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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blended learning based on online and offline learning in human anatomy. Methods: 
240 clinical medicine students from the 2022 and 2023 grades were selected, with the experimental group (2023 grade, n=120) and 
the control group (2022 grade, n=120) adopting a blended learning mode and a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respectively. Th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is evaluated through comprehensive course assessment scores. Results: The experimental group’s daily and final 
grade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verall excellent and good rates of the evaluation scores were also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Combining online and offline learning with blended learning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systematic anatomy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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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索基于学习通线上线下结合混合式教学在人体解剖学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2022级与2023级临床医学专业240名
学生，其中实验组（2023级，n=120）和对照组（2022级，n=120）分别采用混合式教学模式和传统教学模式。教学效果通
过综合性课程考核成绩进行评估。结果：实验组的平时成绩及期末成绩均高于对照组，总评成绩的优秀率和良好率也高于
对照组（P<0.05）。结论：基于学习通线上线下结合混合式教学能有效提升人体解剖学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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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体解剖学作为连接临床医学及相关医学的枢纽学科，

是医务人员如何防治疾病、合理医治的重要理论基础。但由

于其对基础知识内容掌握要求高，综合性强，故在教授过程

中容易出现“满堂灌”的问题，同时由于当代大学生对电子

设备的依赖以及对传统教育的抵触心理从而出现学习倦怠

的现象愈发普遍 [1,2]。所以在当今人体解剖学的教授过程中，

如何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塑造其创新思维，则成为当前

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本研究依托超星学习通线上学习平台和

线下实训中心，在临床医学专业学生人体解剖学中开展了线

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革实践，以期为今后教学提供借鉴。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选取本校 2022 级和 2023 级临床医学专业学

生，2022 级为对照组，人数为 120 名；2023 级为实验组，

人数为 120 名。两组授课教师、课程、课时及授课进度一致，

有可比性。

2.2 方法
对照组采用传统授课方式按大纲要求进行教学，实验

组依托学习通线上平台实行线上线下混合式，采用基于学习

通的“课前—课中—课后”混合式教学模式进行教学。

2.2.1 课前阶段

利用超星学习通平台整理课程资源，具体如下：①建

立教师团队和学生班级管理库：将授课老师与学生名单导入

管理库中，按照班级建立授课班级实验组群，根据教学任务

分配对应教师加入学生班级群，实现授课教师线上线下同步

管理班级。②建立理论课、实验课示教视频库：由教研室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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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根据教学进度表录播理论课视频，并拍摄相关的实验示教

视频，之后将教学视频按照教学大纲分章节上传至超星平

台，并配有相关的章节测验、课件 PPT 等授课资料，建立

全套理论课和实验课视频资源库。③建立线上考试考查系

统：包括章节测验、作业两个部分。每个章节视频均有章节

测验，要求同学在理论课课前线上预习之后完成，考查学生

的效果，测验成绩按比例计入学生平时成绩，并对平台发布

的预习测验部分进行反馈，教师收集反馈内容并进行分析。

2.2.2 课中阶段
结合课前的反馈内容，针对学生的薄弱知识点重点突

破，方法要区别于传统的“满堂灌”式教学方法，采用案例

导入式，让学生针对案例问题分组讨论，教师负责观察引导，

使课堂呈现“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学习氛围，使

学生在学习并巩固知识的同时，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

高了学生合作交流，活学活用的能力。同时理论课程之外安

排学生到人体解剖实训中心实操，并根据课程安排完成实验

报告，分数按比例计入最终的实验成绩中。

2.2.3 课后阶段
课后回顾巩固，拓展练习，课后给予学生临床案例讨

论，并在学习通推送习题测试，测试成绩计入平时成绩，学

生通过小组讨论临床案例掌握人体解剖内容要领，通过习题

加深巩固所学知识，逐层递进，并提交自己绘制的思维导图

对知识点进行总结串联使其掌握人体正常结构形态、功能等

必备知识，并更有深层次的认识。教师在教授完成后，制定

教师观察评价表，评价课前预习、课中出勤、课堂互动、课

后练习讨论完成度。向学生发放自我评价量化表以及小组互

评表，培养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自我反思总结，从中发现问

题并巩固所学知识。

2.3 教学效果评价指标
两组学生学习总评成绩 = 平时成绩（20%）+ 实验成绩

（20%）+ 期末成绩（60）。根据每项期评成绩进行划分：

优秀率≥ 90 分，良好率 89~70 分，及格率 69~60 分，60 分

以下不参与对比，满分均为 100 分，比较两组数据。

2.4 统计学分析
应用 SPSS22.0 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料用 x±s 表示，

采取ｔ检验。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两组结果对比显示，实验组除实验成绩外，其他各项

成绩优秀率均高于对照组，期末成绩与总评成绩的良好率对

比实验组亦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实验成绩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差异不大，没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见表 1、图 1、图 2）。

表 1 两组每项考核成绩优秀率、良好率、及格率对比 [n（%）]

指标
平时成绩 实验成绩 期末成绩 总评成绩

A 组 B 组 A 组 B 组 A 组 B 组 A 组 B 组

优秀率 115（96%）* 95（79%） 118（98%）** 120（100%） 7（5%）* 0（0%） 10（8%）* 3（3%）

良好率 2（1%）# 18（15%） 0（0%） 0（0%） 31（26%）# 15（13%） 64（53%）# 40（33%）

及格率 0（0%） 0（0%） 0（0%） 0（0%） 21（18%） 12（10%） 37（31%） 39（33%）

注：A 组：实验组；B 组：对照组。

        *vs 对照组 P ＜ 0.05，**vs 对照组 P ＞ 0.05；#vs 对照组 P ＜ 0.05。

图 1 各项成绩优秀率

图 2 各项成绩良好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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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本次研究中，平时成绩的良好率虽然实验组低于对照

组，究其原因是由于实验组的优秀率高达 96%，人数占比

上对剩余良好率及以下分类部分人数较少，故平时成绩的良

好率失去参考价值。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实验成绩差距不大，

探究其原因可能是由本校强大的实验平台提供足够的真实

标本供学生实操学习从而大大提高了学生对人体解剖专业

学习的兴趣盎然。

随着新时期的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以“学

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提倡教师从传统的“灌输式”教学

模式转变为“引导式”教学模式，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和主动性，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其

真正成为具有综合素养和实践能力的人才 [3,4]。同时随着移

动互联网和云平台的迅速发展，一些知名的在线开放课程，

如“慕课”“雨课堂”“超星学习通”等，为学生提供了丰

富的学习资源和在线课程。这些平台汇集了来自国内外知名

高校和教育机构的优质课程，涵盖了各种学科领域，为学生

提供了更加灵活和多样化的学习选择 [5,6]。线上线下混合教

学具有明显的优势。首先，将线上和线下教学结合起来可以

有效地拓宽教学的空间，打破了传统教学场所的限制。学生

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学习，不再受

到时间和地点的限制，这为学习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和便利

性 [7]。其次，线上线下混合教学能够更好地利用移动终端和

互联网技术，使学习变得更加便捷和高效。学生可以利用碎

片化的时间进行学习，比如在公交车上、等待时间或者在家

中等，提高了学习的效率。此外，线上教学资源丰富多样，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内容和

学习方式，个性化学习更加容易实现。另外，线上线下混合

教学还能够促进学生之间的互动和合作。通过在线讨论、小

组项目和网络合作等方式，学生可以在线上平台上进行交流

和合作，扩大了学生的社交圈和学习网络，培养了学生的团

队合作能力和沟通能力 [8,9]。由此可见，线上线下混合式教

学，能够很大程度上实现智能化教学、差异化教学、精细化

管理，弥补常规教学“局限性”“单一性”的不足 [10-12]。但

应注意的是，在开展混合式教学时，也要面对一些新的问题
[13]，如教师负担增加，不仅需要课堂授课，还需要制作线上

课程，为学生提供优质的教学视频，这些问题也需要学校层

面在政策等多方面去帮助解决，如加强教师培训，关心关注

教师的心理状态，提高教师的待遇，完善师资团队建设 [14-

17]。在本研究中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实验组在总评成绩中优秀

率和良好率上相较于对照组差异显著，但是在不及格率上仍

有一定比例学生存在，这与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如性格、

兴趣点不同）有很大关系，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如何尽最大限

度的照顾到每一个学生，帮助每一个学生有效获取知识仍是

一个值得每一位教师继续探索的命题。

综上所示，基于学习通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有

助于提升人体解剖学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笔者也将继续

在本专业中开展实践探索，以期为相关教学改革的推进提供

一定的经验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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