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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详细阐述基于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的药学信息检索课程Ｏ－ＰＩＲＴＡＳ翻转课堂构建与实施方法，
分析教学效果，针对翻转课堂师生投入产出、视频设计制作、多人数教学等问题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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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 （ＳｍａｌｌＰｒｉｖａｔｅ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ｕｒｓｅ，ＳＰＯＣ）是根源于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

（ＭａｓｓｉｖｅＯｐｅｎ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ｕｒｓｅ，ＭＯＯＣ）的在线教育

模式，是ＭＯＯＣ同大学教育相融合的产物［１］。传统

教学模式是教师利用课堂讲解知识，学生课后完成

作业，翻转课堂是学生课前通过线上学习视频形式

完成本课程的知识点学习，强调将知识点的传授通

过视频教学方式移出课外，使课堂成为师生进行深

层互动、更有意义的学习场所。医学院校学生学业

负担繁重，而医药文献的获取与利用在其学习、科

研以及未来临床工作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内高

校图书馆最早于２０１３年开始尝试推行医学信息检

索教学翻转课堂。黄晓鹂等［２］在翻转课堂教学实证

研究基础上指出翻转课堂可以显著提高学生成绩和自

主学习能力；多位学者［３－７］认为翻转课堂虽然取得较

传统课堂教学更好的效果，但是增加了医学生课前自

学的负担，导致部分学生课前自学视频准备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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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学者［８－９］发现学生课前学习主动性不强且不善于

提问。Ｏ－ＰＩＲＴＡＳ是由厦门大学郭建鹏提出的一种
翻转课堂教学法［１０］，是英文单词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Ｐｒｅｐａｒａ
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ｌ ｖｉｄｅｏ、 Ｒｅｖｉｅｗ、 Ｔｅｓ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Ｓｕｍｍａｒｙ的缩写，分别表示实施翻转课堂的几个必要
环节：教学目标、课前准备、教学视频、视频回顾、

知识测试、活动探究以及总结提升。本研究将ＳＰＯＣ、
翻转课堂和Ｏ－ＰＩＲＴＡＳ相结合，并尝试将该模式应
用于药学信息检索课程教学，探讨如何进行药学信

息检索教学模式的构建及改进。

２　基于ＳＰＯＣ的药学信息检索课程Ｏ－ＰＩＲＴＡＳ
翻转课堂构建与实施

２１　概述

药学信息检索课程是临床药学专业学生的必修

课。该课程任务是使学生了解药学专业相关文献利

用的基本知识，学会常用检索工具与参考工具的使

用方法，知晓如何获取与利用文献情报，通过增强

自学能力和研究能力提升自身信息素养与终身学习

能力。在课程开展前，师生通过网络第 １次见面，
教师公布基于 ＳＰＯＣ的药学信息检索课程 Ｏ－ＰＩＲ
ＴＡＳ翻转课堂设计方案、教学计划与评价方式。参
考Ｏ－ＰＩＲＴＡＳ翻转课堂教学法［１０］，该课程教学设

计主要包括７个方面，见图１。

图１　基于ＳＰＯＣ的Ｏ－ＰＩＲＴＡＳ药学信息

检索翻转课堂主要内容

２２　明确教学目标 （Ｏ）

课程细分知识点包括信息素养框架，信息需要

与信息行为，计算机检索语言，计算机检索技术，

计算机检索策略与步骤，药学中文信息资源检索，

药学外文信息资源检索，药学引文信息资源检索，

药学引文分析与评价工具，药学中外文全文资源检

索，药学网络信息资源检索，药学文献信息的整

理、加工与利用。知识性的教学目标为：记住并理

解信息素养的概念、作用及意义，掌握药学信息资

源检索的步骤，掌握药学文献信息的整理、加工与

利用。能力性的教学目标为：能够进行药学信息检

索课题的分析、检索系统和数据库的选择、检索途

径与检索词的选择、检索式的编制、检索方案评价

与调整、检索结果的输出、拓宽检索、充分利用各

种网络资源。

２３　做好课前准备活动 （Ｐ）

为增强学生学习动力并提高其学习兴趣，任课

教师通过网络设计课前准备活动环节。要求学生搜

集相关网络信息，重点关注以下问题：疫情后涌现

出哪些学术团体；哪些学术期刊设立抗疫专栏；网

络舆论对于不同学术团体和学术信息评价如何；谣

言的展现形式主要有哪些；其背后深层次的利益集

团是什么；如何辨别谣言并做到不信谣、不传谣。

要求学生搜集信息并完成调研报告，帮助学生打好

认知基础。

２４　基于ＳＰＯＣ的教学视频学习 （Ｉ）

本部分课前教学视频包括药学文献信息检索基

础、药学常用中文信息资源、药学常用外文信息资

源、药学引文信息资源检索、网络检索、文献信息

分析管理与利用６个视频。视频根据教学方案进行

拍摄，采用录屏与拍摄相结合的方式。教学视频主

要为了实现知识性的教学目标。任课教师依据学科

逻辑和自身教学经验设计教学视频，例如药学常用

外文信息资源的教学视频中，教师并非平铺直叙地

讲述数据库如何检索，而是提出问题并重点阐述课

程学习价值，进而介绍如何通过外文数据库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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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检索及分析功能帮助学生解决上述问题。教师

依托超星网络教学平台将相关教学视频按时间顺序

上传，学生在线学习。教师在教学平台上设置好日

期时间后，相关教学材料和活动会在特定时间内推

送给学生，学生需在指定时间内完成相应活动并将

答案提交至平台。教师依托平台统计每名学生观看

视频时间、每个视频的被观看时间。学生是否按时

完成、完成质量等都会计入最终的课程分数。

２５　课堂视频回顾 （Ｒ）

学生完成线上学习后进入课堂面授。教师简要

回顾课前教学视频，例如在药学中文信息资源检索

与利用学习中，带领学生简要回顾所学中文数据库

的特点、检索方式和能解决的问题，帮助学生复习

视频学习内容，教师无需在该环节花费大量时间讲

解知识。在翻转课堂模式中，知识讲授通过视频形

式在课外进行，其目的在于利用课堂面授时间进行

深层参与活动和有意义的学习。

２６　课堂知识测试 （Ｔ）

回顾视频内容后开始进行课堂知识测试，针对

学生观看视频后仍然无法理解的知识，即教学难点

进行重点讲解。

２７　课堂活动探究 （Ａ）和总结提升 （Ｓ）

２７１　概述　翻转课堂的最大优势是解放课堂时

间用于深层的活动参与和有意义的学习。如何有效利

用上课时间创设有意义的学习活动，让学生深层参与

课堂学习中，成为翻转课堂能否有效实施的关键，也

是对教师的重大挑战。在课堂活动探究中，教师使用

小组合作学习的教学方式，采用学生小组成绩分工

法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Ｔｅａｍｓ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

ＳＴＡＤ）［１１］和同伴教学法［１２］，遵循 “组内异质、组

间同质”的原则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小组合作模

式为 “自下而上”，包括小组合作学习、教师总结、

学生独立作业、组内互评和组间互评等环节。

２７２　教师课堂活动探究任务　在学习针对某一

研究主题的中外文文献如何查全、查准和查新时，

教师分发给６组学生某一主题的检索内容，要求学

生根据检索主题分析、选择检索系统和数据库，通

过检索途径与检索词的选择、检索式的编制、检索

方案的评价和调整、检索结果的输出、拓宽检索，

充分利用各种资源梳理出该主题科研论文发布的核

心时间线。

２７３　学生课堂活动探究任务　学生通过小组讨

论后得出不同的检索途径和结果，教师最后提出个

人看法并分析不同检索策略的优缺点。学生通过课

堂活动探究环节，掌握检索工具特点以及运用合适

的检索词和布尔逻辑关系构建检索式的方法。通过

对比分析不同检索方法，发展自主分析、评价和判

断能力，并通过小组汇报及教师点评进一步发展学

生的批判性思维、独立思考能力、沟通和合作能

力。

２７４　总结提升　在完成课堂测试和活动探究

后，教师需要对整个教学过程和内容进行总结提

升，以提高学生学习和认识水平。在如何提高文献

查全率、查准率方面，教师总结几个原则：提高查

全率需少用 “ＡＮＤ”组配，多用 “ＯＲ”组配，利

用族词检索、同位词检索、上位词检索和同义词检

索，适时利用截词检索。提高查准率需多用下位词

检索、提高检索词的专指度、利用 “ＮＯＴ”剔除，

多利用信息外部特征限制、加权检索、位置检索、

短语检索和字段检索。

３　教学效果评估

３１　概述

在问卷调研和期末考试成绩基础上通过主观和

客观两方面评价教学效果。主观评价方面，问卷调

研重点关注学生的学习体验、学习性投入和学习方

式。客观评价方面，通过作业报告和期末考试成绩

评价学生对于该检索课程的掌握情况。

３２　评价方法

课堂学习体验量表共 １５项，测量学生对课堂

教学各方面情况的感知和看法。学习性投入量表共

２３项，测量学生对本课程学习投入的精力和努力程

度。学习方式量表共２０项，测量学生的学习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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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采用的学习策略。期末试卷共 ２５项，总分 １００

分，包括１０项单选题、１０项判断题、５项回答题，

测试学生对药学信息检索相关知识的掌握、理解、

分析和应用情况。

３３　评价结果

结果显示，通过本次翻转课堂教学，７９３％学

生普遍反映学习体验更好，８９１％学生反映其学习

方式更为深入，９５６％学生反映其学习投入更多，

７５３％学生反映其学习信心有明显提高。最终期末

测试结果显示，参与合作小组完成的作业评分普遍

高于独自学习的学生。主客观两方面评估结果显

示，学生很好地完成了本课程的知识性和能力性学

习目标。

４　翻转课堂教学常见问题及对策

４１　师生投入产出问题

成功实施Ｏ－ＰＩＲＴＡＳ的翻转课堂教学，取得较

好教学效果需要教师从课程各方面对教学环节进行

精心设计和调整。要求学生的投入比传统课堂有所

增加，学生需提前观看学习视频，完成相关问题和

活动，利用课外时间完成课题研究并不定期进行课

堂汇报。面对师生负担增加的问题，有研究表明［１３］

经过第１年的教学实践后，相关课程资料、课程设

计、教学视频和教学活动等都已准备好，第 ２年、

第３年再实施该课程的翻转课堂教学时，教师负担

将减少。课程进行多次翻转课堂教学后，教师投入

将较为稳定。由教授相同课程的教师组成教研团队

进行分工合作将极大地减轻教学负担。对于学生来

说，学习是高投入高产出活动，需树立正确的学习

态度。学校教务处等相关部门可以认定学生的线上

学时及课外学习的付出，教师需注意将学习负担控

制在合理范围内。

４２　视频设计制作问题

翻转课堂顺利实施的关键环节是视频制作，这

也是教师在进行翻转课堂教学中比较关注、投入较

多精力的一个环节。视频制作时需把握以下几点原

则：一是聚焦，视频讲述的知识点必须是学习的重

点、难点和易错点，是学生自主学习时必须通过教

师讲述才能理解的内容。二是简洁，有研究表明［１４］

学生的注意力集中时长为１０～１５分钟，也有学者

提出在授课前 １５分钟内学生能够记住 ４１％的内

容［１５］。因此翻转课堂的视频时间应控制在１０分钟

内，抓住学生注意力集中的最佳时段，简明扼要地概

述知识点，点拨难点，突出重点，循序渐进帮助学生

完成知识点学习。三是清晰，使用标准规范的专业用

语，语言文字表达清晰、有条理，画面成像清晰、无

质量缺陷且布局合理。四是技术，利用信息技术优

势，针对不同学习内容采用不同整合方式帮助学生实

现自主学习。五是创新，积极推动教育理念、教学模

式和技术运用的创新，丰富教学策略，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使学生易于理解学习内容。

４３　多人数教学问题

教师普遍认为，翻转课堂较适用于小班教学，

针对超过百人的大班实施翻转课堂困难较大，可采

取以下方法应对。有学者针对２５０人的大班开展翻

转课堂的教学研究［１６］，提出使用课堂应答系统进行

当堂问题解决，并提供即时反馈和指导。另外可采

用大班拆分为小班的方式进行翻转课堂教学，教师

轮流给每个小班上课。这需要学校教务管理部门的

政策支持，例如认可在线课时和额外的课堂授课课

时等。同时教师也要加强对学生线上学习的监管，

保证教学效果。此外，可尝试引入助教制，将学生

分成若干个小班，各自完成线上学习后由主讲教师

带领若干助教组织线下活动，分别对小班进行翻

转，形成个体线上学习视频、小班线下进行讨论的

模式。

４４　外部制度支持问题

翻转课堂是对传统教学模式彻底和根本性的变

革，如果仅依靠教师推动则效果有限且缓慢，还需

要高校提供相应环境以及制度支持。首先，学校需

要牢固树立立德树人、以本为本的教学思想，重视

教学在各项工作中的核心地位，建设以教学为中心

的优良教学文化，将人才培养放在首位。其次，学

·２９·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２２年第４３卷第１１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２２，Ｖｏｌ．４３，Ｎｏ．１１



校要建立规范的制度体系，翻转课堂教学从教学准

备到最后的教学效果评价都与传统教学模式存在巨

大差异，需要学校制定相关政策保障和推动教学改

革。实施翻转课堂离不开信息化的教学环境、一流

的视频制作技术、默契和谐的教学团队，学校需加

大投入，对教师工作量进行合理评估。

５　结语

２０１７年教育部明确要求高等院校牢固树立立德
树人、以本为本、四个回归的思想，努力打造 “金

课”，淘汰 “水课”，将质量视为高等教育的生命

线。翻转课堂打破了教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教学模

式，采用问题解决、合作、讨论和探究等教学方

式。基于ＳＰＯＣ的Ｏ－ＰＩＲＴＡＳ翻转课堂教学得以顺
利进行，主客观评价结果显示该教学模式取得较好

教学效果，但尚需注意师生负担、视频制作、大班

教学和制度支持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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