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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结合对分课堂和线上线下教学，构建融合教学模式，并应用于医学文献检索课程教学中，从任务
设计、课堂实施、考核方式改革等方面进行教学实践，分析和总结教学效果及存在的问题，为教学改革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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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对分课堂是复旦大学张学新教授于 ２０１４年率
先提出来的一种教学模式［１］。这种教学模式将课堂

时间对半分开：一半时间教师讲授所学章节的框架

和重点难点，另一半时间学生就上次课堂所授内容

进行分组讨论、汇报，并且教师新讲授的章节内容

和学生讨论错开一段时间，以便学生在这段时间内

通过自主学习达到内化吸收。因此，对分课堂在时

间上分为讲授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内化吸收 （Ａｓｓｉｍｉｌａ
ｔｉｏｎ）和讨论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３个过程［２］，简称 ＰＡＤ
课堂。对分课堂模式是将传统教师讲授模式和学生

讨论模式相结合，主张将课堂时间根据教学内容特

点，按比例分配给教师讲授和同学讨论，克服讲授

式教学中学生被动接受的现象，强调学生学习的自

主建构性，增加教学情景互动性，使教师和学生在

课堂中都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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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基于对分课堂的医学文献检索融合式教
学模式

２１　总体情况

医学文献检索是一门教授学生获取知识的技能

和培养学生信息素养的科学方法课［３］，能为学生自

主学习和终身学习打好基础，是学生学习其他医学

专业课程的基础。根据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的要求，

山西医科大学汾阳学院本科四年制医学文献检索课

由原来的３０学时调整为２０学时。然而医学文献检
索课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学时数的压缩使课

程原有的教学内容不能得到很好的传授与实践；另

一方面，由于地方院校学生大部分来自于农村，学

生开拓与创新能力相对不足，自主学习能力也需要

进一步提高。因此，为达到教学目标，提高学生自

主学习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医学文献检索课教

学改革势在必行。随着教育教学改革向线上教学和

线下教学深度融合发展，课题组探索线上线下的融

合式教学改革，构建了基于对分课堂的融合教学模

式，见图１。

图１　基于对分课堂的融合教学模式

２２　课堂学习

理论课中，学生对上节课所整理出来的 “亮考

帮”作业内容进行分组讨论。通过讨论，将不懂的

内容弄通学会。讨论完成后，小组汇报组内学生学

习情况，分享学习成果。教师对学生没有理解的内

容做进一步深入讲解。接着教师讲授教学大纲中下

一个章节的重点，解析难点，做到利用最少的时间

讲清、理顺章节知识点。实习课中，学生通过对实

习指导中每一道题的练习，进一步掌握理论课中的

知识点，最后完成实习报告。

２３　课后内化

课后，学生通过智慧树学习平台 （以下简称平

台）上的教学微视频和思维导图，理顺章节知识

点，并查阅网络信息资源，写出读书笔记，完成平

台中章节测试题，根据测试题回答情况，分析自己

对知识点掌握程度，进而完成 “亮考帮”作业。

３　基于对分课堂的融合式教学改革在医学
文献检索课中的实践

３１　教学任务设计

２０２０年秋季学期，医学文献检索课在２０１９级

护理学１个教学班 （２４９名学生）进行基于对分课

堂的混合式教学改革实践，取得一定成效。

基于对分课堂的融合式教学任务设计对课程

改革效果至关重要。需要围绕课程教学大纲，整

合课程教学内容，构建线上和线下融合的知识体

系。线上教学微视频录制选择实践性较强的章节

重点内容，通过举例讲解检索步骤。线下课堂选

择难度适当的重点主题，避免内容过于深奥，使

学生产生畏难情绪，从而失去对课程的兴趣。在

线下课堂中的教学设计应充分考虑讨论互动教学

的特色。

在四年制本科医学文献检索课中，课程改革按

照专业培养计划，将知识内容整合，共设计６个主

题，分别是检索基础、检索技术、中文数据库检

索、外文数据库检索、网络信息资源检索和论文写

作。每个主题都包含线下的课堂讲授、小组讨论汇

报、思考题、“亮考帮”作业和线上ＰＰＴ、测试题，

部分主题增加线上教学微视频、思维导图和线下上

机实习环节。理论知识讲授部分围绕教学目标，分

析重点、化解难点，并根据学生 “亮考帮”作业中

提出的问题和小组汇报情况，及时改进和完善讲授

内容。测试题和思考题要综合考虑题目难度、深

度，便于学生自主完成。上机实习课有实习指导供

学生参考，实习指导中有必做题和选做题，必做题

保障每个学生理解掌握文献检索策略和数据库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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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选做题为学有余力的学生积极探讨留下

空间。

３２　课堂教学实施

３２１　实施框架　对分课堂把教学划分为相互联
系的３个过程：讲授、内化吸收和讨论［４］，见图２。
在对分课堂实施过程基础上，结合医学文献检索课

教学实践，课题组提出基于对分课堂的融合式课堂

实施框架，见图３。

图２　对分课堂实施过程

图３　基于对分课堂的融合式课堂实施框架

３２２　介绍课堂规则　第１次课，教师向学生介

绍对分课堂内涵、对分课堂如何实施、课程考核方

式、小组讨论中的学生互评表使用方法等。在考核

方式介绍中，重点强调线上平台学习测试成绩和线

下课堂讨论、作业比例组成，使学生清楚地理解基

于对分课堂的融合式课堂规则，并积极配合教师完

成整个课程的教学。

３２３　布置作业　第 １次课结束时，布置课后

思考题，要求学生学习平台中与第 １次课相关的

学习资源，完成章节测试题及 “亮考帮”作业。

“亮”就是使学生总结出独立学习过程中感受最

深、收获最大、最为欣赏的内容；“考”就是将自

己已掌握、但认为别人可能存在疑惑的地方，用

问题形式表达出来；“帮”就是将自己不懂、不会

的地方或想深入了解的内容，用问题形式表达出

来［５］。“亮考帮”作业是对学习过程和学习体验的

凝练与反思，是下次课讨论与交流过程中的素材

和关键支撑。

３２４　讨论与交流　第２次课，教师简要回顾上

次课的内容，随后组织学生小组讨论。为了便于考

核，在第１次课后，由学生在本小班内以５～６人为

一组自由组合，形成分组，分组名单确定后，整个

课程实施过程中的分组情况不允许改变。小组讨论

要求学生围绕 “亮考帮”作业进行，通过互相切磋

学习，共同解决个性化的问题。小组讨论的时间视

学生学习情况而定，一般不超过 ３０分钟。接着采

取自愿的原则进行小组汇报，由小组内一名学生分

享本组讨论的精华，提出尚未解决的问题。其他组

的学生思考并尝试回答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回答并

且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说明这是一个共性问

题，将在随后教师的总结中予以解答。为了激励学

生在小组讨论中积极发言，在这个环节中增加学生

互评，根据教师事先准备好的学生互评表，小组内

每个学生对其他同学的表现打分评价，计算每个学

生的互评得分并纳入考核。最后由教师答疑总结，

进入下一节课堂讲解。

３２５　分组实习　进入数据库实操阶段后，教师

课堂讲解完成后，学生按小班分组上机实习。在实

习过程中，学生首先按照实习指导的要求熟悉数据

库检索途径与方法，随后自选课题，完成相应实习

报告并提交。这样既保证了学生能够熟练掌握数据

库的检索，又可以使学生结合自己感兴趣的课题自

主实习，为结课论文的撰写奠定基础。

３３　多元化考核方式

为了鼓励学生在整个课程教学过程中保持一

定的积极性，需要特别注意考核的诊断功能与激

励、导向功能相结合，通过多种评价手段实现考

核的多元化。医学文献检索课程考核方式由作业

成绩、小组讨论得分、平台学习测试得分、实习

报告成绩和结课论文成绩 ５部分组成。作业成绩

由 “亮考帮”作业和教师课后布置的思考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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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讨论得分包括学生互评和教师评价两部分成

绩，学生互评成绩由小组成员之间根据小组讨论

时每个人的学习投入和参与讨论的行为综合给分，

教师评价根据小组讨论汇报情况给分；平台学习

测试得分由教师设置评分规则，平台根据规则自

动计算得分；实习报告和结课论文以小组形式提

交，帮助学生尽早树立团队合作的观念和精神，

为以后科研合作奠定基础。

４　结语

对分课堂通过对教与学关系的巧妙调整，使学

生由课堂活动中的被动接受者转变成主动参与者，

真正实现了 “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６］。这一方

法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积极性，让教师的注意力更

多地关注在教学设计和有针对性的答疑方面，提高

教学效率。在医学文献检索课程实施对分课堂后进

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其中７２６％学生认为通过
讨论有助于深入理解学习内容，８８４％学生认为课
程负担较合适，８８８％以上的学生认为对分课堂提
高了其自主学习能力和团队合作意识，７１４％的学
生认同对分课堂这种教学模式，但是也有２３５％的
学生持中立态度，说明学生的学习习惯和学习能力

不同，喜欢的教学风格和教学方法也存在差异。

医学文献检索课在实践基于对分课堂的融合教

学模式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教学设计

还需进一步细化线上线下的教学内容，做到线上线

下教学内容无缝衔接。其次，医学生课业负担较

重，因此课后和线上作业要适量，以保证学生有时

间和精力去完成。学生只有很好地完成课后的内化

和吸收，课上讨论才能有好的效果。另外，课程教

学时数少，内容多，也导致讨论时间受限，不利于

学生主动性的发挥。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和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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