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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信息化技术的飞速发展，医学教学的

模式逐渐由传统的课堂教学过渡为网络在线教学

和课堂教学的混合方法［1］。传统的医学教育课堂

上，教师的主导作用较大，由于当下医学知识体系

更新较快，现阶段教学对于学生主动学习能力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将医学教育同步过渡为在线结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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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网络技术与医学的快速发展，医学教学中对于新知识理论讲授的日益增长的需

求，使得现有的传统医学教学模式正逐步转变为结合线上教学的混合教学模式。2020年1月以来，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下，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的口腔黏膜病学本科教学团队引入了线

上教学的方法，学生跨空间地同步接受网上教学。本文阐述了四川大学在开展口腔黏膜病学线上教

学中的教学方法，阐明了疫情下线上教学的新机遇，同时提出针对相应问题的初步对策，也对其未来

在医学教学中的应用进行了展望；结合线上和课堂的医学课程教育可能成为未来口腔黏膜病学的辅

助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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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的混合教学具有一定的必要性［2⁃3］。目前，国内部

分高校所采用的精品课程公开课及大型开放式网

络课程（massive online open course，MOOC）等即为

在线课程的典型代表之一［4⁃6］。2019年的一项《中国

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通过手机

等移动端接受在线教育的用户数量已达 1.99亿［2］，

这充分提示线上教学的可行性和学生对线上教学

的需求性。

2020年 1月以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简称新冠肺炎）疫情

开始在全球蔓延，严重影响了高等学校学生正常返

校和现场课堂教学的实施，为积极响应教育部专门

发出利用网络平台“停课不停学，停课不停教”的号

召，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将本科生的口腔黏膜

病学的课堂授课转移到腾讯会议线上教学平台，其

特点是学生可不分地点地同步接受教师的在线授

课，足不出户地学习掌握本课程的基本理论知识。

课程完整开展结束后，学院对于这次的线上教学进

行了总结思考，将对其探讨分述如下。

一、四川大学口腔黏膜病学的课程特点

口腔黏膜病是发生在口腔黏膜上种类众多、形

态各异的疾病的总称，其与皮肤性病学的学习具有

一定的共通性，较依赖于结合病损图片讲解的教学

模式［7⁃8］。依据不同的病因和临床表现，将疾病分为

几大类，学生在学习时知识点较为分散，传统的教

师主导型的授课模式中，因为每堂课时间较长，知

识点理解起来较抽象，学生容易在听课过程中倦怠

走神；另外，由于多数口腔黏膜病的病因不明，且治

疗方案较多，学习起来理解难度较大；因此，口腔黏

膜病学的教学存在易混淆、难记忆、内容多的难

点。以上这些课程特点均提示了一种新模式下的

良好师生互动在保证教学质量中的重要性。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开展的口腔黏膜病

学课程是口腔内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总课时是

44学时，其中理论课程的教学课时一共是 28学时，

实践教学（主要为病案讨论）的学时一共为 16学

时。在此次疫情影响下，学院将以上44学时全设置

为线上教学，下文将对这些线上教学方法、问题和

对策进行讨论。对于口腔黏膜病学的临床实习教

学，学院将它设置在了本文讨论的课程结束后的下

一个学年。

二、口腔黏膜病学线上教学的实施方法

1. 口腔黏膜病学的课前预习：在每个章节的正

式授课之前，备课教师都会将要学习的章节内容，

需要阅读的参考文献和相关资料通过微信平台群

发给上课的本科口腔医学专业的学生，他们对上课

内容进行提前学习思考，并将可能的问题提前反馈

给上课的教师；大课开始前，上课教师可根据反馈

的问题做一些提前准备，同时根据反馈的内容可初

步判断学生掌握的情况和发现存在的问题，从而明

确目标进行教学，针对性地解决学生的疑问，最终

有效保证在线课程的教学质量。

2. 线上教学及交互式问答讨论：在选择在线教

学平台时，考虑到腾讯会议用户范围广，对网络速

度要求不高，操作界面友好便捷，可在线语音、视

频、文字对话交流和传输文件，故学院决定在该平

台上进行口腔黏膜病学的授课。课前由助教发送

会议邀请链接在微信群中，同学们会按通知时间加

入预约好的会议，并进行实时签到。教师作为主讲

人共享该章节的主讲幻灯片给学生，授课过程中模

拟课堂教学，逐一讲授各类口腔黏膜疾病的知识

点，反复强调学习掌握的重点，比如用疾病的病理

表现解释其临床表现，可有效帮助记忆和运用；同

时，教师在大课授课的过程中，若遇到重要知识点

需强调时，可随时在线点名学生回答相关问题，采

用项目教学法、思维导图教学法等，引导学生参与

讨论和思维碰撞［9］；除此之外，教师可在课程结尾时

留 10 min给学生主动提问题，以期达到巩固知识点

和答疑解惑的目标。

3. 课后小测验与沟通：在线教学一般每次课讲

一种大类的口腔黏膜病，课后教师会通过问卷星等

在线平台发送课后测验题给学生，课后测验题主要

是选择题、填空题等客观题，学生可在线答题后提

交到系统中，系统统计分析学生客观题的测试结果

后，教师可看到学生的个人得分、平均得分、错误率

及对应的错题具体内容，基于此客观评估学生的学

习效果和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并及时将发现的需再

强调的知识点或学生理解有误的地方，通过微信群

把需强调的知识发送给学生，以保证良好的教学

效果。

4. 期末考试考核：为最终检验腾讯会议平台的

教学效果，学院对学生进行了期末考试的考核；期

末考试的出题范围和内容均是讲课时涉及到的考

点，期末考试在一定程度上是鉴定学生对知识掌握

情况的最客观评价指标［2］；与此同时，学生在期末阶

段的在线评教也是对提升教师教学能力较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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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辅助手段［10］。 具体来说，本次期末考试因为学生

不能参加现场笔试，考试采取线上实时的监考和答

题，考生首先需保证所处的考试环境安静没有干

扰，然后保证摄像头能够同时拍下正面和答题的桌

面，考官在线同步分发试题后，考生在实时的摄像

头监控下参加完考试，时间到后一起在线交卷后，

系统封存答卷待阅卷，考生不能提前交卷和离开自

己的考场，特殊情况均报备考官。本课程结束后，

考生的课程总成绩由平时在线随堂测验的 50%和

期末考试成绩的50%相加构成。

三、新冠肺炎疫情下口腔黏膜病学课程线上教

学的机遇

在线医学教学是通过互联网将医学内容数字

化后传播的一种方式［2］。教学团队所采用的腾讯会

议进行口腔黏膜病学的在线教学，是隔空间，但与

学生实时互动，模拟现场课堂多媒体教学的一种教

学方法。在此次疫情影响下开展的口腔黏膜病学

课程的在线教学，相对于传统的课堂式现场教学，

具有一些显著的优点，也是将在线教学应用于本课

程教学的一个良好契机和机遇。

首先，由于口腔黏膜病学课程的特殊性，疾病

表现和特点及诊疗方案的复杂性，传统的现场教学

中，学生有时很难在有疑惑不解时进行提问和解

惑，导致对知识点的理解掌握不牢，不能很灵活地

应用知识于口腔黏膜病的临床诊疗工作中，相比之

下，在线教学具有鲜明的优点，其以学生为中心进

行教学，是同时段的互动式教学模式，教师在上课

过程中可随时对学生进行抽问，学生也可在教师教

学结束后在线提出问题，教师即刻给出相应的答

案，保证了教学的实时性和及时解惑，这种师生间

的实时互动可让老师了解学生的听课状态，调动他

们的上课积极性，同时线上互动可有效调动学生学

习口腔黏膜病的主动性，可有效提高学生的自主学

习能力［11⁃12］，这对于他们掌握口腔黏膜病的诊治思

路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口腔黏膜病学开展在线教

学，可不受空间限制，可简便快捷地传授知识点，实

时把病损图片共享给学生，增强其对于相应口腔黏

膜疾病的理解和认知；第三，口腔黏膜病学和其他

医学临床学科一样，知识体系始终在跟随国际前沿

进展不断更新，传统教学中，教师通常不能方便或

者及时上网分享学科新进展给学生，而线上教学很

恰当地克服了这个缺点，教师可实时访问课程内容

相关的网站并给学生共享自己的屏幕，讲解研究前

沿和新进展；另外，在线教学软件可课程时选择录

制口腔黏膜病学讲课视频，随后视频可上传至高校

间公共平台实现优质课程资源的共享。

四、口腔黏膜病学线上教育中存在的新问题及

对策

从辩证观点来看，任何一种教育都存在两面

性。同传统的课堂多媒体教学相比，口腔黏膜病学

的在线教学亦存在一些待解决的问题。首先，课程

后线上讨论是本课程在线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该

部分对于解决口腔黏膜病学课程讲授中疑惑等具

有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的在线教学平台功能中，

缺乏网上教育资源及相关图片资源的整合，教师在

回答学生问题时，需要切换屏幕和单独检索资源后

分享给学生，这不仅影响了线上讨论的效率，也削弱

了实时互动的效果；此外，本课程的线上教学过程

中，学生提问和教师答疑多通过文字描述进行，这

就不可避免的产生讨论激烈时错过学生问题或者

回答不全的问题，导致学生参与度和积极主动性的

明显下降；第三，口腔黏膜病学课后的评价中，线上

平台缺乏单独对教学效果进行评价的方法，导致教

师对于效果反馈的不确定性，不能有效改进教学方

法；第四，由于口腔黏膜病学的课程抽象性和疑难

性，通常学生需要临床见习基础上才能有效掌握疾

病的诊治；第五，口腔黏膜疾病的病理读片是课程

教学的重要部分，教会学生疾病的病理对于掌握疾病

具有重要意义，但线上教学只能通过分享一些病理

图片截图给学生学习，不能全面地向学生讲解疾病。

因此，教学团队通过实践和讨论，得出了针对

上述问题的相应对策。第一，针对线上讨论，可通

过整合线上平台与网络教学资源，使得教师可方便

地通过点击链接即可关联到相关的网络资源，实现

课程的高效答疑；第二，可建议平台通过设置可翻

页及搜索聊天记录的方法，让教师可随时针对性翻

阅学生问题，有序且不遗漏地进行课程的答疑，提

高学生的主观学习讨论积极性，增加他们的参与

度；第三，可通过联合线上教育平台与评价调查软

件，共同实现课后学生对于讲课的及时评价，让教

师可实时了解学生的需求，以有效提升教师的教学

能力和教学思维方法；第四，可在课程最后，加入临

床实际病例的图片和诊治思路分析，增强学生对于

该类疾病的印象，有效掌握疾病的诊治思维方法，

争取在下一学年临床实习中夯实学生的口腔黏膜

病综合诊治能力；第五，在增加在线教学时展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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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腔黏膜病损病理典型图片量的同时，需通过下一

学年的课堂式病理读片，巩固大家对于疾病病理特

点的掌握程度。

五、总结与展望

本文中，本院教学组阐述了在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下，探索将口腔黏膜病学课程转移到线上教学

模式下的教学效果，探讨了口腔黏膜病学线上教学

的新机遇、存在问题及解决对策。2003年，北京师范

大学的教育学者提出了混合式教学的理念。混合

式教学是将线上和线下教学结合起来的一种教学模

式［10］，在这一模式中，教师由主导型角色转换为指

导和引导的角色，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与参与感增强，

因而可培养学生更高的创新性和积极性。因为混合

式教学具有高效、灵活、便捷等优点［13］，已有多名学

者的研究支持了混合式教学，并且在实践过程中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显著的提高了教学质量［14⁃15］。

由于所采取的口腔黏膜病学实时线上教学和

传统的课堂教学均具有一定优缺点，未来教学过程

中，学院可能采用线上结合线下的混合教学模式。

这种模式下，在线教学的便捷性可保证教学时师生

间的及时沟通交流和研究前沿讲授，线下课堂和临

床一线教学可使学生更形象充分地理解知识点，将

二者有机地结合，对于医学课程的教学质量提升具

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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