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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循证医学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一直处于探索阶段。既往教学偏重课堂中的授课

过程，没有将课前、课中和课后的所有课程内容有机结合起来，而利用 BOPPPS 模型可以实现循证医

学教学过程的连贯和完整。本研究结合循证医学的学科特点和教学目标，初步探索设计了一套基于

BOPPPS 模型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并以“诊断性证据”模块为例介绍其中的教学实施细节；使

用提前设计好的问卷，在课前和课后分别对学生进行基线调查和随访调查，对教学模式和教学效果进

行评价。调查显示，半数的学生（77/154）更喜欢新的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对 BOPPPS

各个教学环节普遍接受且满意。与教学前相比，教学后学生的循证医学素养有明显提升（P<0.001），

特别对检索文献和评价证据质量能力，以及拓展知识面和临床思维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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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nline and offline hybrid teaching model of evidence-based medicine (EBM) is 

currently in the stage of development. Previous teaching focused on the teaching process in the classroom, 

and did not organically combine all the course contents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class. The BOPPPS model 

can be used to establish coherence and integrity in the EBM teaching process. Considering the discipline 

characteristics and teaching objectives of EBM, this study initially explored and designed a BOPPPS-based 

online and offline hybrid teaching model. Taking the "diagnostic evidence" module as an example, the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details were introduced. A pre-designed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conduct baseline 

survey and follow-up survey on students before and after class to evaluate the teaching model and effect. The 

surveys showed that half of the students (77/154) preferred the new online and offline hybrid teaching model 

of EBM. The students found that all aspects of BOPPPS teaching were generally acceptable and satisfactory. 

Compared with before teaching, the students' proficiency in EBM w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fter the 

teaching (P<0.001), particularly in their ability to retrieve literature and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evidence,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expanding their knowledge and clinical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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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EBM）是面
向医学院校学生开设的课程，既是一门方法学也是
一门应用学科，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提出并处于快速
发展阶段的一门新兴学科[1]。循证医学指导医学实
践，要求临床及公共卫生的工作决策应遵循最新的
最佳的科学证据[2]。在信息爆炸的时代，面对数量
快速增加的研究证据，怎样更好地理解、评价和应
用证据，成为医务工作者进行临床或卫生决策的能
力，同时也是实现终身自我教育的必备能力，而这
些能力需要实践和应用。随着科技的发展，丰富的
网络资源增加了师生互动的可能性，也改变了学生
对课程教育的需求。传统的课堂知识传授循证医
学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的教学和育人目标，教育工作
者们开始对教学模式进行探索，线上线下混合式教
学模式在高校开展的课程改革中使用最广泛[3]，但
因其开展时间并不长，系统的教学改革研究尚不
足。本研究基于 BOPPPS 模型对循证医学课程线上
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进行了新的探索并提出一些
经验与方案。

1　循证医学课程教学模式的现状

1.1　循证医学教学模式的发展
循证医学是指导医学实践的新理念，要求临床

及公共卫生工作的决策应遵循最新的最佳的科学
证据。如何更好地理解、评价和应用证据，成为医
务工作者的必备能力。医学院校早已将“循证医
学”作为所有医学专业的常规选修课，部分专业也
已经将其纳入必修课范畴，表明医生循证素质教育
培养的重要性和重视性。以往循证医学的教学多
是传统的课堂教学形式。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研
究证据的数量快速增加，网络技术发展，资源不断
丰富，传统的单纯依靠课堂知识传授的循证医学教
学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的教学和育人目标。传
统讲授下的循证医学学习具有重知识、轻实践和一
过性的特点，这使得学生对其在医学实践中的重要
性认识不足，导致学生评价循证医学课程过于枯
燥，对其缺乏学习兴趣，学生被动听讲，不能很好地
运用循证医学技能[4]。循证医学涉及多学科（如临
床医学、流行病学、统计学、外语），需要软件实操分
析和文献检索了解相关学科前沿，因此教育工作者
们开始对循证医学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进
行探索。一项系统综述[5]对发表于 2019 年 5 月之前
的中外循证医学课程教学模式进行了分析，结果显
示循证医学教学效果与不同教学模式密切相关，除
传 统 课 堂 授 课 模 式 外 ，还 涉 及 基 于 问 题 的 学 习

（problem-based learning，PBL）、联合模式、小组讨论

（team-based learning，TBL）等 13 种教学模式，其中关
于联合模式的研究中约一半借助了线上网络技术
与资源。
1.2　循证医学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

有研究指出基于网络的循证医学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教学在医学本科生中的实践既丰富了教学
方式，又提高了学习效果[6]。科技的发展、网络资源
的丰富和线上平台的建设为循证医学的线上教学
提供了机遇和持续的发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已
经成为各类课程教学使用最广泛的模式。彭娟等[7]

在对重庆医科大学本科生的医学影像学教学中实
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显示此模式突破
了时间和空间限制，对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兴趣和
实践能力均有所提高和加强，也提升了课程的教学
效果和质量；刘英丽等[8]在北大医学部的研究生循
证医学课程采用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有效提高了循
证医学课程的教学效果。
1.3　循证医学 BOPPPS 模型的应用

既往循证医学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研究数
量尚不足，且偏重课堂中的授课过程，没有将课前、
课中和课后的所有课程内容有机结合，而 BOPPPS
模型具有这样的优势，利用 BOPPPS 模型可以实现
循证医学教学过程的连贯和完整。BOPPPS 模型是
以认知理论和建构思想为立足点，强调学生在教学
过程中的深度参与及课程反馈，该模型已被广泛运
用于多个学科，其实效性得到验证[9]。BOPPPS 包括
6 个教学过程，具体分为：①导言（bridge-in，B）：精心
设计课堂引入；②目标（objective，O）：设置学习目标
和教学目标；③前测（pre-test，P）：课前知识检测；
④参与式学习（participatory learning，P）：变课堂教
学以学生为中心的参与式学习；⑤后测（post-test，
P）：课后测验学习效果和教学效果；⑥总结（summary，
S）：对课堂内容及时梳理与总结[10]。BOPPPS 教学的
6 大环节紧密联系、相辅相成，根据课程目标准确设
计教学过程，对课堂教学内容进行模块化分解，知
识讲授结构更清晰；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手段，主动
改造和调整原有“灌输式”教学，在教学实践中强化
学生的参与性学习和教师及时获得反馈，从而达到
有效教学，确保既定课程教学目标任务的有效实
现[11]。同时，混合教学模式的课前、课中、课后三个
时间节点与 BOPPPS 模型的 6 个环节相呼应，它们的
有机结合能使教学效果得到极大提升。

2019 年底已有高校对 BOPPPS 模型在循证医学
教学中的应用效果进行了评估[12]，显示与传统教学
相比，BOPPPS 教学可有效提高本科生创新实践能
力，全面提高循证医学教学的质量和效果。温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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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13]在山西大同大学医学院利用 BOPPPS 模型引入
循证医学课堂，发现学生科研项目申报书撰写能力
得到明显提升。如今，BOPPPS 模型与循证医学线
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研究和实践
仍在探索阶段。故本研究将 BOPPPS 模型融入循证
医学的线上线下混合教学，利用 BOPPPS 模型和混
合教学的优势，旨在最大限度提升循证医学的教学
效果，实现提高学生学科成绩的短期目标，使循证
医学成为学生日后学习和工作中解决实际问题的
一项有力工具，真正实现从“教”向“育”的转变。

2　学生视角下基于BOPPPS模型的循证医学课程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设计

选取重庆医科大学 2021 至 2022 学年下学期开
展“循证医学”课程的教学班，共包括 204 名 2019 级
儿科专业的本科生作为研究对象，其循证医学课程
为选修课，32 学时，11 周次。所用教材为李幼平、李
静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循证医学》第 4 版，
该教材是目前医学高校循证医学教学的权威教材
之一。教学内容分 4 大模块，课程的各教学模块具
体内容与相应学时安排见表 1。

学生是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体验者，教学模
式的设计依赖学生。故在循证医学开课前及结课
后，分别在“超星学习通”平台上向学生发放一次不
记名问卷调查。开课前的问卷内容包括循证医学
素养、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了解与偏好、关于“循
证医学”课程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建议，共
有 173 人应答，应答率为 84.80%。根据基于学生视
角调查其对混合式教学的偏好与建议对接下来即
将实施的教学模式进行改进。

结课后的调查内容包括循证医学素养、循证医
学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效果、对基于 BOPPPS 模型
的混合式教学模式的评价与建议，有 154 人应答，应

答率为 75.49%。对比学生开课前和结课后循证医
学素养的认知差别及对混合式教学模式的了解程
度，收集学生对本次基于 BOPPPS 模型的循证医学
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安排和内容上的建议，为
后续教学方案的具体设计与推广提供研究依据。
2.1　基于学生视角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
偏好调查

开课前针对学生对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了
解和偏好的调查结果显示，所有学生都已经历过不
同课程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64.16% 的学生认为
传统课堂与线上教学有必要结合。但是目前学生
认为线下课堂教学（51.45%）比线上线下相结合教
学（39.88%）带来的收获大，仅有 5.20% 的学生认为
自己完全了解线上学习的意义。

微视频和 PPT 教学是学生喜欢的平台学习资
源，学生在遇到难题时更愿意自己在网上搜索，其
次是与同学交流讨论。为了获取学生视角下影响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实施和教学效果的因素，问
卷调查学生线上学习的影响因素及开展混合式教
学最大的挑战（表 2），发现学习内容吸引力、线上学
习时间和学习注意力及线上线下衔接是学生关注
的重点。同时，也有 54.34% 的学生表示在线学习可
能会增加学习倦怠。

关于循证医学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时间安
排与学习内容，学生倾向的线上学习比例见图 1，支
持线上教学时间占总学时 20.00%~30.00% 的人数最
多。将学习内容分为教材知识、案例讲解、小组讨
论和随堂测试 4 种，学生线下学习倾向教材知识，更
喜欢随堂测试在线上进行。学生对即将开展的循
证医学混合式教学的建议大多关注如下几点：①希
望课程多些拓展知识和案例教学，可以拓宽科研方
面的知识；②希望线上学习内容简单轻松，重难点
在线下教学；③希望线上线下衔接紧密，内容不要

表1 循证医学课程教学安排

教学模块

循证医学总论等基本理论

诊断性问题

治疗性问题

预后研究问题

授课内容

循证医学总论

提出问题、证据分类、分级与检索

系统评价

Meta 分析

循证实践应用讨论 1

诊断性问题的评价与应用

循证实践应用讨论 2

治疗性问题的评价与应用

循证实践应用讨论 3

预后研究问题的评价与应用

循证实践应用讨论 4

学时

3

3

3

3

3

3

3

3

3

3

2

考核方式

采用过程性评价：小组讨论 70.00%
[每次采用百分制，最终分数为 4 次
的平均分，每次教学分数包括老师
打分（70.00%）、小组自评和小组间
互评（30.00%）部分]；考勤 10.00%；
平时作业和测试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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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④增加内容的趣味性和突出重点；⑤线上学

习时间适度，任务适中。

2.2　基于 BOPPPS 模型的循证医学课程线上线下混

合式教学模式设计

本 研 究 基 于“ 超 星 学 习 通 ”平 台 ，开 展 基 于

BOPPPS 模型的循证医学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教

学。根据 BOPPPS 模型的六大环节，将每个教学模

块的全过程分为 6 个教学可循环阶段，并与线上、线

下相融合。

设计如下：①导言：授课之前在“超星学习通”

平台上传课程介绍视频和案例引出学习内容；②学

习目标：课堂上教师提出并确定学习目标；③课前

摸底：在“超星学习通”平台上，教师发送问卷星链

接，里面涉及循证医学部分基础知识点，了解学生

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④参与式学习：综合 PBL 和

TBL 教学，将学生分成小组，每组学生基于一个临床

或卫生问题，以及理论课学到的知识点进行教学讨

论；⑤课后评估：课后在“超星学习通”平台上发布

试题、提问等，评估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和理解程
度。同时，有效发现问题，为后续课程改进提供依
据；⑥总结：教师总结课堂内容和知识要点，布置课
后作业。此外，提前告知下节课的教学内容和所需
要提前准备的工作。

3　混合式教学模式实施

3.1　按照“诊断性问题”这一教学模块的全过程实
施展开描述

教学模式实施时将前测定为线上进行，故此次
的教学实践中将前测和目标的位置置换。以教学
模块“诊断性问题”实施教学的具体过程进行讲解

（图 2）。该模块共 6 学时，每周 3 学时，共 2 周。
课前：（线上导言）根据前期问卷调查，授课之

前在“超星学习通”平台上传教学微视频和案例 PPT
引出学习内容，让学生对此次课程的主题有宏观的
把握，同时也能激发他们的好奇心，产生进一步学
习的欲望。或者提出一个开放式的问题，让学生积
极讨论，激起他们求知的兴趣。线上平台的学习不
拘于时间，遇见问题学生也可以实时检索，了解知
识点背景。（线上前测）在“超星学习通”平台上，教
师发送问卷星链接，里面涉及循证医学部分基础知
识点，了解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让教师了解
学生在具体内容学习上的问题，可以及时调整后续
教学环节。

课中：包括理论课和实践课。（线下目标）理论
课的课堂上教师提出并确定学习目标并进行课程
讲授，强调需要着重关注的知识点，明确指出学生
需要掌握、熟悉或了解的内容，并通过随堂测试强
调一些薄弱环节，或者重点、难点问题。（线下参与
式学习）实践课上，综合 PBL 和 TBL，事先将学生分
成小组，给每组学生布置一个临床或卫生问题或知
识点，利用翻转课堂的形式，各学习小组代表进行

图1　173 名儿科专业学生倾向的线上学习占比

表2 学生视角下影响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实施和教学

效果的因素（n 开课前=173）
因素

影响线上学习的因素（单选）

　课程内容吸引力不大

　作业多，时间不充裕

　多是拓展知识，目前对成绩影响不大

　上网不方便

跟传统教学模式相比，混合式教学可能带来的挑战（多选）

　网络学习时不专心，效率会低

　线上线下学习衔接不好

　会增加学习压力

　网络学习和操作的能力不高

　学习任务难度大

人数（n）

65

63

34

11

117

111

65

64

48

比例（%）

37.57

36.42

19.65

6.36

67.63

64.16

37.57

36.99

2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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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T 演示讲解问题来进行教学讨论，同时分为小组

互评和自评，老师评价和总结，以充分调动学生参

与课堂的积极性。

课后：（线上总结）通过线上平台布置作业、发

布补充知识点的案例或文献书籍，或在线发布主题

讨论，评估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和理解程度，有效

发现问题，为后续课程改进提供依据。在此过程

中，学生通过复习或者查阅资料并发表自己的观点

和 想 法 ，从 而 丰 富 知 识 、开 阔 眼 界 ，并 提 高 学 习

能力。

3.2　教学效果调查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与单纯线下或者单纯线上

教学相比较，半数的学生（77/154）更喜欢循证医学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通过教学前后询问学生对

各类研究方法（横断面研究、队列研究、病例对照研

究、随机对照试验）的了解程度来对比学生对循证

医学素养的认知差别，并进行统计比较（表 3），结果

显示上课前后学生循证医学素养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01）。另外，结课后的问卷以 BOPPPS 各个

教学环节为基础设置问题来调查学生的满意程度，

结果显示学生选择“一般”及以上的人数均占 90%

以上（表 4）。

4　总结与建议

本研究设计了一种基于 BOPPPS 模型的循证医

学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并对其进行探索和改

进。前期研究基于学生视角，调查了解了学生认为

能够影响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实施和教学效果

的因素，并从激发学生兴趣的角度获得了学生喜爱

的线上学习形式和线上线下学习时间分布。获知

了这些要素后，在后续的教学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尽

量有针对性地强调和避免相关问题。结课后，从学

生的反馈和建议中可以看到相应的效果。比如有

教学
过程

教学内容 讲授方式

视频导入

小测试

课堂讲授

小组讨论、

PPT 汇报

随堂测验

课后拓展

导言
（线上）

前测
（线上）

学习目标
（线下）

参与式
学习

（线下）

后测
（线上）

总结
（线上）

1. 如何快速、准确、可靠地诊
断新冠肺肺炎病毒感染？如
果不确定答案，请思考是否可
以使用之前学过的循证医学？
找到证据后如何进行评价？

2. 循证医学可以用于应对诊
断性问题吗？

3. 掌握诊断性证据的评价。

4. 基于一个诊断性问题，模拟
实践循证医学，重点突出证据
评价。

5. 如何评价诊断性证据的真
实性？

6. 请查询并阅读 Cochrane 图
书 馆 中 关 于 新 冠 诊 断 的
证据。

图2　循证医学课程第 2 模块“诊断性问题”教学实施细节

表3 教学前后学生对循证医学素养的认知差别的统计比较[n 开课前=173；n 结课后=154；例（%）]
循证医学素养认知

完全了解

基本了解

了解不多

了解一点

完全不了解

χ2值

横断面研究

开课前

1（0.58）

10（5.78）

21（12.14）

37（21.39）

104（60.12）

246.35a

结课后

26（16.88）

116（75.32）

5（3.25）

7（4.55）

0（0.00）

队列研究

开课前

1（0.58）

6（3.47）

15（8.67）

24（13.87）

127（73.41）

269.93a

结课后

34（22.08）

111（72.08）

2（1.30）

6（3.90）

1（0.65）

病例对照研究

开课前

1（0.58）

28（16.18）

33（19.08）

62（35.84）

49（28.32）

204.13a

结课后

33（21.43）

113（73.38）

5（3.25）

3（1.95）

0（0.00）

随机对照试验

开课前

3（1.73）

51（29.48）

47（27.17）

48（27.75）

24（13.87）

148.19a

结课后

33（21.43）

114（74.03）

4（2.60）

2（1.30）

1（0.65）

注：a 代表 P<0.001。

表4 基于 BOPPPS 模型的循证医学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各环节评价[n 结课后=154；例（%）]
评价条目

我对课前发布在超星平台上的内容感兴趣

每节课之前我已经清楚了解学习目标

我积极参与了参与式学习的课堂活动

课后测试或作业对我有帮助

教师的课堂总结对我有帮助

我觉得我很好地掌握了本学期“循证医学”的知识内容

非常同意

24（15.58）

12（7.79）

26（16.88）

32（20.78）

48（31.17）

17（11.04）

比较同意

93（60.39）

87（56.49）

102（66.23）

101（65.58）

100（64.94）

103（66.88）

一般

35（22.73）

46（29.87）

25（16.23）

18（11.69）

6（3.90）

32（20.78）

比较不同意

2（1.30）

8（5.19）

1（0.65）

3（1.95）

0（0.00）

1（0.65）

非常不同意

0（0.00）

1（0.65）

0（0.00）

0（0.00）

0（0.00）

1（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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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提到影响他们线上学习的一个因素是课程内
容吸引力不大，在实施线上教学时，课程组录制和
制作了综合考虑专业性和趣味性的辅助学习材料。
同时为了不增加学生负担，视频时长都较短。问卷
结果显示半数的学生更喜欢此次的循证医学线上
线下混合式教学，学生的循证医学素养也得到了明
显提高。

为了以后合理调整优化 BOPPPS 教学，研究还
针对性地询问了学生对各个教学环节喜好的学习
资源形式和学习方式。课前线上导言内容学生希
望的形式排名依次为实例、课程介绍视频、课程
PPT、文献、开放性问题及课程相关书籍网站等。学
生更喜欢线上前测形式为开放性问题或选择、判断
等小测验；大多数学生都希望后测是选择、判断等
客观题形式。小组讨论依然是学生更希望的参与
式学习的课题活动形式。

另外，询问了学生在“循证医学”课程教学中对
其最有帮助的地方，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为“文
献评价”及“检索文献”。问及教学中印象最深刻的
记忆，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仍是“文献评价”，其
次是小组合作、系统评价与 Meta 分析，以及了解到
的各种研究的类型。可见，找到自己想要的文献，
了解一篇研究文章证据质量的高低，评估医学文献
的价值，拓展知识面及拓宽临床思维是循证医学带
给学生最有帮助、印象最深刻的地方。这也是循证
医学的教学重点之一。

最后，向学生征集对本次循证医学混合式教学
的反馈建议，以便于后续改进及推广。内容上，学
生充分肯定了教学模块中的实践课，认为能够提高
他们对相应知识点的理解和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提
升了其循证医学思维。有学生提出可以增加系统
评价相关的实际操作。此外，对于小组合作的形
式，学生提出可以增加小组成员间的互评。也有个
别学生提出，期待期末闭卷考试，以从多个方面展
现学习效果。

此次循证医学基于 BOPPPS 模式的线上线下混
合式教学模式的设计实施还处于探索阶段，研究发
现存在以下不足：①线上平台的导言和拓展资料需
要更具趣味性和知识针对性，需要教师团队集体策
划和努力，教师团队也一直在尝试录制和制作更新
一些更能被学生接受的辅助学习材料。②如今虽
然已经有线上或线下教学经验，但是因为时间的不
确定性，线上线下教学如何更好地衔接和结合还需
要教学经验完善。③BOPPPS 模型首次被引入循证
医学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初步比较了此次教学前

后的效果，考虑到学生目前倾向使用混合式教学，
混合式教学也是目前社会发展和网络技术发展背
景的一种趋势，同时鉴于教学开展时的疫情背景，
同时期并未有传统教学班级，故未比较传统教学、
线上线下教学和融入 BOPPPS 混合式教学 3 种的效
果，后续研究可以专门进行相关研究和比较，也可
以致力于 BOPPPS 的特点对教学效果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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