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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中医药院校计算机基础教学的重要性以及传统教学的缺点，从准备、课前、课中、课后几个
阶段阐述基于ＳＰＯＣ的混合式学习模式应用并对比教学效果，指出该学习模式有助于培养学生自学、问题解
决、交流合作和知识技能迁移能力。

〔关键词〕　ＳＰＯＣ；混合学习模式；计算机基础课程；中医药院校
〔中图分类号〕Ｒ－０５６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６０３６２０１９０６０１８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ＰＯＣ－ＢａｓｅｄＨｙｂｒｉ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ｉｎ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ｏｆＢａｓｉｃ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ｓｉ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ＰＵＹｉ，ＤＯＮＧＲｕｆｕ，ＬＩＵＭｅｉｐｉｎｇ，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Ｙｕｎ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
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Ｋｕｎｍｉｎｇ６５０５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ｂａｓｉｃ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ｉ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ＴＣＭ）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ｉｅｓａｎｄ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ｓ，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ｅ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ＰＯＣ－ｂａｓｅｄｈｙｂｒｉ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ｄｕｒ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ｅ－

ｃｌａｓｓ，ｉｎ－ｃｌａｓｓ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ｃｌａｓｓｐｈａｓ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ｎｃｏｍｐａｒｅｓ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ｓ，ｐｏｉｎｔｓｏｕｔｔｈａｔｓｕｃｈａ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ｈｅｌｐ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

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ｉｎｓｅｌｆ－ｓｔｕｄｙ，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ｈｏｏｔｉｎｇ，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ｓｋｉｌｌ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ＰＯＣ；ｈｙｂｒｉ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ｂａｓｉｃｃｏｕｒｓｅ；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ＴＣＭ）

〔修回日期〕　２０１８－１２－１２

〔作者简介〕　普奕，硕士，讲师，发表论文６篇；通讯作

者：刘妹萍，硕士，实验师。

１　引言

小规模私密性在线课程 （ＳｍａｌｌＰｒｉｖａｔｅ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ｕｒｓｅ，ＳＰＯＣ）是结合课堂与在线教学的混合学习
模式，其基本流程是教师将视频材料在课前发送给

学生，然后在实体课堂以问题探讨、小组讨论等方

式与学生一起完成教与学任务，课后学生利用视频

材料进行巩固学习。它是继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

（ＭａｓｓｉｖｅＯｐｅｎ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ｕｒｓｅｓ，ＭＯＯＣ），即慕课之
后的一种典型课程范式，在融合慕课教育思想的同

时，也将微课、小众教学、集约化教育等整合在一

起，形成特有的混合学习模式［１］。国内如清华大

学、上海交通大学和天津大学等高校都已应用

ＳＰＯＣ来创新教学模式，优化教学方法。在教师层
面上，ＳＰＯＣ优势主要体现在创新教学模式、减轻
教师负担等方面［２］；在学生层面上提供更多的自学

和师生互动机会，增强主动学习能力，在师生、学

生之间面对面讨论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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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基础是一门实践操作性较强的课程。目

前主要采用多媒体机房统一讲授、学生自主操作练

习的方式。存在内容操作指导不到位、教师工作量

大、学生学习效率低下、实际操作能力不强等问

题。将ＳＰＯＣ应用于计算机基础教学不仅能提高教
师教学效率，更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对学生个

性化学习习惯的养成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进而提

高其学习效率。本文将通过 ＳＰＯＣ混合学习模式在
中医药院校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探究出新

的学习模式，以提高计算机基础课程学习效果。

２　中医药院校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的重要
性及传统教学的缺点

２１　重要性

中医药领域的迅速发展使其对医学人才的要求

越来越严格，近年来很多医院都引入一些信息系统

和相关应用软件，只有提升医学生信息素养才能使

其在工作岗位尽快适应医疗机构对计算机应用能力

的需求［３］。另外医学生利用计算机能更快速高效地

查询和学习专业知识，掌握相关软件使用后能更好

地开展学习和研究。因此如何利用计算机来辅助学

习中医药知识，丰富学习内容和方式，更大限度地

提升学习效果成为当前研究重点。

２２　传统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的缺点

２２１　学生原有水平参差不齐　由于各地经济和
教育水平有所差异，学生对计算机的掌握程度也各

不相同，教师很难满足所有学生需求。授课内容过

于简单或进度太慢使得一些熟练掌握计算机的学生

难以了解新技术，浪费时间和精力；反之则忽略了

那些基础薄弱的学生，使其跟不上进度，甚至自暴

自弃，产生厌学心理等。

２２２　无明确学习目标　计算机基础课程主要是面
对非计算机专业大一新生。调研发现很多院校的大一

新生学习习惯还停留在高中阶段，学习目标不明确。

２２３　教学内容与知识更新不同步　信息时代计
算机软硬件更新较快，而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则相

对滞后。因此教学中教师除讲授计算机基础知识及

常用软件操作外还应了解计算机基础科学发展前沿

并及时更新教学内容，使学生获得最先进的知识以

及了解最新发展成果。

２２４　没有以学生为中心组织教学　在课堂时间
划分中教师讲解演示占大部分，而通过实际操作使

学生亲身体验知识的过程较少。在教学安排上，没

有根据不同学生的基础制定不同授课计划。在教学

内容组织上，仅依据教材课程安排授课，不能根据

学生兴趣来设置不同课程使其选修，大大降低学生

学习主动性。

３　基于ＳＰＯＣ的混合式学习模式在计算机
基础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３１　概述 （图１）

图１　基于ＳＰＯＣ的混合学习模式在计算机

基础课程教学的应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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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模式在课前有选择地将部分知识制作成微视

频，学生在课前以自学观看为主，减小知识差距，

强化学生自主学习意识和能力；在课中以学生为中

心组织教学，通过问题探讨、任务驱动和小组讨论

等形式促进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思考，发现问题并

寻求多种方法解决问题；在课后教师发布视频学习

材料巩固学习、自我测试以及了解计算机前沿知识

技术等，满足不同层次学生学习需求。这样既促进

计算机知识技能的学习，又可提高学生积极性，培

养其自学、问题解决、合作交流和迁移能力等。在

课程教学中和结束后进行过程性和总结性评价，不

断改进教学。

３２　准备阶段

通过对教学目标和学习者特征分析设计知识

点、制作微课视频。因微课属于短小精炼的视频，

围绕教学内容将章节中的重点、难点知识制作成５

～１０分钟的微视频教学效果较好［４］。计算机基础课

程理论知识较多，通过细化教学内容能够降低知识

难度。确定教学内容后选择合理的制作工具与软

件，如ｐｐｔ演示文稿、视频录制及剪辑软件等，在

录制过程中可采用演示和讲解相结合的方法，合理

安排教学内容，增加教学趣味性。如制作 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

图像处理的微课，先进行教学设计，选择一个知识

点，如调整图像亮度与色彩饱和度，可结合学生实

际专业需求，选择药材图片作为示例，通过调节图

片亮度与饱和度能更清晰地显示和还原药材本身色

彩，设计５～１０分钟的教学内容。确定教学内容后

选择合理的制作工具与软件进行课程录制，需要注

意必须做好食品的后期处理工作。

３３　课前学生自主学习

利用微课先介绍知识点背景、引入新知识点，

初步完成知识的传授，或提出问题让学生提前思

考，或使学生进行自测判断知识水平等。以情境

化、趣味化的方式将教学内容呈现给学生，使学生

在课前以自学观看为主，借助手机、ｉｐａｄ、电脑等

工具不受时空限制，随时学习，还可多次回放、重

播，直到正确理解相关知识点为止，缩短知识差

距，避免教学过程中出现严重两极分化现象，强化

学生自主学习意识和能力。如在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图像处理
软件的学习过程中教师可通过微课视频的方式将软

件基本操作展现给学生，供其在课前自学。此外教

师可利用微课设计问题，收集学生感兴趣的素材图

片，为课堂做准备。

３４　课堂教学

教师可借助微课内容巧妙地导出新课题，合理

设置问题情境，组织学生开展问题探究、任务驱

动、小组协作学习、答疑解惑等方式的学习活动，

引导学生积极思考，主动融入到课堂教学中，寻找

问题的答案。课堂上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从旁

提供个性化指导［５］，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如

对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图像处理软件的学习，学生课前通过微
课进行预习，课堂上教师可通过小组讨论、任务驱

动、上台展示等方法使学生学会调整图片亮度与饱

和度、添加文字注释等，而不是传统的以教师讲授

为主。这样可锻炼学生的探究和自学能力，通过实

际练习更能加深印象，获得较好的学习效果。

３５　课后巩固与拓展

利用微课形式教师可将优秀作业或作品更直观

方便地展现给学生，供观摩学习，还能很好地进行

课后知识巩固和拓展，满足不同层次学生学习需

求。教师可将课程中重难点内容制作成微课发送给

学生，学生可用于检测和评估知识掌握情况，如果

没有掌握可再次学习。如对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图像处理软件
的学习，教师可将上课时讲解示范的例子录制下来

制作成微视频，上传到网络，学生在课堂上没有掌

握的操作步骤课后可通过微视频再次学习。教师也

可将教学大纲未涉及的操作技能也制作成微视频上

传到网络，拓宽学生知识面，引导其掌握更多技

能。在课程教学中和结束后进行过程性和总结性评

价，不断改进教学。

４　教学效果

４１　概述

本研究以大学必修课程计算机基础两个教学班

·７８·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１９年第４０卷第６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１９，Ｖｏｌ．４０，Ｎｏ．６



的学生为研究对象，其中一个教学班为实验组，另

一个为对照组，两个教学班的专业、授课教师相

同，学生之间的差异较小，对实验结果的潜在影响

在可接受范围内，适合开展不等组对比实验研究。

实验组学生采用基于 ＳＰＯＣ的混合学习模式，对照
组学生采用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对比分析过程，见

图２。

图２　两种教学模式对比分析过程

４２　期末考试成绩对比分析

以云南省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 （医学类）作为

期末考试，共计１００分。经过一学期的教学，实验
班平均为８２分，对照班平均为７８５分，实验班合
格率为１００％，对照班合格率为９３３％。

４３　学生对学习模式的评价

在教学后期分别对两个班的学生进行问卷调

查，以了解不同学习模式对其学习是否有帮助，见

表１。实验组学生认为基于 ＳＰＯＣ的混合式学习模
式更有助于提高自学能力和学习效率，加强知识掌

握程度，提高兴趣，促进对计算机使用的熟练程度

和发现、解决问题的能力。对照组学生对传统课堂

的各项评价都低于实验组。但实验组学生也认为混

合式学习模式增加学习负担。基于 ＳＰＯＣ的混合式
学习模式对学生的期末成绩以及对学习能力的培养

有提高作用。有少部分学生认为混合学习增加学习

负担，课前课后运用线上资源学习增加学习时间。

这需要教师不断促进资源的精简、更新和优化，形

成良好的线上线下学习衔接。

表１　学生对两种学习模式的评价

评价项目 实验组 （％） 对照组 （％）

提高自学能力　　　　　　 ８７６ ７１２

提高学习效率　　　　　　 ６４ ６２５

加强知识掌握程度　　　　 ８５４ ７８３

提高学习兴趣　　　　　　 ７７６ ６５３

　促进对计算机使用的熟练程度 ８６７ ７５４

促进发现、解决问题的能力 ７９５ ６４８

认为混合学习增加学习负担 ３７６ ２１７

５　结语

本文将基于 ＳＰＯＣ的混合学习模式运用到中医
药院校计算机基础课程中，改变传统的 “填鸭式”

和以教师为主的教学方式，使学生作为学习主体，

主动建构知识，利用零散时间进行学习，为不同

基础和需求的学生提供多种学习方式。注重能力

的培养，以学生为中心，使其积极投入学习、思

考、讨论及展示，掌握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着力培养自学、问题解决、交流合作和知识技能

迁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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