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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免疫学是研究人体免疫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及其功能异常所导致疾病的一门基础医学学科，涉

及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和生物学等多学科，具有进展

更新较快、实践性较强等特点。对于学生来说，该门

课程内容繁杂、琐细、抽象、英文缩写符号繁多，因此

学习时常感到枯燥无味、难懂、难记、难应用。但是

由于其在医学生课程中的重要性，被学生形象的比

喻为“医学生最头疼”的基础医学学科之一，所以如

何让医学生在“轻轻松松”的过程中学好医学免疫

学，是每一位医学免疫学教学工作者一直努力追求

达到的境界。翻转课堂是指学生在课前完成知识的

学习，而课堂变成了老师与学生之间和学生与学生

之间互动的场所，包括答疑解惑、知识的运用等，从

而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具有方便学生更加合理安

排学习时间、增加课堂互动、让教师更了解学生及实

现学生个性化学习等众多优势。近两年“翻转课

堂”的兴起［1］，使得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跃跃欲试，

试图在自己的授课过程中，引入“翻转课堂”教学模

式，从而提高教学质量，但是，没有任何基础的“翻

转课堂”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并不能发挥很好的作

用。我科室在医学免疫学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和免

疫学学习交流 QQ 群的基础上，在医学免疫学实验

课上适时引入“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使得教学质量

得到了很大提高。

1 引入“翻转课堂”的必要性

我校医学免疫学实验课自 2006 年教学内容与

教学模式改革后［2］，实验教学内容得到更好优化，

包括 4 个内容:①经典抗原抗体反应;②免疫细胞分

离和活力鉴定;③免疫细胞功能测定;④免疫标记技

术。2013 年，我们又将即时通讯工具 QQ 群引入免

疫学教学［3］，建立免疫学学习交流 QQ 群，作为辅助

教学工具，对免疫学理论和实验教学发挥了不可替

代的作用。但是，免疫学实验课的教学形式在整体

上还是传统的“老师教，学生学”的被动状态，这对

免疫学实验教学中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及学

习热情均显出了较大制约，传统教学模式使得教学

质量的提高遇到了瓶颈，教学模式改革势在必行。
医学免疫学实验课教学改革基于我校医学免疫

学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和免疫学学习交流群。我校

医学免疫学早在 2004 年成为省级精品课程，2012
年又率先成为我校第一批获批的省级精品资源共享

课课程［4］，网络平台上教学资源覆盖了我校医学免

疫学教学大纲所规定的全部教学内容，学生可以通

过这些网络教学资源在课下预习和复习基础免疫学

的所有教学内容; 同时也建立了拓展资源，对学有余

力的或对免疫学感兴趣的同学提供了更多的知识链

接，还有交流平台、学习测试等丰富的内容。免疫学

学习交流 QQ 群的建立使师生及时交流成为现实，

使学生的问题能够在第一时间得到解答，对于提高

学生的学习兴趣也是一个帮助; 同时，也可促进师生

之间的情感交流，提高学生对老师的信任度。医学

免疫学实验课教学模式改革以此为基础，使其切实

可行。

2 “翻转课堂”的具体内容

目前我校医学免疫学实验课以小班 ( 平均 30
人) 为单位进行，这就使“翻转课堂”的进行成为可

能。在 2014 级学生中，随机抽取 4 个班级( 共 130
人) 进行小规模教学方式的改革，对照班级为同一

名老师以传统授课方式带教的 4 个班级 ( 共 134
人)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设计如下: 1. 课前: 翻转课

堂组，实验课开始前一周组织实验组同学开会，将
“翻转课堂”形式的具体实施内容传达给各位学生，

动员学生积极配合，保证实验完整顺利进行［5］。学

生课前在我校医学免疫学精品资源共享课网络平台

自主预习本周免疫学实验课内容，学习资料包括: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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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课件，教学录像，实验操作录像，思考题等。
2. 课中:①课堂讨论: 课堂上教师先将本次课

内容作简要概述，然后让学生进行讨论，之后学生提

出对本次课内容存有疑惑的问题，老师逐个进行解

答。②随堂测试: 学生在课堂上以“闭卷”形式完成

教师出的试题，试题均为单选题，代表当次实验课内

容深度 10 题，广度 10 题，每题 1 分，测试时间 20 分

钟，主要测试学生当次实验课的学习效果。③实验

操作: 老师给学生演示实验操作内容，强调实验操作

细节和注意事项，然后学生参考实验操作步骤，自主

完成实验过程。实验结束后，由学生先对实验结果

进行分析，老师最后进行补充。④知识探究: 每个班

分 4 个实验小组，每小组人员固定，“知识探究”部

分以实验小组为单位进行，每小组讨论、总结当次实

验课在临床上的应用，然后选代表做简单阐述。
3. 课后: 学生自主建立“翻转课堂”学习 QQ

群，由教师参与、学生管理。课后可以凭借 QQ 群进

一步解决学生关于实验课上的相关问题。

3 “翻转课堂”的效果及评价

“翻转课堂”的效果。将学生随堂测试成绩和

期末考试成绩进行统计学处理和比较，所有数据采

用 SPSS17. 0 统计软件包进行分析处理，平均分数采

用 t 检验。
3. 1 传统教学组和翻转课堂组的随堂测试成绩比

较 分别将传统教学组和翻转课堂组的随堂测试总

成绩、其中代表知识广度部分的成绩及其中代表知

识深度部分的成绩进行比较，结果见图 1。总分 20
分时，翻转课堂组的总成绩( 17. 25 分) 高于传统教

学组( 16. 01 分) ，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 01) ;

代表知识广度的成绩( 图中 Breadth，10 分) ，翻转课

堂组( 8. 61 分) 高于传统教学组( 7. 87 分) ，且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P＜0. 01) ; 代表知识深度的成绩( 图

中 Depth ，10 分) ，翻转课堂组( 8. 64 分) 高于传统

教学组( 8. 13 分) ，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 01) 。
3. 2 传统教学组和翻转课堂组的期末考试成绩比

较 将传统教学组和翻转课堂组的期末考试成绩比

较，结果见图 2。总分 20 分时，翻转课堂组( 16. 31
分) 高于传统教学组( 14. 96 分) ，且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P＜0. 01) 。
“翻转课堂”的评价。“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

应用，使得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得到了很大

提高，学生学习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与传统教学模式

相比也得到了扩展，同时，更大程度的利用了本学科

已经建立的网络精品资源共享课和免疫学学习交流

图 1 传统教学组和翻转课堂组随堂测试成绩

Fig．1 Classroom test scores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group
and flipped classroom group

Note: #. P＜0. 01，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teaching group.

图 2 传统教学组和翻转课堂组期末考试成绩

Fig． 2 Final examination scores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group and flipped classroom group

Note: #. P＜0. 01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teaching group.

QQ 群。由于教学模式不是以传统的“说教”形式进

行，而是以师生“沟通”的方式进行，并且，课前、课

中及课后都有及时的师生交流，所以加深了师生情

感，使得教师在学生心目中的信任度大大提高，这同

时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在实验课结束后的调查

问卷中，学生普遍反映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新颖，能充

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甚至有同学直接表达该教学

模式值得推广。但是，翻转课堂的关键点在于学生

的课前自主学习，所以如何保证学生在课前高质量

的学习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次翻转课堂中，对课堂上

的表现较好的学生奖励平时成绩的方法，极大的调

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总之，建立在网络精品资

源共享课和免疫学学习交流 QQ 群基础上的“翻转

课堂”教学模式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加深师生情

感，提高教学质量的作用比较明显，值得推广。
( 下转第 15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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