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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翻转课堂”在普外科实习生教学中的应用与实践。方法　川北医学院第二

临床学院普外科 20 个实习小组（每组 3~5 人），以排列小组序号随机分为翻转组（45 人）、传统组

（40 人），每组 10 个小组。翻转组采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发放资料学生课前自学—学生、教师课中讨

论—课后评价），传统组采用传统教学模式（学生课前预习—教师课中讲解—教师课后答疑）。教学结

束，采用问卷法评估每位学生的参与度及完成度，以病史采集和病案分析得分评价教学效果。对比分

析两组间参与度、完成度及教学效果。应用 SPSS 23.0 软件进行 t 检验和卡方检验。结果　翻转组参

与度优于传统组[（17.45±1.83） vs. （15.57±1.5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翻转组与传统组完

成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间病史采集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翻转组病案分析优于传

统组[（87.30±6.06） vs. （81.50±5.88），P < 0.05]。调查问卷显示，约 90% 的学生认为翻转课堂能提高

学习兴趣 96%（43/45），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89%（40/45），学习效果更佳；同时 78%（35/45）的学生认为

学习时间较长。结论　翻转课堂能提高普通外科实习学生教学参与度，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提高学生病案分析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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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and practice of "flipped classroom" in the 

teaching of general surgery interns. Methods　A total of 20 internship groups (3 to 5 people in each group)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rom the general surgery practice group in the Department of General Surgery of the 

Second Clinical Medical College of North Sichuan Medical College.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flipped group (45 people) and the traditional group (40 people), with 10 subgroups in each group. The flipped 

group adopted the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students' self-study by handing out materials before 

class, students and teachers' discussion in class, and students and teachers' evaluation after class),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adopted the current conventional teaching mode (students' preview before class, teachers' 

explanation in class, and teachers' question answering after class). At the end of the teaching, a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participation and completion of each student. The teaching effect was evaluated by 

medical history collection and case analysis. The participation, completion, and teaching effec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SPSS 23.0 software was used for t-test and Chi-square test. 

Results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flipped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traditional group [(17.45±1.83) 

vs. (15.57±1.52)],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flipped group and the traditional group.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medical history collection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case analysis of the flipped group was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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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 that of the traditional group [(87.30±6.06) vs. (81.50±5.88), P < 0.05]. The questionnaire shows that 

about 90% of the students think that flipped classroom can improve their interest in learning [96% (43/45)], 

improve their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89% (40/45)], and have better learning effect. At the same time, 

78% (35/45) of students think that learning time is too long. Conclusion　The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l can improve the teaching participation of general surgery students, improv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improve their self-learning ability, and improve students' thinking ability of medical record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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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本科学生实习时面临着从理论到实践的
挑战，面临从被动学习到主动学习理念的转变。普
通外科包括肝胆胰、胃肠等疾病，范围广，是外科学
基础部分。腹部器官复杂，疾病多变，普外科实习
教育是培养实习生临床思维的重要部分。而目前
实习生教育方法较单一，主要为教师通过小讲课、
教学查房等形式给学生传授知识；主体上还是学生
被动接受知识，学生无法快速有效培养独立思考的
能力，尤其临床思维得不到有效训练。“翻转课堂

（flipped classroom）”是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模式，本
研究将其引入普外科实习生教学中，并探讨其教学
效果，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川北医学院第二临床学院普外科

实习生，分为 20 个小组（每组 3~5 人），编号：1~20。
以 随 机 数 字 表 法 ，分 为 翻 转 组（45 人）和 传 统 组

（40 人），每组 10 个小组，增加两组间可比性。在医
院科教部、外科教研室备案，取得全体普外科实习
生知情同意，告知不同组别将采取不同教学方法。
试验组采用翻转课堂教学，对照组采用传统常规
教学。
1.2　教学方法

普通外科实习主要教学任务为进一步让学生
掌握普通外科常见病的临床表现、诊断及治疗原
则，着重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及解决问题的能力。由
于病种繁多，翻转课堂内容主要集中在教学大纲内
需要掌握的重点疾病，如阑尾炎、腹膜炎、肠梗阻、
胃癌、消化道穿孔、胆囊结石、梗阻性黄疸、肝癌、乳
腺癌、甲状腺癌等。

翻转课堂教学：实习生在普外科实习时间为
4 周，每周一进行理论知识翻转课堂。课前发放学
习资料，学生自学，主要包括病史采集方法、病历书

写规范、普外科重点疾病教师录制的讲解视频等学
习资料。学生自学后，安排每位学生负责不同的疾
病，制作学习体会 PPT（约 15 min）。课中由每位学
生自己讲解，教师主要为旁观、引导、总结。每周五
进行一次病案讨论翻转课堂，由学生准备病例、组
织讨论，教师全程参与、指导总结。结束普外科实
习后，进行出科考核（病史采集+病案分析），考查实
践能力及临床思维能力。

传统教学：课前布置实习任务，发放学习资料
（与翻转组相同）。教师采用小讲课模式进行病史
采集方法、病历书写规范、专业重点疾病的讲解，采
用教学查房进行临床思维培训。实习结束后，参加
出科考核（病史采集+病案分析）。
1.3　评价方法

每组学生均需接受课后问卷调查，完成出科考
核。所有组别完成教学任务后，分别从教学参与
度、教学完成度及教学效果 3 方面，对比分析两组间
差异。

问卷调查：问卷表含有学习完成度及参与度两
方面内容，每方面 5 个问题，每个问题分为四阶答案

（差、一般、较好、非常好），分别赋予 1、2、3、4 分，计
算每一份问卷总分（5 个问题得分相加）。

试验组学生对翻转课堂的评价问卷表：其包括
是否能提高学习兴趣，是否让知识理解更深刻，是
否能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学习时间是否较长，学习
效果是否较好，是否希望教师进行教学方式改革
等。每个问题答案为是或否。

教学效果：出科考核成绩分为询问病史、病案
分析两部分，每部分总分 100，由同一位带教教师按
照评分表打分阅卷。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 23.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卡方检验。检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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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α=0.05。

2　结果

在考核成绩方面，翻转组病案分析优于传统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参与度方面，翻
转组较传统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
组间病史采集、完成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
1）。试验组学生对翻转课堂的评价方面，约 90% 的
学生认为翻转课堂教学能提高学习兴趣[96%（43/
45）]，能提高自主学习能力[89%（40/45）]，学习效果
更 佳 ；同 时 78%（35/45）的 学 生 认 为 学 习 时 间 过
长（表 2）。

3　讨论

目前，传统教学方式在培养临床医学学生的自
主学习能力方面的效果较差。怎样使学生快速进
入临床角色，提高自觉性，是临床教学的重要任务。
翻转课堂教学是把课堂还给学生，通过课前准备资
源、课前自学、课中探讨、课后评价 4 个步骤完成教
学的新模式，可大大加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1-2]。本
研究将翻转课堂运用于医学临床实习学生的教学
中。结果显示，翻转组参与度较传统组高，翻转组
学生表现出更高学习兴趣，课堂气氛更加活跃。客
观成绩考核比较显示，翻转组病案分析平均分高于
传统组。问卷调查显示，翻转组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有所提高，虽然学生投入精力增加，但课程完成度
与传统组相当。可见翻转课堂能提高实习生的临
床思维及自主学习能力。而医学是一门实践科学，
需要终身自主学习能力。多项类似研究报道[3-4]，在
医学其他专业教学中，翻转课堂能提高实习生教学

效果，尤其是临床技能方面。也有相关报道将翻转
课堂与其他不同教学模式结合[5-6]，取得较好教学
效果。

翻转课堂教学也存在一定局限性[7-8]。其一，课
堂人数有限制，人数过多会无法顾及每一位学生，
学生发言讲授时间过短，讨论达不到效果，建议每
组学生 5~7 人。其二，学生精力投入较大，若开展课
程较多，学生精力不足，难以面面俱到。研究组的
经验是在病史采集的基础上，以实习大纲内重点疾
病来培养临床思维。例如，按照梗阻、肿瘤、感染、
损伤为基础，选择普外科肠梗阻、消化道肿瘤、阑尾
炎、梗阻性黄疸、消化道出血、脾破裂、乳腺癌及甲
状腺癌等常见重点疾病。其三，教师观念转变。只
有通过学习、观摩、相互交流等方法，才能使教学多
样化，也才符合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观念的转
变。其四，硬件设施欠缺。课前慕课视频的制作发
放，均需要完善的网络教学设施，但许多医院尚未
完善。可采用简易的方法，如录制视频、课前作业
任务可通过微信、QQ 管理平台等发放，充分利用网
络的便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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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试验组学生对翻转课堂教学的评价[n=45，n（%）]
项目

是否能提高学习兴趣

是否让知识理解更深刻

是否能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学习时间是否较长

学习效果是否较好

是否希望教师进行教学方式改革

赞成人数

43（96）

40（89）

40（89）

35（78）

40（89）

36（80）

表1 两组教学效果比较 [（x±s），分 ]
组别

翻转组（n=45）

传统组（n=40）

t 值

P 值

病史采集
（100 分）

81.06±4.93

78.33±7.08

1.57

0.120

病案分析
（100 分）

87.30±6.06

81.50±5.88

3.56

0.001

参与度
（20 分）

17.45±1.83

15.57±1.52

3.20

<0.001

完成度
（20 分）

15.53±1.11

15.73±1.36

-0.67

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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