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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双一流”相关政策出台后，又实施了一

流本科课程建设“双万计划”，即建设10 000门左右

国家级一流课程和10 000门左右省级一流课程，以

夯实基层教学组织，提高教师教学能力，推动创新

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建设。本单位教学团队建设的

《中药学》课程为省级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本科课

程、省级精品在线课程。团队基于前期建设的优势

资源，组织在线教学，探索出以超星学习通平台自

主学习配合直播答疑的在线教学模式，不仅圆满完

成了线上教学任务，同时也为推动混合式一流课程

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现从课程设计、教学实施、

教学效果评价、教学反思 4个方面介绍临床中药学

· 教学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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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团队在线教学的实施情况。

1　科学统筹谋划，优化课程设计

1.1　制定“一人负责统筹、多人分班管理”的模式
本学期《中药学》课程共有 7个班的教学任务，

共计672名学生，除药学专业外，课时均在80~90学
时。根据课程优化原则，团队率先成立了《中药学》
在线公共课堂。让所有班级学生进入该课堂，教研
室主任每周在公共课堂提前发布教学任务通知，学
生在公共课堂观看视频、进行章节测验、进行阶段
考试。由于专业有别，各任课教师又分别建立了各
自负责班级的小班课堂，根据不同专业的培养目标
和教学目标，进行教学督促、教学预警、问题答疑
等。这种做法既可有效避免教师重复上传教学资
源，又可灵活指导学生进行学习。
1.2　认真分析学情，制订合理的在线教学计划

在线学习过程中由于学生缺乏统一的学习环
境和教师的督导，可能会出现自律性较差、自主学
习能力欠缺的情况；甚至由于长时间独自上网课，
不能与同学相互交流，还会出现焦虑、烦躁等情绪。
因此，团队制订以下在线教学计划：根据课程表时
间定期发布签到、教学任务、阶段测试；通过调查问
卷及时收集学生的学习状态和知识疑难点，采用直
播的形式答疑解惑；充分利用疫情期间中医药发挥
的巨大作用，对学生加强课程思政教育。
1.3　根据各专业不同的培养目标，制定可测性教学
目标

本学期学习中药学课程的学生既有中西医临
床医学专业，也有中药学、中药栽培与鉴定专业，还
有药学专业。因此，团队根据不同专业的培养目
标，制定出不同专业的教学目标。同时，为了保证
学生能准确理解知识点的掌握程度，团队成员放弃
了原有教学大纲中“掌握、熟悉、了解”的分层次学
习目标，使用“熟练背诵、背诵、说出、区别、判断”等
学生可以迅速理解的语言制定学习目标，以便形成
可测性的学习效果判断标准。
1.4　多元化考核，综合评价在线教学效果

考试是提升教学效果的直接手段。传统考试
方法较为单一，学生成绩由平时成绩和期末卷面成
绩组成。平时成绩无法真实体现学生的学习情况，
考评较为片面。而期末考试卷面成绩占很大比例，
这种一锤定音的考试形式并不能完全体现学生的
整体学习情况。在线教学使考核形式发生了变化，
由“结果评价”向“过程评价”进行转变。团队采用
多元化形式进行考核，将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
相结合，其中过程性评价成绩占60%，终结性评价占
40%。 过 程 性 评 价 包 括 签 到（5%）、观 看 视 频

（30%）、章节测验（10%）、阶段考试（20%）、课堂互
动（5%）、话题讨论（20%）、调查问卷（10%）。这种
考核方式可督促学生加强平时学习的积累，提高学
生在线学习的积极性。

2　集中优势资源，夯实在线教学基础

2.1　超星学习通提供网络教学平台技术保障
学习通是由北京世纪超星信息技术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开发的集在线课程平台和互动教学平台
于一体的智慧教学平台。其包含教学视频、课件、
作业、考试、讨论和统计功能，方便教师上传学习资
料、互动教学和学生学习数据统计与学习行为管理。
自 2016 年上线以来，由于方便线上线下混合式教
学、功能强大而被广大一线教师所接受[1]。超星学
习通公司为保障在线教学顺利进行，免费为高校开
通“一平三端”在线教学系统所有教学功能的使用
权限。它以在线教学平台为中心，涵盖课前、课中、
课后的教学全过程，融合教室端（教师教）、移动端
（学生学）、管理端（学校管）各类教学应用为一体，
为本次在线教学提供了优质的网络平台技术保障[2]。
2.2　团队教师的混合式在线教学经验提供教学活
动组织保障

团队教师成员均会使用超星学习通平台操作，
采取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有丰富的在线教学经
验，熟悉超星学习通的各种功能。故团队教师对本
次在线教学驾轻就熟，能灵活运用学习通各种功能
组织开展教学活动，以增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2.3　完备的教学视频和电子教材提供在线教学资
源保障

团队自2017年开始建设在线教学资源，目前已
完成《中药学》课程总论、各论全部章节重要知识点
的视频录制任务，且将所录制的全部视频根据教学
内容设置了弹幕（每个视频均有 2~3个弹幕），若学
生回答不正确，则会强制回看。这样既可以检测学
生的视频学习效果，同时也能防止学生为了完成学
习任务而拖拽视频。为了保障学生能随时查看教
材内容，将电子版教材上传至学习通资源平台，方
便学生利用碎片化时间学习参考。
2.4　丰富的在线题库资源提供教学考核评价保障

完备的教学资源满足了学生对知识输入的需
求，那么知识输出的问题则需要通过在线测试形式
初步反映学生的学习效果。目前《中药学》课程不
仅在学习通中有自建试题 2 000 余道，还吸纳了融
智云考系统中的中药学题库，题型包括单选题、多选
题、填空题、简答题、论述题、案例分析题等。这些题
既能检测学生对识记知识的掌握程度，也能观察学
生对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同时按章节从题库中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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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又建立了作业库、试卷库、案例库，为后续学生的
平时测试、章节考试、案例分析做了充足的准备。

3　立足学情，灵活实施在线教学计划

整个在线教学流程如图1所示。
3.1　定时发布教学任务和教学资源

为了避免提前发放通知学生可能遗忘、各科学
习通知较多学生易错过等问题，团队教师将每周的
教学任务提前 1天发布至在线公共课堂，保证学生
能按时学习；并定时发布中药相关教学资源，让学
生在学习课本内容的同时将中药知识进行拓展和
丰富，更好地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为了避免学
生观看视频进度过快，影响学习效果，根据教学任
务安排只向学生开放相应的视频和资源，目的在于
让学生反复学习，深刻理解每个知识点。
3.2　定时发布调查问卷

为了汇总学生在自主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难点
和疑点问题，团队教师每 2周定时在网络平台发起
问卷调查，内容包括单选题、多选题、简答题，为教
师后续答疑奠定了基础。为了提高学生的参与度，
充分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参与调查问卷均有积分
奖励，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调查，回顾自己的学习效
果。如对解表药中发散风热药的调查问卷显示，大
多数学生对桑叶与菊花、葛根、升麻、柴胡的知识点
理解不够透彻。这提示教师可在直播答疑时重点

讲解此内容，而对于少部分学生不理解的知识点则
采取一对一留言的方式解答。
3.3　采用多种形式进行问题答疑

团队教师通过微信、QQ群等网络在线方式与学
生沟通交流，学生普遍反映在线自主学习比较枯
燥，学习积极性不够。团队教师及时采取了腾讯会
议、QQ群课堂、学习通直播等多种形式，让学生能够
真正看到教师的“庐山真面目”，满足了学生进入真
实课堂的需求，也能及时发现了学生学习中存在的
问题。因直播对网络要求较高，故均以小班形式进
行。直播之后以调查问卷的形式，收集直播答疑的
效果，调查结果发现99.1%的学生认为录播视频联合
直播答疑的方式符合本门课程的学习模式，直播答疑
能提高学习积极性，有助于加深对知识的理解程度。

除了直播答疑，团队在学习通平台设置了讨论
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问题可随时留言、提问，其
他学生或教师均可留言，增强了师生及生生之间的
沟通。同时，对于在讨论区中留言精彩的学生进行
点赞，计入平时成绩，极大调动了学生参与讨论的
积极性，有助于知识内化。
3.4　发布中药案例进行小组讨论

为了提升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团队教师针对每章内容发布教学案例，
以培养学生的辨证用药思维。学生通过微信群、QQ
群或者腾讯会议等进行分组讨论，讨论完成后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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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 2023 年2 月第 22 卷第 2 期　Chin J Med Edu Res， February 2023， Vol. 22， No. 2

PPT，录屏讲解案例分析报告。教师在直播时播放
各组录屏视频，进行小组互评及教师点评。案例讨
论有助于提高学生临床思辨能力、团队合作意识和
语言表达能力。
3.5　多元化考核方式评价在线教学效果
3.5.1　同步章节测验检验自主学习效果

为了检测学生的自学效果，团队教师在每个章
节后面均加入了章节测试。因章节测试学生自行
检测，时间充裕，且提交时间不同，网络不容易拥
堵。故章节测试分选择客观题和主观题两种题型，
客观题考查学生对需要其背诵知识点的掌握程度，
主观题考查其对知识点的理解程度，两种题型相辅
相成，共同体现学生的整体学习效果。章节测验设定
及格分数，未达到及格分数，学生无法提交测验，系
统将自动打回重做。这种方式可有效杜绝学生想蒙
混过关的念头。经统计发现，大多数学生的自测成绩
均在 70 分以上，提示学生自学效果良好。而对于
60分以下的学生，教师需要进行个体化督促和引导。
3.5.2　阶段性测验检验学生阶段学习效果

教学任务实施一段时间后，学生会出现懈怠情
绪，同时由于教学内容的逐步增多，学生易将之前
所学知识遗忘，因此团队教师会及时发布阶段性测
验，督促学生复习巩固。因阶段考试设置答题时
间，故以选择题和判断题作为主要题型。通过不同
班级学生的成绩对比，可有效检验学习过程中学生
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针对成绩较差的班级和学
生，可有针对性地发布教学预警信息，使教师的教
和学生的学更加个体化。
3.5.3　在线期末考试以考促学，检验学生最终学习
效果

超星学习通考试系统包括题库管理、试卷管理
和考试管理3个模块。教师可将题库中的试题进行
人工或自动组卷，生成多套难易度一致的试卷；并
在考试管理中设置题目乱序、选项乱序、切屏控制、
抓拍监控等一系列防作弊措施。考试过程中一方
面利用超星学习通自身带有的监考功能，另一方面
启用云视讯软件实施监控，全方位监测学生在线答
题情况。系统可自动批阅客观题，教师只需批阅学
生上传的主观题。这种批阅形式既能减少教师阅
卷工作量，又能有效降低人工阅卷中存在的失误
率，极大提高了阅卷效率，同时充分体现出网络无
纸化考试的优势。

4　反思教学问题，提高在线教学质量

教学反思对于教师个人发展是一种专业学习
过程，反思是手段，实质在于发现与解决教学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积极寻求多种方法有效调节教学活

动，重新构建教学设计方案[3]。
在线教学完成后，为了进一步改进教学方法和

手段，团队进行了一次课程满意度的问卷调查。结
果显示，99%的学生对本门课程线上教学满意。这
提示在一人统筹、多人分班教学的模式下，采用超
星学习通+直播的方法可有效提高教学效果，促进
学生学习；学生可以根据自身学习特点，将十几分
钟的碎片化时间进行有效利用，极大提高了学生的
自主学习能力，培养了学生终身学习的习惯[4-5]。

但在线教学是依托于网络的教学，因此也存在
一些弊端[6]。例如，在线直播时受网络稳定性等技
术原因的限制，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会让学生关闭摄
像头及语音，因此教师无法看到学生的表情，不能
与学生进行眼神交流，难以随时根据学生的状态调
节教学进度，尤其对于一些自律性比较差的学生来
说，更是给了他自由的空间，不能专注于学习[7-8]。
在考试时，虽然有2个机位同时监考，但不能全方位
观察考生周围的情况，仍存在一些隐患。因此，在
线教学并不能完全替代传统教学模式，只有将线上
教学与传统线下课堂有机融合，营造和谐、宽松、民
主的学习气氛，与时俱进，寓教于乐，以学促教，才
能达到预定的教学目标和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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