

法创新，完善教学设计，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充分发

挥中国大学慕课公共平台中医内科学慕课的资源优

势，结合企业微信会议直播互动，将 ＰＢＬ、ＣＢＬ、ＴＢＬ、
翻转课堂、讨论式教学等诸多教学法融为一体，推送

学习资源、音频辅导答疑，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促进自

主学习，提升学习能力。

形成性评价方面则采用线上随时测验、线下评价

教学效果、作业结果在班级微信群及时反馈等方式检

验学习成果，思政元素贯穿始终，在“空中课堂”唤起

学生情感上的共鸣，从始至终秉承了“育人育德”并

重的教学理念。在保证教学进程不延误、教学质量不

降低的前提下，教师也将所有的课程资源进行重新梳

理和整合，从新的角度对教学进行深入思考，将现代

信息技术与多种教学方法巧妙且既有温度又有深度

的融合为一体，进而探索构建出怎样的混合式教学模

式通过“云端”推动中医内科学“空中课堂”的变革，

在体现“以学生为中心”，以“临床能力为导向”中医

内科学课程核心思想的同时，努力提高学生对所学专

业的感悟度、领悟度与认同度，培养他们发现问题、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切实做到教师“千教万教，

教人求真”，学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力求给每位

学生提供个性化学习的机会、资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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