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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xplore the preliminary effects of the flipped classroom in medical physics teaching. 

The students were from two undergraduate classes of the Grade 2015 in Hubei University of 

Medicine as research object. The one class is considered as an experimental group, another class for 

the control group. The teaching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was compared and analyzed. The overall 

theoretical level and practical ability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It is practicable to apply flip classroom to medical physics teaching. The flip 

classroom meets the students’ personalized learning,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students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of teachers. Flip classroom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basic 

teaching reform and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of local medical college under new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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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究翻转课堂在医学物理学教学中的初步教学效果。选取湖北医药学院 2015 级临床医学专业两个本科班作为研

究对象。一个本科班作为实验组，另一个本科班为对照组。对两组教学效果进行对比分析。实验组的整体理论水平和动手能

力明显高于对照组。将翻转课堂应用于医学物理学教学中切实可行。翻转课堂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提高教师教学效果。翻转课堂有利于推动新形势下地方医学院校基础教学改革和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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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代社会医学模式对医学服务提出新的挑战，这要求未来的医学人才不仅要具有创新的医学实践能

力，还要具备深厚的物理知识。 医学物理学是把物理学原理和方法应用于医学研究与临床实践中的一门

交叉学科。医学物理学为培养全方位高水平的应用型医学人才提供了丰富的物理学知识
[1]
。 

随着时代发展与科技进步，高等教育要求教学理念和方式不断创新。传统的单向知识传输教学、学生

被动学习的教学模式多被病诟。如何改进医学物理课程教学，是医学院校教师们不断努力思考和亟待解决

的问题。近年来，有研究者介绍了国内外《医学物理学》教学现状，同时还为学科发展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和建议
[2-3]

。也有研究者探索出了许多新的教学模式（例如：案例式、探究式、讨论式、窗口式、目标型、

任务型、开放型、双向互动型、非线性、PBL、STS、双语等）在物理教学中的实践与应用
[4-5]

。还有研究者

将一些现代技术（例如：Internet、Flash、Matlab、AutoCAD、Solidworks、Origin等）融入到物理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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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这些方法和技术对提高物理教学效果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广泛普及，教学形式已

不再局限于课堂教学。在“互联网+”的浪潮下，翻转课堂在高等教育教学中的应用已炙手可热
[6]
。我国北

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许多知名大学都已开始实施基于翻转课堂的教育教学创新。

翻转课堂让学生充满了兴趣并愿意去亲身体验。新的教学模式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调动学生学习

的积极性，提高学生自主探究能力，培养医学生的理科思维。随着翻转课堂的推广，也将促进教师教学、

管理、设计能力的发展，教学理念、方法、手段的转变，专业、非专业知识的更新，实现教师为主导，学

生为主体的课堂教学格局，推动课程的教育创新升级
[7]
。 

1 传统的医学物理教学模式分析 

传统的物理教学模式以教师、书本、课堂为中心，教学方法单一。高校招生数量急剧增长，学生基础

参差不齐，教学资源出现相对短缺。传统的教学方法使得物理课堂变得比较枯燥乏味且需要大量的记忆和

思考，大多数同学对此不感兴趣，个别学生课堂上睡觉或玩移动终端，学生学习热情低、参与度低、学习

效率低，应付考试，凑学分等问题尤为突出。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部分医学生认为自己非物理专

业，对物理学的作用不够重视，缺乏学习动力；第二，学生接受以往灌输式学习，不愿意变被动学习为主

动性学习；第三，部分学生未能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第四，医学物理学课程学分相对较高，迫于学分的

压力而选择重修本课程。 

2 翻转课堂在医学物理中的教学实践 

为了更好的解决以上题，改善传统教学的窘迫局面，故采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对医学物理学课程进行

改革和探究。基于校课程中心网络平台和学科网站，探索翻转课堂应用于《医学物理学》教学。对《医学

物理学》教材中的教学内容进行整合，以专题为模块开展翻转课堂。选择 2015 级临床专业两个班级进行

教学“试点”，以甲班作为试验样本，乙班作为对照样本，比较两种教学模式的教学效果。 

2.1 教学内容整合 

认真研究医学生的培养目标与课程的教学目标，并结合以往教学实践经验，对医学物理学中与医学关

系密切的教学内容进行整合，将表 1中的内容作为翻转课堂的试点。表 1中选择的内容既高度“浓缩”了

课程的重点，提高了课程的教学质量
[8-9]

，又为学生后续的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了理论基础。翻转课堂一般

在一个学期的中后期开展，教学模式的转换，以学生为中心，最大限度集中学生注意力，提升学生课堂自

信心，让学生获得“新鲜感”的同时汲取更多的医用物理学知识，让学生能够学以致用。 

表 1 医学物理学翻转课堂教学内容设计 

章节名称            讲授内容 教学策略              学生活动 

力学基础       骨的力学性质探究  图片展示骨的受力   观看并试运用力学知识进行受力分析 

声 波         超声波的生物医学效应        三维动态超声视频  观看并思考超声波的原理、作用 

流体的运动     流体力学在血管壁生理中的应用 

分子动理论    肺表面活性物质在呼吸过程中的作用 

热力学基础     在人体热力学中基础代谢率对疾病诊断的意义 

电场与电流      RC 电路及其在神经传导中的应用 

磁场与电磁感应  心、脑、肺磁图在临床诊断中的应用 

引入颈动脉狭窄案例 观看并思考其中的物理思想 

动画展示分子运动   观看并思考其中的物理过程 

以问题引导学习     思考物理原理在医学中的应用 

图片展示 RC 电路    观看并体会其中的物理方法 

图片展示心、脑、肺   思考利用物理知 

磁图                 识为医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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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选择 2015 级临床医学专业中的两个本科班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开展翻转课堂教学的一个班为

实验组（甲班），实施传统教学的另一个班为对照组（乙班）。甲班中的 48名学生进行分组，分 8个小组，

每组 6人。乙班学生人数为 51人。甲班学生可根据表 1中的内容，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模块进行自主学习，

但保证表 1中的专题均被选择。学生可利用校内课程网站中心的资源以及网络资源进行线上学习，也可利

用学校图书资源进行线下学习。其次，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自主学习，时间为两个星期，学习完成后用

2个学时来开展 10～15分钟的学习汇报，交流学习成果。学生要跟所讲授内容自主制作 PPT课件，自我组

织课堂，精心设计问题，巧妙设计板书，自行组织试讲。教师正式上课时，从小组成员中任意指定一名同

学作为代表，讲授所选专题。学生在讲授的过程中，教师要做好记录。老师和学生的角色进行互换，由学

生主宰课堂。讲授者与老师、同学进行交流互动，从而拓展学生知识的深度和广度。学生在自主学习的过

程中教师要为学生获取与利用资源、处理信息与应用理论知识提供帮助。为了让学生更好进行个性化自主

学习，教研室的 5位医学物理学课程主讲教师已将部分基础理论的教学视频上传至学校课程网站中心，课

程网站中心也有外校优秀开放教学资源的链接网址。教师转化为学生学习的指导者与助推者。最后，每一

名小组代表讲授完成后，教师针对每一位学生所讲授的内容进行查缺补漏，锦上添花。 

学生代表是随机选取的，即要求小组的每一个成员认真地去学习、观察、分析、思考问题，进行独立

探索，独立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完成知识内化。这一举措可避免某些同学不劳而获、不假思索。他们在

探索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不能独立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他们与小组的其他成员进行合作学习。通过对话、

商讨、争论进行思维的碰撞出智慧的“火花”。在合作学习过程中有益于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与团队精神。

在观点相佐时的问题解决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包容能力与批判思维。在 PPT课件的制作过程中可以培养学生

的动手能力与创新能力。 

2.3 教师点评与小结 

学生在进行学习汇报时，邀请同行的高、中、初级职称的教师参与点评。学生讲解的过程中，教师要

善于捕捉学生讲授精彩的地方，同时也要详实地记录学生讲解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忽略的重点知识。教师

点评时先对学生展现的优点进行表扬，以鼓励学生继续努力，激发学生学习热情，提高学生自信心和成就

感。然后对学生讲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予以纠正。对学生讲授中难点知识讲解不透彻的地方进行补充。对

学生讲授知识点的过渡不自然和衔接不紧密的地方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鼓励学生在讲授时多与其他同学

进行互动交流。对学生讲课中重点不突出的地方进行强调。总之，一切以提高学生能力和知识水平为目标，

促进学生的发展。 

所有小组讲授完成之后，教师应对本节课每一个小组所讲授内容总结出重点知识。帮助学生理清思路，

把握要点，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教师在后续教学中要通过随机抽查的方式检测学生对翻转课堂中知识的

掌握情况，同时要求学生能够将翻转课堂中掌握的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还要对其他小组代表讲授中存在

的问题进行分析，并能够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即有利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 翻转课堂教学实践的效果评价[10] 

在 2015 级临床医学专业甲班的医学物理学教学中，开展了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实践。在实践过程中

学生充满兴趣，积极参与，认真准备，认真思考，愿意亲身体验。翻转课堂结束后随机抽取甲班各个分组

中的 1～2名学生，对抽取的 12名学生进行约谈。学生对医学物理学中开展翻转课堂的教学方法表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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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支持。他们对于翻转课堂的教学持有以下的观点：一、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二、能够活跃课堂氛

围；三、提高学生参与度及课堂积极性；四、提高学生上课的注意力；五、实现学生研究性学习与个性化

自主学习；六、提升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七、提高已掌握知识的运用；八、提高信息资源的利用；九、

加强师生、生生互动与交流；十、增强物理与医学的学科关联性。然而随机抽取乙班 12名学生进行面谈，

他们对于传统教学的效果并不是特别满意。 

在翻转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未直接参与每个专题的讲授，但教师要对每一个小组的教学设计和试讲

给予指导。通过这一过程可增进师生友谊，加强师生交流，还有利于提升学生的理论联系实际、分析解决

问题、归纳总结、批判性思维、创新思维、团队合作、沟通表达等能力，使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拓展。  

翻转课堂教学效果最直接的反映为甲乙两个班的考试成绩的对比。明显可见，实验组的理论、实验考

试成绩均比对照组的成绩高，对比差异满足统计学规律（P0.001）。见表 2。 

表 2 实验组与对照组期末成绩的对比 

组名称         学生人数 理论考试成绩（分）   实验考试成绩（分） 

实验组            48  85.857.51              96.356.35 

对照组            51 80.125.43              93.313.52 

t 4.11                   5.67 

P 0.001                0.001 

4 总结 

翻转课堂促进了教师角色、教学环节、教学管理、学习方式、评价机制等的转变，其在医学物理学教

学中的应用是一项全新的探索。翻转课堂在提高学生成绩、提升教学效果、拓展学生综合能力等方面都有

不可估量的作用。通过与传统课堂进行对比结果表明翻转课堂在医学物理学课程中实施具有一定的可行

性。为了不断提高翻转课堂的教学效果，不断利用校内外各种有利资源和现代教育技术升级课堂教学是必

不可少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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