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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基于教学大纲的讲座授课模式与基于Bloom目标分类理论的翻转课堂模式

在口腔本科正畸教学中的效果差异，探讨基于Bloom目标分类理论的翻转课堂教学流程。方法 建

立规范化的基于Bloom目标分类理论的翻转课堂教学流程。将两种教学模式分别应用于上海交通

大学口腔医学院2018级和2019级口腔医学专业五年制本科口腔正畸学理论教学，设计教学效果调查

问卷评估学生对理论知识的学习程度、对学习目标的理解程度、对教学方式的满意程度和学习兴趣

等，用 SPSS 26.0软件统计分析，t检验比较两组差异。结果 2018级和 2019级有效填写问卷分别

为 58份（应答率 93.5%）和 74份（应答率 97.4%）。相较于 2018级基于教学大纲的讲座授课模式，

2019级基于Bloom目标分类理论的翻转课堂模式下，学生对理论知识的自我评分提高了 10.3%，由

（7.3±1.3）分提高到（8.3 ± 1.4）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068，P＜0.001）。学生考试成绩提高了

19.0%，由（7.1 ± 2.2）分提高到（9.0 ± 1.7）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5.348，P＜0.001）。同时学生对

教学目标、思政与人文目标、医德医风的理解和领悟都明显提高，分别提高了 6.2%（t′ = 2.230，P =
0.028）、8.0%（t=-2.667，P=0.009）和8.2%（t=-3.309，P=0.003）。学生对教学模式、预习方式、教学大纲

和课堂时长的满意度都明显提高，分别提高了6.0%（t=-2.530，P=0.013）、8.0%（t=-3.195，P=0.002）、
7.0%（t=-2.521，P = 0.013）和 9.6%（t =-3.638，P＜0.001）。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了 3.6%（t =-1.576，
P=0.117）。课前预习的时长两种教学模式基本一致，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t=-1.020，P=0.310），但

基于 Bloom目标分类理论的翻转课堂模式可以缩短课后复习时间，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t =
1.433，P = 0.154）。结论 本研究建立的基于Bloom目标分类理论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规范化教

学流程，结合思政与人文教学目标，能提升教学效果，值得在口腔医学本科理论教学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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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effects of the lecture teaching mode of the syllabus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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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口腔医学五年制本科口腔正畸学理论教学

中一直存在知识点和文字较多、学习较枯燥的痛

点。既往的理论教学采用基于传统教学大纲的讲

座授课模式，学生总反映学习目标宽泛模糊、理论

知识理解困难、课堂缺乏趣味与活力。因此，寻求

教学模式的创新与改革对优化本科理论教学至关

重要。

现代课程理论之父Ralph W.Tyler在 1949年指

出，教育目标是课程设置的基础和核心，课程设置

应当以教育目标的确定为出发点［1］。Bloom目标教

育理论在 1956年由教育家B.S.Bloom团队在首次提

出，将教育目标分为认知（知识）、情感和动作技能

（能力）三大领域［2］。2001年，其学生 L.M.Anderson
团队对认知领域的目标进行了划分，修订了认知过

程的6个维度：识记、理解、运用、分析、评价和创造［2］。

传统的教学大纲将教学目标分成掌握、熟悉和了解

三大类，目标设置模糊且无法体现思政和人文教学

目标。根据Bloom目标教育理论，在融入思政与人

文教育的同时将课程教育目标分类，可以明确教学

目标和思路，合理设计教学内容，将思政与人文内

容更自然地传递给学生，在提升理论教学效果的同

时提高学生的共情意识、建立良好的医德医风，将

flipped classroom mode based on Bloom′s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in the orthodontic teaching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majoring in Stomatology，and to standardize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the flipped
classroom mode based on Bloom′s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Methods A standardized process
of the flipped classroom mode based on Bloom′s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was established. The
two teaching modes were applied to the theoretical teaching of orthodontics for the five⁃yea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majoring in Stomatology in the 2018 and 2019 Grades of College of Stomatology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respectively. The teaching questionnaire was designed to evaluate the students′ mastery degree of
theoretical knowledge，understanding degree of learning objectives，satisfaction degree of teaching modes
and learning interest. The SPSS 26.0 software was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and the t⁃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In Grade 2018 and 2019，58 questionnaires
（response rate 93.5%） and 74 questionnaires （response rate 97.4%） were effectively filled out，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the lecture teaching mode based on the syllabus in 2018，the self ⁃ rating of
theoretical knowledge in 2019 grade students applied the flipped classroom mode based on Bloom′ s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increased by 10.3%，from 7.3 ± 1.3 to 8.3 ± 1.4（t=-4.068，P＜0.001）.
The students′ test scores increased by 19.0%，from 7.1 ± 2.2 to 9.0 ± 1.7（t′ =-5.348，P＜0.001）. Students′
understanding degree of teaching objectives，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nd humanistic objectives，and
medical ethics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by 6.2%（t′=2.230，P = 0.028），8.0%（t =-2.667，P = 0.009），

and 8.2%（t =-3.309，P = 0.003），respectively. Students′ satisfaction with the teaching mode，preview
method，syllabus and class duration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by 6.0%（t=-2.530，P=0.013），8.0%（t=-3.195，
P = 0.002），7.0%（t =- 2.521，P = 0.013）and 9.6%（t =- 3.638，P＜0.001），respectively.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 increased by 3.6%（t =-1.576，P = 0.117）. The length of preview time before class was
basically the same between the two groups（t =-1.020，P = 0.310）. However，the flipped classroom mode
based on Bloom′s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could shorten the review time after class（t = 1.433，
P = 0.154），and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Conclusions The
standardized teaching process of the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based on Bloom′ s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combined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and humanistic teaching objectives，can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and is worth popularizing and applying in the theoretical teaching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majoring in Stomat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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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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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思政、人文教育进行无缝连接。

此外，讲座授课模式是经典的授课模式，当理

论内容繁多、课堂时间紧张时，如何将理论知识更

高效、更生动、更有趣地传递给学生，是教育工作者

的压力与难点。翻转课堂可以有效拓展学习时间，

学生在课前或课外观看讲解视频、自主学习，可以

更有效地利用课堂时间，进行教师与学生之间、学

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答疑解惑、合作探究以完成

学业，从而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3⁃4］。

因此，本次教学改革创新性地提出基于Bloom
目标分类理论的翻转课堂模式，将其应用在口腔正

畸学理论教学中。通过历史对照，将其与基于教学

大纲的讲座授课模式进行比较，利用问卷调查的形

式，比较分析两种教学模式下学生对理论知识的学

习程度和教学效果，同时撰写标准化的、适用于口

腔医学本科理论教学的基于Bloom目标分类理论的

翻转课堂模式，以期在全国本科教学中进行推广。

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上海交通大学口腔医学院 2018级

和2019级口腔医学五年制本科三年级学生，理论教

学试点章节为全国高等学校教材《口腔正畸学》（第

7版，人民卫生出版社）的第二章《颅颌面的生长发

育》。

二、研究方法

1. 基于教学大纲的讲座授课模式：2018级62名
学生采用基于教学大纲的讲座授课模式（模式一）

进行理论授课。学生在课前预习教学大纲和教材

内容，课堂上授课教师应用演示文稿和板书进行讲

座模式的理论教学，课程结束时进行重点归纳与总

结，利用课间和课后的时间进行答疑。课堂教学的

演示文稿和声音实时录制并上传平台，课后学生可

以结合教学大纲进行复习与思考。

2. 基于Bloom目标分类理论的翻转课堂模式：

2019级 76名学生采用基于Bloom目标分类理论的

翻转课堂模式（模式二）进行理论授课。两个年级

的授课教师为口腔正畸专业的同一名教授，长期从

事口腔医学本科教学。利用Bloom目标教学理论，

上海交通大学口腔医学院口腔正畸教研室对第二

章《颅颌面的生长发育》的教学目标进行分类，分成

知识、能力和情感三大领域，知识领域主要为理论

知识的学习与阐述，能力领域为知识的临床应用，

情感领域为课程思政与人文目标（图1）。针对本章

节内容、围绕着颅颌面生长发育的重点知识，分成5
个理论模块，正畸教研室精心制作了 5个相应的微

课视频：（1）出生前颅面部生长发育；（2）出生后颅

颌面生长发育；（3）颅颌面常见异常病因分析（凸/凹
面型）；（4）牙列与（牙合）的发育；（5）颅颌面生长发

育预测与生理龄。学生在课前对Bloom目标分类的

教学大纲和微课视频进行预习。在课前，学生可以

自主完成知识领域的教学目标，能力和情感领域的

教学目标学生可以有所思考，需配合课堂教学。课

堂上教师对基本概念进行教授，完善知识领域的教

学内容，然后开始分组讨论，教师针对教学大纲的

内容提问，学生分组回答，教师进行查漏、补充与总

结，理清教学条线，利用演示文稿和板书归纳。在

课堂教学中，教师主要针对能力和情感领域的教学

目标进行教学与互动讨论。同样的，课堂教学实时

录制并上传在线平台，课后学生可以回看与复习。

在课后，学生可以结合Bloom目标分类的教学大纲

对教学内容进行复习与思考。

3. 问卷调查：在完成模式二理论授课后，两组

学生同时进行问卷填写（图 2），问卷内容主要涉及

对本章节理论内容的学习掌握程度、对学习目标的

理解程度、对教学方式满意程度、学习兴趣、学习时

图1 2019级口腔医学五年制本科生《颅颌面的生长发育》章节应用

的基于Bloom目标分类理论的教学大纲

《颅颌面的生长发育》学习目标

一、知识目标

1. 介绍生长发育的基本概念

2. 介绍颅面部划分的标准

3. 描述出生前颅颌面的发育

4. 明确出生后颅面部生长发育快速期

5. 认识颅面部骨骼的发育方式

6. 认识颅面部的生长发育和特征

7. 明确上下颌骨的生长发育方式和部位

8. 描述牙列与牙合的发育过程和特征

二、能力目标

1. 阐述颅面部生长发育有哪些研究方法？

2. 推测唇裂、腭裂及面裂等畸形分别是胚胎什么时候受到影响，哪

些突起融合异常形成的？

3. 阐述为什么正畸临床诊疗中需要关注颌面部生长快速期？哪些

快速期最需要重点关注？

4. 阐述替牙期哪些错牙合畸形可以暂时不矫治？为什么？

5. 阐述为什么正畸诊疗中需要做颅面部生长发育预测？

三、情感目标

1. 如何与替牙期暂时性错牙合的患者及家长沟通？

2. 为什么学习颅颌面生长发育的知识对正畸医生来讲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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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等多维度进行调研、比较与分析。使用五分法反

馈两种教学模式满意和接受程度，包括：非常满意/
同意（5分）；满意/同意（4分）；不确定（3分）；不满意/
同意（2分）；非常不满意/同意（1分）。使用十分制

量表反馈学生对知识的学习效果，其中 10分为满

分，6分为合格。为比较学习成绩，本研究将学生期

末考试中针对该章节的考题分数进行统计，为方便

计算，两组成绩均换算成十分制。

三、统计学处理方法

应用 SPSS 26.0软件进行两组学生问卷结果的

统计学分析。《颅颌面生长发育》章节学习评分、模

块一学习评分、对思政与人文目标的理解、对医德

医风的理解、对正畸学的学习兴趣、对教学模式、预

习方式、教学大纲、课堂时长的满意度、对课前预习

时长、课后复习时长的比较，两组数据方差齐，采用

独立样本 t检验。模块二 ~ 五学习评分、理论考试

成绩、对学习目标与要点理解的比较，两组数据方

差不齐，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检验水准双侧α=0.05。

结 果

一、基于Bloom目标分类理论的翻转课堂模式

的规范化教学流程

口腔医学五年制本科口腔正畸学第二章《颅颌

面生长发育》理论教学的基于Bloom目标分类理论

的翻转课堂模式由上海交通大学口腔医学院口腔

正畸教研室制订，经过反复讨论与修改后，形成规

范的教学流程（图3）。
1. 将教学目标分成知识、能力和情感三大部分，

以代替传统的教学大纲，课前1周发放给学生预习。

2. 将教学内容优化，章节理论知识细分成 5大

模块，每个模块制作相应的微课，课前1周上传至线

上平台，由教学秘书通知并确保所有学生完成课前

预习。

3. 将学生分成4个小组，针对模块一、二、四、五

的问题（模块三为拓展内容，课堂上不讨论）进行讨

论学习。

口腔医学专业本科正畸教学效果的调查问卷

上海交通大学口腔医学院口腔正畸教研室

亲爱的同学：

首先感谢您回答这份问卷，结果对我们改革教学方法有很重要的作

用。我们代表教研室对您的合作表示感谢。在口腔正畸学里《颅颌面生

长发育》这一章节存在知识点和文字比较多、学习比较枯燥的痛点。我

们正在寻求并研究教学的新模式，使得这门课程更容易理解和增加学习

互动与乐趣。我们建立此问卷对（第二章《颅颌面的生长发育》）的教学

效果进行调查。请认真阅读问卷，并尽量选出符合实际情况的答案。

姓名： 性别： 年级： 班级：

1. 通过本章的学习，您对本章节《颅颌面生长发育》的内容掌握程度评分

为（10分为满分，6分为及格）：

2. 您在本章节的学习中，您学习得最好的部分是（选两项）

a）□出生前颅颌面生长发育 b）□出生后颅颌面生长发育

c）□颅面部常见异常（凸面型与凹面型）的病因分析

d）□牙列与牙合的发育 e）□颅颌面生长发育预测与生理龄

3. 通过本章节的学习，您对“出生前颅颌面生长发育”的相关知识掌握

程度评分为（10分为满分，6分为及格）：

4. 通过本章节的学习，您对“出生后颅颌面生长发育”的相关知识掌握

程度评分为（10分为满分，6分为及格）：

5. 通过本章节的学习，您对“颅面部常见异常（凸面型与凹面型）的病因

分析”的相关知识掌握程度评分为（10分为满分，6分为及格）：

6. 通过本章节的学习，您对“牙列与牙合的发育”的相关知识掌握程度评

分为（10分为满分，6分为及格）：

7. 通过本章节的学习，您对“颅颌面生长发育预测与生理龄”的相关知

识掌握程度评分为（10分为满分，6分为及格）：

8. 教学大纲可以帮助您了解本章节的教学目标与要点

a）□十分同意 b）□同意 c）□不确定 d）□不同意 e）□非常不同意

9. 教学大纲可以帮助您了解本章节的思政（医德医风等）与人文教学

目标

a）□十分同意 b）□同意 c）□不确定 d）□不同意 e）□非常不同意

10. 本章节内容的学习与掌握有利于您成长为一名有医德、有医术、有温

度的医生

a）□十分同意 b）□同意 c）□不确定 d）□不同意 e）□非常不同意

11. 本次课程能激发您对正畸学的学习兴趣

a）□十分同意 b）□同意 c）□不确定 d）□不同意 e）□非常不同意

12. 您对本章节课堂教学模式是否满意

a）□十分同意 b）□同意 c）□不确定 d）□不同意 e）□非常不同意

13. 您对本章节课前预习方式是否满意

a）□十分同意 b）□同意 c）□不确定 d）□不同意 e）□非常不同意

14. 您对本章节教学大纲是否满意

a）□十分同意 b）□同意 c）□不确定 d）□不同意 e）□非常不同意

15. 您对课堂时间长度（2学时）是否满意

a）□十分同意 b）□同意 c）□不确定 d）□不同意 e）□非常不同意

16. 您课前预习时间长度累计为 分钟

17. 您课后复习时间长度累计为 分钟

18. 如果对章节教学有其他意见或建议，请填写 。

十分感谢您的合作！

10 9 8 7 6 5 4 3 2 1

图2 口腔医学五年制本科生口腔正畸学《颅颌面的生长发育》理论教学效果调查问卷

10 9 8 7 6 5 4 3 2 1

10 9 8 7 6 5 4 3 2 1

10 9 8 7 6 5 4 3 2 1

10 9 8 7 6 5 4 3 2 1

10 9 8 7 6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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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课堂上授课教师首先对基本概念等理论内

容（碎片化内容、基本定义等无须制作微课视频），

进行讲座授课模式的教学。然后，针对几大教学模

块提出问题，引导学生进行思考与回答，教师进行

纠错与小结。

5. 课程结束前学生提问，教师答疑，然后通过

演示文稿和板书进行回顾与总结。

6. 课后1周通过问卷进行教学效果的调研。

7. 根据学生评价和专家评价的教学反馈进行

教学优化。

二、两种教学模式效果比较

1. 学生对模式一反馈结果：2018级共62名学生

上课，问卷有效填写 58份，应答率 93.5%。学生对

教学的意见和建议有：“课时少，内容多，讲得太快

了”“希望结合动画和解剖模型”“课程内容很难”

“希望多结合临床”“建议多安排课时”“理论比较抽

象，可以增加动画帮助理解”和“建议增加图片或三

维模型帮助理解”等。

2. 学生对模式二反馈结果：2019级76名学生上

课，问卷有效填写 74份，应答率 97.4%。学生对教

学的意见和建议有：“希望大纲更细致一点”“增加

课时，否则内容密度过大”“可以增加图片”和“希望

介绍新概念时能更加具体形象”等。

3. 两种模式教学效果的比较：根据问卷统计分

析（表 1），模式二学生对理论知识的学习自我评分

从（7.3 ± 1.3）分提高到（8.3 ± 1.4）分，总体提高了

10.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5个理论

模块的评分也得到提高，分别提高 11.8%、10.3%、

8.8%、10.5%和 9.6%，平均提高 10.2%，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01）。在期末理论考试中，学生的

考试成绩由（7.1 ± 2.2）分提高到（9.0 ± 1.7）分，平均

提高了 19.0%（P＜0.001）。同时，学生对教学目标、

思政与人文目标、医德医风的理解和领悟都明显提

高，分别增加了 6.2%（P=0.028）、8.0%（P=0.009）和

8.2%（P = 0.00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学生对教

学模式、预习方式、教学大纲和教学时长的满意度

都明显提高，分别增加了6.0%（P=0.013）、8.0%（P=
0.002）、7.0%（P= 0.013）和 9.6%（P＜0.001），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了3.6%，但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117）。课前预习的时长两种

教学模式分为36和44 min，基本一致（P=0.310），但

模式二可以缩短课后复习的时间约 110 min（P =
0.154），但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讨 论

一、结合微课的翻转课堂利于理论教学

理论教学中理论知识文字多、与实际脱节，学

生学习抽象、枯燥的痛点，授课教师不断地增加图

片与动画帮助学生学习与理解，但受到课堂时间较

短的限制，授课教师在详细讲解与完成课程进度之

间很难达到令人满意的平衡。利用微课视频进行

翻转课堂教学，可有效地将课堂延伸到课前和课

后。微课短小精悍，将理论知识有的放矢地进行拆

解细分，每个视频针对一个知识点，有较强的针对

性，便于学生查找学习和理解教学目标。视频生动

形象、抓人眼球、新颖活泼，可以活化理论知识，激

发和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5⁃6］。微课视频一般几分

钟至十几分钟，控制在学生注意力能比较集中的时

图3 上海交通大学口腔医学院口腔正畸教研室制定的基于Bloom目标分类理论的翻转课堂模式的规范化教学流程

自主思考

教学目标、大纲

自主预习

微课、教材

交流讨论

讲座授课基本理论

案例学习

学生互动讨论

师生互动学习

答疑与总结

线上学习

线下学习

教学模式更新

翻转课堂

教学大纲修订

微课视频制作

教学目标分类

知识、能力、情感

教学内容优化

细分教学模块

教学评价

学生评教+专家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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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范围内，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特征。线上发布微课

视频，学生可以自我控制暂停、回放等，以便自主掌

控学习和复习时间，利于自主学习。翻转课堂模式

是将学习内容预先录制成微课，学生课前自主观看

学习，还可以自主查阅资料学习、与同学讨论学习，

尽可能多发挥学生的主动性，而课堂的宝贵时间用

于集中解决学生的困惑和疑问，学生能够更专注于

主动的基于项目的学习，共同研究解决问题，从而

实现知识内化［7］。

二、Bloom目标分类理论利于课程思政建设

根据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

指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

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

代感和吸引力。2017年以来，全国高校都在响应国

家号召，将知识、技能教学与价值塑造紧密结合融

入课程实践［8］，高校教师需要明确课程思政建设的

目标要求和内容要点，主动探索课程思政教学模式

改革，但如何将思政与人文教育等内容更自然地融

合到本科教学中，将理论知识、临床实践和课程思

政有机结合并进行教学创新，是本科教学工作中的

难点。结合口腔正畸学的专业特点，在推进思政教

育建设时，要注重加强医德医风教育，培养学生敬

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医者精

神，加强医者仁心教育，让学生明白在不断精进医

术的同时，要始终把维护人民群众的口腔颌面部健

康、功能和美观放在首位，在临床诊疗中注重尊重

患者，提高共情能力，提高医患沟通能力，不断提升

自我综合素养和人文修养，做党和人民信赖的好医

生。Bloom目标分类理论将教学目标分成三大类、

六个维度，在融合理论知识教学和课程思政建设的

同时，可以有效为教师明确教学目标和教学思路、

设计教学内容提供指导，也为学生的思政培养提供

了系统化的指导［8］。

三、基于Bloom目标分类理论的翻转课堂模式

创新及教学效果

针对目前理论教学存在的痛点和难点，上海交

通大学口腔医学院口腔正畸教研室进行教学改革，

创新性提出基于Bloom目标分类理论的翻转课堂的

教学模式，规范教学流程和方法。对教学大纲进行

目标分类，并针对性地制作易于学生理解的微课，

让学生在课前结合微课和教学目标进行预习与自

主学习。在课前学习中，学生可以完成知识目标，

了解并思考部分能力和情感目标。在课堂上教师

指导学生对知识点进行讨论与学习，引导学生归纳

与总结，教师及时纠错。目的是让学生对理论内容

更容易接受，通过讨论与互动的方式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在课堂中，教师通过临床病例与医患沟通

等实际案例完成能力和情感教学目标。在课后复

表1 两种教学模式下口腔医学五年制本科生教学问卷反馈结果的比较（x± s）

注：模式一为基于教学大纲的讲座授课模式；模式二为基于Bloom目标分类理论的翻转课堂模式；第1 ~ 7项采用十分制；第8 ~ 15项采用

五分法。a两组间方差不齐，采用 t′检验；bP＜0.05，表示两组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问卷调查项目

1.《颅颌面生长发育》章节学习评分（分）

2. 模块一“出生前颅面生长发育”学习评分（分）

3. 模块二“出生后颅颌面生长发育”学习评分（分）

4. 模块三“颅面部常见异常病因分析”学习评分（分）

5. 模块四“牙列与牙合的发育”学习评分（分）

6. 模块五“颅颌面生长发育预测与生理龄”学习评分（分）

7. 理论考试成绩（分）

8. 对学习目标与要点理解（分）

9. 对思政与人文目标的理解（分）

10. 对医德医风的理解（分）

11. 对正畸学的学习兴趣（分）

12. 对教学模式的满意度（分）

13. 对预习方式的满意度（分）

14. 对教学大纲的满意度（分）

15. 对课堂时长的满意度（分）

16. 课前预习时长（min）
17. 课后复习时长（min）

模式一

7.3±1.3
7.1±1.3
7.2±1.1
7.4±1.1
7.2±1.1
7.3±1.1
7.1±2.2
4.0±0.8
3.9±0.9
4.0±0.8
4.1±0.7
4.0±0.6
3.9±0.7
3.9±0.9
3.9±0.8

36.4±51.2
227.8±433.6

模式二

8.3±1.4
8.3±1.5
8.2±1.5
8.2±1.5
8.3±1.5
8.2±1.5
9.0±1.7
4.3±0.8
4.3±0.8
4.4±0.7
4.3±0.7
4.3±0.7
4.4±0.7
4.3±0.8
4.4±0.7

44.1±36.0
118.2±438.4

t值

-4.068
-4.764
-4.579a

-3.896a

-4.593a

-4.260a

-5.348a

-2.230a

-2.667
-3.309
-1.576
-2.530
-3.195
-2.521
-3.638
-1.020
1.433

P值

0.000b

0.000b

0.000b

0.000b

0.000b

0.000b

0.000b

0.028b

0.009b

0.003b

0.117
0.013b

0.002b

0.013b

0.000b

0.310
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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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时，学生可以结合Bloom目标分类的教学大纲完

成教学目标。

课程完成后，通过教学问卷调研分析，学生对

理论知识的学习自我评分和考试成绩都得到了提

高，学生对教学目标、思政与人文目标、医德医风的

理解和领悟都明显提高，学生对教学模式、预习方

式、教学大纲、教学时长的满意度也都得到提高。

教学改革是以提升教学效果为目标，但同时希

望不要增加学生和教师负担。本次研究发现模式二

教学中，学生课前预习时长未明显延长。课后复习

时长是否有改变无法得出结论，原因是：虽然模式

二课后复习时长减少了约100 min，但同学之间课后

复习时长差异太大，两组复习时长范围为 0 ~ 2 400
和 0 ~ 3 814 min，中位数为 60和 110 min，平均值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对于教师来讲，需要花费更多时

间与精力进行教学创新、教学改革，尤其需要在课

前制作短小精悍的微课视频，并重新设计教案和教

学大纲。但有变革才有进步，教师在教学改革的同

时，可以不断更新教学理念、创新教学模式，同时，

教研室通过本次教学改革可以积累一系列微课视

频，对于线上和线下教学，本科生、研究生和留学生

来说都是宝贵的教学资源。

四、两种教学模式的综合比较

综合比较优缺点：基于教学大纲的讲座授课是

经典的教学模式，学生课前预习相对轻松，教师的

课堂流程、节奏和时间等掌控性好，课件、大纲等均

有历年参考资料，备课时间较少；但学生参与、师生

互动、课堂趣味性以及教学效果等表现一般。相比

较而言，基于Bloom目标分类理论的翻转课堂的教

学模式，具有明晰教学目标、更好融合思政人文教

学、教学方式新颖活泼、学生互动参与好、课堂趣味

生动和教学效果满意等优势；但学生课前预习需要

有更多的思考与讨论，课堂上也需要调动积极性、

参与讨论与互动，教师需要更多时间与精力备课，

课堂讨论与互动的节奏和时间等较难控制，需要有

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进行随机应变。所以，在该教

学模式应用中，教师需通过提升教学能力，优化教

学流程，更好地掌控课堂教学时间与互动，充分发

挥新模式的优点，提升教学效果。

五、局限性

本次研究也存在局限性，由于教学改革是在

2022年秋季教学中进行的探索，在实际的教学实施

中无法将同一年级的学生随机分成两组，并分开进

行教学，所以选择了与上一年级的学生进行历史对

照，因此存在无法避免的记忆偏倚。但问卷调研的

内容（自我学习评分、满意度、时间）及期末考试成

绩等仍能相对客观、真实地反映出教学的效果。

综上所述，本次教学研究建立了规范化的基于

Bloom目标分类理论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结合思

政与人文教学目标，提升了学生学习兴趣和教学效

果，值得在口腔医学理论教学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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