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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翻转课堂内涵、特征以及Ｍｏｏｄｌｅ平台优势，阐述基于Ｍｏｏｄｌｅ的医学文献检索课翻转课堂教
学模式设计、实施步骤、效果评价和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建议，以期为高校医学文献检索课程教学改革

创新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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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医学文献检索课是一门培养医学生信息意识、

掌握信息检索技能，提高获取、分析、评价和利用

信息资源能力的方法学课程，属于高校信息素养教

育的重要组成部分［１］。当前医学文献检索课大多采

用 “授课———实习———考核”的传统教学模式，课

堂上学生被动接受知识，难以发挥其认知主体作

用，学习主动性、积极性不高，效果差强人意。另

外由于师生之间缺乏交流和反馈，教师不了解学生

知识吸收情况，无法进行针对性教学及教学调整，

同时学生自主和协作学习能力无法得到培养，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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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提高信息素质的要求。尽管教师借助现代多媒

体手段，尝试利用小组讨论、基于问题学习 （Ｐｒｏｂ

ｌｅｍＢａｓ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ＰＢＬ）等方法改进教学，但以

教师为中心进行知识传授的课堂教学模式仍然没有

改变。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入融

合，一种新型教学模式———翻转课堂受到国内外学

者广泛关注，已有多所高校推出典型示范性翻转课

堂课程。翻转课堂模式下，课程资源呈现、师生交

流互动和学习、教学评价、课程管理等教学活动需

要功能完备且交互性强的数字化平台作为支撑。目

前高校采用的网络教学平台主要有 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

Ｍｏｏｄｌｅ、ＷｅｂＣＴ和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电大在线、清华网

络学堂等，其中Ｍｏｏｄｌｅ以其教学理念先进、功能强

大、操作简便、免费开源等优势受到更多人的青

睐［２］。笔者依托Ｍｏｏｄｌｅ网络教学平台，将翻转课堂

的一些概念、原理和方法嵌入到医学文献检索课教

学实践中，旨在突破传统教学模式，构建以学生为

中心、以培养能力为目标的新型教育模式，为医学

文献检索课教学改革创新提供思路。

２　翻转课堂内涵与特征

２１　内涵

翻转课堂也称反转课堂、颠倒课堂，是教育信

息化的产物，也是一种基于信息技术的新型教学模

式。该模式将知识传授过程放在课外完成，教师录

制、上传教学视频，学生上课前自主完成课程知识

学习；知识内化过程则放在课堂上，经教师指导与

学生协助完成，课堂大部分时间用于答疑解惑、讨

论探究和交流互动等［３］。

２２　特征

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翻转课堂具有以下特

征：一是教学理念先进。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新型

教学观念，教师从学生角度思考和设计教学活动，

突出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二是重构教学

流程。翻转课堂教学通过搭建虚实结合的教学平台

将传统 “课堂知识传授———课后知识内化”流程颠

倒过来，建立 “课前知识传授—课堂知识内化”的

新型流程。三是借助信息网络技术整合资源，创造

情景，促使学生交流探讨、协同合作研究知识，将

知识真正内化。四是学习环境信息化。翻转课堂教

学模式中的课堂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实体课堂，是

一个跨维度多角度的虚实合一平台。实体课堂与虚

拟平台深度融合，成为教师、学生之间交流平台，

从而加速知识构建和内化，建立有广度和深度的知

识体系结构［４］。

３　Ｍｏｏｄｌｅ平台在翻转课堂教学中的优势

Ｍｏｏｄｌｅ即面向对象模块化动态学习环境，是由

澳大利亚ＭａｒｔｉｎＤｏｕｇｉａｍｓ博士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

论设计开发的一款开放源代码的网络课程管理系

统，将教学内容进行组织并呈现，对教学资源进行

有效整合，具有强大的课程管理功能且支持多元化

的教学评价［５］。采用模块化的结构设计，包括资

源、作业、测验、聊天、讨论、互动评价、问卷调

查、Ｗｉｋｉ协作等多种活动模块，可根据课程需求自

由选择、组合平台模块，具有良好的灵活性和可扩

展性。平台提供活动报表、个人博客及站点统计等

监控工具，记录学习过程相关信息，如登录时间频

率、练习测试成绩及活动参与情况等，以便教师在

线查看，及时发现课程学习盲区，解决学生学习过

程中的困惑。Ｍｏｏｄｌｅ系统中互动评价、心得报告、

论坛等模块可以较好地实现过程评价中的学生自

评、小组互评、教师评价等多维度评价功能，及时

在师生之间进行教学反馈［６］。

４　Ｍｏｏｄｌｅ环境下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设计

４１　课前知识传递

教师利用Ｍｏｏｄｌｅ平台资源模块上传教学大纲、

ＰＰＴ电子课件、微课视频、课前学习要点及指南文

本、自测题等多种形式的学习资源，满足学生学习

的多元化需求。学生根据需要进行自主学习，完成

教师布置的课前学习任务。在学习中遇到问题或有

疑惑时可通过Ｍｏｏｄｌｅ平台聊天、论坛工具与同学或

教师进行交流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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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课上知识内化

首先，教师在课上总结学生课前自主学习情

况，解答学生课前自主学习中遇到的疑难点，保证

学生对知识要点的正确理解和掌握。其次，教师将

抽象化的知识转化成真实的问题或任务，组织学生

开展以活动、专题为中心的探究性学习及以小组为

单位的协作学习，课堂中教师不再是知识的传递

者，而是课堂活动的组织者和协调员，引导学生通

过解决问题或完成任务来掌握相关知识和技能［７］，

使学生在高质量的课堂互动中完成知识内化。最

后，任务完成后各小组汇报展示学习成果，教师点

评并总结。

４３　课后巩固扩展

课上学习完成后，教师通过 Ｍｏｏｄｌｅ平台的作

业、测验、讨论区、问卷等功能模块总结学生课

前、课堂学习情况，对翻转课堂教学设计及活动进

行反思，寻找不足以便改进。学生小组各成员根据

个人情况查疏补漏，利用教师课前和课后提供的学

习资源进行巩固和补救，学有余力的学生利用课外

延展内容进行自我提高及自主学习。

５　教学实践

５１　概述

为检验基于Ｍｏｏｄｌｅ平台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

可操作性和时效性，选择将医学文献检索课作为必

修课的２０１８级临床专业本科生班 （９５人）作为研

究对象，开展翻转课堂教学研究，另选择教学班

（１０８人）作为对照组，同期进行面对面传统教学。

５２　创建学习环境

教师经系统注册，用认证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

系统，利用Ｍｏｏｄｌｅ平台用户管理工具为学生分组，

规划好各个功能版块，设计相应教学活动；通过资

源模块上传教学资源，创建网络课程。详细划分教

学内容，基础知识点以ＰＰＴ呈现，复杂知识点多以

微视频呈现；发布学习任务单，如针对中国知网数

据库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该数据库概况，掌握各

检索途径使用方法及特点，能够综合运用各检索途

径完成专业课题相关文献检索。利用Ｍｏｏｄｌｅ平台教

学管理、作业、在线测试、统计跟踪等功能掌握学

生学习情况，监测学习进程和效果。

５３　教学活动组织

５３１　课前　学生根据学习任务单在课前１周应

用Ｍｏｏｄｌｅ平台资源及功能完成对各数据库收录特

点、功能模块应用及检索方式等内容的自主学习，

教师对学生学习进度进行在线监督，通过讨论板、

聊天等工具和学生实时交流，及时解决学生在学习

中遇到的问题，了解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

根据反馈信息调整课堂活动设计。

５３２　课上　首先利用１０～１５分钟集中解答自主

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惑与问题，如学生普遍对于中

国知网数据库的主题词检索途径有困惑，难理解主

题词、副主题的选择和运用。教师对这些内容进行

有针对性的答疑解惑。然后利用约３０分钟组织学

生进行小组协作探究学习，要求学生完成２～３道

数据库检索高阶练习题 （主要涉及多种检索方法灵

活应用、主题检索中主题词查找方式、数据库检索

结果评价等内容）。小组协作完成后，撰写文献检

索报告并制作 ＰＰＴ，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展示，教师

点评并给出改进意见。整个过程以学生为主体，教

师全程观察、引导，发现问题及时进行个性化辅

导。最后利用约１０分钟组织学生对本节课学习内

容进行总结。

５３３　课后　教师对学生课前、课堂学习情况进

行总结和评价，反思在此次教学过程中的优点及不

足，以便对下次翻转课堂设计加以改进。学生在

Ｍｏｏｄｌｅ学习平台上完成作业、测验题以巩固所学知

识，同时利用外部链接模块推荐的专业相关书籍、

期刊或网站进行知识扩展学习。

５４　效果评价

５４１　问卷调查分析　课程结束后发放 “利用

Ｍｏｏｄｌｅ平台开展医学文献检索课翻转课堂教学效

果”满意度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及数据处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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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１。结果显示学生对该教学模式持认可、满意
态度。

表１　基于Ｍｏｏｄｌｅ翻转课堂教学问卷调查 （人，％）

调查内容 能 一般 不能

是否能激发学习兴趣，调动积极性 ８８（９２６３）４（４２１） ３（３１６）

是否能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８４（８８４２）６（６３２） ５（５２６）

是否能提高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７８（８２１１）９（９４７） ８（８４２）

是否能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　 ８１（８５２６）７（７３７） ７（７３７）

是否能提高学习效率　　　　　　 ８３（８７３６）６（６３２） ６（６３２）

是否能提升交流沟通与协作能力　 ８５（８９４７）６（６３２） ４（４２１）

５４２　期末成绩比较 （表２）　采用翻转课堂教
学的实验组学生平均分高于对照组，课程不及格率

（＜６０分）较对照组下降６５２％，课程优秀率 （＞
９０分）提高６３７％。表明借助 Ｍｏｏｄｌｅ平台的翻转
课堂教学能够提升学生信息检索能力和对信息检索

的认识，整体教学效果良好。

表２　学生期末成绩比较

分数段
对照组 实验组

人数 百分比 （％） 人数 百分比 （％）

＞９０ 　 １７ １５７４ ２１ ２２１１

８０～９０ ３０ ２７７８ ３２ ３３６８

７０～７９ ２５ ２３１５ ２６ ２７３７

６０～６９ ２１ １９４４ ９ ９４７

＜６０ 　 １５ １３８９ ７ ７３７

５５　总结与思考

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基于Ｍｏｏｄｌｅ的医学文献
检索翻转课堂教学构建新型教学模式，将知识传

授、协作学习、问题解答及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紧密

结合起来，实现教学手段优化组合，大幅度提升学

生学习积极性、实践操作能力以及合作协同意识。

尽管利用Ｍｏｏｄｌｅ平台辅助翻转课堂实施取得显著效
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第一，在教学资源方面，

学生希望获取更多针对问题、与课后习题和作业相

关的微视频资料，在今后构建资源的过程中视频资

源不仅要清晰美观、知识点突出、趣味性强，同时

要充分考虑不同层次学生需求。第二，教学任务手

段单一、形式单调，有时Ｍｏｏｄｌｅ各个功能模块在围
绕任务展开时使用不充分，连接不够紧密，阻碍任

务顺利实施。该情况下教师要善于利用 Ｍｏｏｄｌｅ平台
多模块、多功能特点，创建特定任务情境，实现教

学效率最优化。第三，翻转课堂课外学习中，对学

生自主学习能力要求较高，部分自控能力较差的学

生需要教师采取必要的干预措施，引导其提高学习

效率。

６　结语

基于开源软件Ｍｏｏｄｌｅ构建的高校医学文献检索
课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不仅突破传统教学时间和空间

限制，丰富教学方法和手段，为医学生同步学习、

异步学习、协作学习、自主评价以及跟踪与管理提

供解决方案［８］，同时也有效发挥数字化资源支撑作

用，极大提高信息素质教育水平，应积极进行推广

和运用，以促进高校教育教学信息化改革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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