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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心理学课程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应用探讨

●陈　芸　唐　晋　刘家僖

　　

[摘要]医学心理学属于医学和心理学的交叉学科,具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双重属性,是基础和临床应用综

合学科.本文探讨了医学心理学课程中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应用及其效果.结果显示,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在积极活动定向(高兴)学业情绪、积极结果定向(成就感)学业情绪、课堂投入度、课堂满意度、学习目标完

成、学习成绩方面的得分均高于传统讲授法教学模式;在消极活动定向(厌倦)学业情绪和消极结果定向(焦

虑)学业情绪上的得分均低于传统讲授法教学模式.笔者认为,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相关课程中具有推广应

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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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
学心理学课程是医学专业的专业限选课程，其学习

目标包括促进医学生尽快适应现代医疗从“生物医

疗模式”到“生物—心理—社会医疗模式”的转变，塑造其

与医学发展需求相匹配的健康观、疾病观和医学观。 目

前，在医学心理学课程传统讲授法模式中，存在学生学习的

参与程度不高、实践技能不高、学习效果不佳等问题。 本

文尝试将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应用于医学心理学课程教学，期

望能探索医学教育教学改革新路径。

翻转课堂(FlippedClassroom)又称颠倒课堂，是一种将

知识的记忆与理解放在课前，将知识的分析、应用及能力和

情感态度目标实现放到课中，将知识巩固与拓展运用放到课

后，利用线下课堂时间实现深层次、高质量学习的教学模

式。 通过在医学心理学课程教学中运用翻转课堂模式，将

课前、课中、课后有机结合，力图实现教师主导，尊重学生

主体，师生协作，生生互动，为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

养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创造有利条件。

翻转课堂测试

(一)被试对象

本文选取某高校２０１９级临床医学专业３班、４班共１００
名学生为被试对象，每班各５０人，３班为实验组，４班为对

照组。 两组均使用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规划教材、全

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第１０版，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医学心理学》，由同一位教师授课。 两组学生在年龄、性

别、生源地上均无明显差异。

(二)测试方法

笔者运用实验法、测量法开展研究，通过将翻转课堂教

学模式应用于医学心理学教学实践，并将其效果与传统讲授

法教学模式进行比较。 采用单因素两水平实验设计，自变

量为组别，有实验组和对照组两个水平，因变量为量表得分

和学习成绩。

１．实验组

实验组采用医学心理学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进行教学，具

体教学方法如下。

(１)课前准备阶段。 在正式授课前２周，教师将课程教

学大纲、课程教学设计、PPT、教学视频、科普动画等学习

资料推送至“学习通”课程平台，请学生按照教学周历表提

前在线自主学习。 首先，教师强调教学的知识、能力、情

感态度目标；其次，用案例导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

学生尝试初步解决案例中的现实问题，使学生进入学习准备

状态；最后，学生通过教学视频学习知识，记忆并理解所学

知识，再次尝试用教学视频中的知识解决案例中的现实问

题。 期间，教师将学生分为１０人/组，学生以组为单位交

流讨论学习中遇到的问题或重点关注的问题，教师引导、关

注并记录，以便在之后的教学中突出重点，突破难点。

(２)课中学习阶段。 通过回顾教学视频内容、分小组展

示案例问题解决结果、围绕教学视频内容开展章节测试等来

加深学生的知识学习，使学生能够完成知识学习目标；通过

创设心理情境、解决拓展问题等活动来达成能力和情感态度

目标；通过归纳总结、引导学生反思等来完成学习目标。

(３)课后提升阶段。 教师通过“学习通”课程平台给学

生推送医学心理学临床案例，引导学生分析病因、认清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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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熟悉疗法、关注医学人文精神等，并及时进行点评和讲

解，巩固知识点，促使学生逐步适应“生物—心理—社会”

医学模式。

２．对照组

对照组采用医学心理学传统课堂教学模式进行教学，要

求学生课前预习，课中教师主要使用讲授法传授知识，课后

给学生布置医学心理学临床案例相关作业。

(三)评价考核

１．量表考核

(１)大学生学业情绪问卷。 大学生学业情绪问卷由徐先

彩和龚少英编制，其目的是测量大学生与学业相关的各种情

绪，如积极活动定向(高兴、轻松、自主)、积极结果定向(成

就感)、消极活动定向(厌倦、不满、烦躁)、消极结果定向

(羞愧、焦虑、沮丧)４个学业情绪分量表。 一共５０个项

目，每个项目按１~５五级计分，计算不同维度的累加分，

分值越高说明该类情绪体验越强。 本文在４个分量表里各

选１类情绪为代表测量大学生的学业情绪，如高兴、成就

感、厌倦、焦虑４类。

(２)课堂反馈自评量表。 课堂反馈自评量表是樊富珉

“团体成员主观评估量表”中的一部分，主要测量被试者在

课程中对自身投入度、满意度、学习目标完成三个维度的评

价，一共１１个项目，前１０个分值范围为－５到＋５，最后１
个项目为开放题(本文未选用)，分维度计分，各维度项目分

数相加后除以项目数。

２．课程成绩

采用过程性评价(６０％)加终结性评价(４０％)相结合来考

核学生学习效果。 过程性评价包括课前预习(３０％)、课堂

表现(４０％)、课 后 作 业 (３０％)；终 结 性 评 价 为 开 卷 纸 质

考试。

(四)统计方法

使用数据统计分析软件SPSS２６．０对实验组和对照组的

量表及学习成绩得分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是一种比较两组

平均数的差异是否显著的统计方法)，比较两组平均数的

差异。

翻转课堂测试结果

(一)实验组和对照组各量表得分比较

通过 “问 卷 星” 发 放 和 回 收 问 卷 １００ 份， 有 效 率

１００％。 结果显示，两组学生在大学生学业情绪问卷的４个

分量表得分上存在明显差异(p＜０．０５)，实验组的积极活动

定向(高兴)和积极结果定向(成就感)得分均高于对照组。

实验组的消极活动定向(厌倦)和消极结果定向(焦虑)得分均

低于对照组。 表１和表２中，t表示进行检验的一个统计

量，p 表示两组样本之间的差异是否显著，“M±SD”表示

“平均数±标准差”。

两组学生在课堂反馈自评量表的３个分维度上得分存在

明显差异(p＜０．００１)，实验组的课堂投入度、课堂满意度和

学习目标完成维度的得分均高于对照组(见表１)。

表１　实验组和对照组各量表得分比较(M±SD)

维度 实验组 对照组 t p
高兴 １９．３８±４．０１ １６．５２±２．５４ ４．２６ ０．０００

成就感 ２６．８２±５．６２ ２４．０４±４．０９ ２．８３ ０．００６

厌倦 １１．５８±４．０９ １４．６０±２．８２ －４．２９ ０．０００

焦虑 １０．３６±３．５２ １１．６０±２．３６ －２．０７ ０．０４１

课堂投入度 ３．８７±０．９９ ２．７１±１．４７ ４．６５ ０．０００

课堂满意度 ４．２３±０．９９ ３．３３±１．３３ ３．８４ ０．０００

学习目标完成 ３．９５±１．００ ２．８７±１．３５ ４．５９ ０．０００

　　(二)实验组和对照组学习成绩比较

结果显示，两组学生在学习成绩上存在明显差异(p＜

０．００１)，实验组的过程性评价、终结性评价及综合成绩均高

于对照组(见表２)。

表２　实验组和对照组学习成绩比较(M±SD)

维度 实验组 对照组 t p
过程性评价成绩 ９４．２４±５．９５ ８８．０９±８．８５ ４．０８ ０．０００

终结性评价成绩 ９３．６８±８．６４ ８４．５２±７．９９ ５．５０ ０．０００

综合成绩 ９４．０１±４．７３ ８６．６６±７．０７ ６．１１ ０．０００

讨论

(一)医学心理学课程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以教师讲授、学生被动接受知识为

主，存在课堂互动较少、学习气氛沉闷、学生学习动力不

足、学习效果不佳等问题。 本科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发

展，对专业培养和素质教育融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逐步形

成了知识、能力、素质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 医学心

理学课程需要加快适应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加强对医学生

的自主学习能力、实践创新能力及医学人文素养的培养，这

些更高难度、更深层次目标的实现，迫切要求作为人才培养

重要载体的课堂教学的创新与改革。

(二)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对医学生学业情绪的影响

通过教学实践发现，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可以改善医学生

对医学心理学课程的学业相关情绪，具体表现为提升学生学

业积极情绪(高兴、成就感)，降低其学业消极情绪(厌倦、焦

虑)，学生在情绪情感目标完成上有比较明显的优势。 积极

情绪的提升为课堂教学的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情绪基础，有利

于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和学习积极性。 这说明在翻转课堂教

学模式下，医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积极完成学习任务，主动适

应学习情境，促进了自身学业积极情绪的产生。 这种积极

情绪又会进一步提升学生的课程学习投入度，进而提升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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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成绩。 课程投入度和学习成绩的提升在实验组医学

生身上都得到了展现。

(三)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对医学生课堂反馈的影响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对医学生的医学心理学课堂反馈有明

显影响，明显提高了学生的课堂投入度、满意度和学习目标

完成度。 有积极情绪作为基础，医学生更愿意在课堂中投

入更多时间和精力，也更乐于分享学习心得和参与专题讨

论，提升了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增进了师生之间的交

流。 通过课前、课中、课后环环相扣，提高了学生学习知

识的效率，加强了学生对知识理解的深度，拓宽了学生知识

应用的广度。 学生在评价自身学习状态时，因其全身心投

入、体验和感悟，其满意度也得到了相应的提升，学习目标

完成度也随之提高。 这说明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促进了学生

主动学习，改变了传统讲授法教学模式下学生被动接受知识

的状态，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动机，给

了学生更多的时间和空间让其自定步调探索学习，体现了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 同时，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也促使教师从传统的讲授者，转变为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和引

导者。

(四)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对医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有利于提升医学生的医学心理学课程

的学习成绩，实验组在过程性评价、终结性评价及综合成绩

中的得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实验组医学生在基础知识理

解、课堂教学互动、案例分析讨论、拓展问题解决等方面都

具有明显的优势，课堂表现整体优于对照组。 这说明翻转

课堂教学模式相对于传统讲授模式对医学生学习成绩的提高

有比较明显的作用，教育教学改革中对翻转课堂的提倡得到

了进一步的实践支持。

(五)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从医学心理学课堂反馈自评量表及学习成绩来看，翻转

课堂教学模式是整体优于传统讲授为主的课堂教学模式的。

但也发现学业情绪问卷的标准差上存在实验组明显大于对照

组的情况，说明实验组同学对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应用的感受

存在较大的内部差异。 笔者进一步检查量表数据和学生学

习成绩，并配合结课访谈发现，实验组有几位同学学习积极

性不高，不愿意主动学习，认为教学改革给他们增加了负

担，挤占了课余时间，从而产生了抵触心理。 针对这一现

实情况，教师在今后的改革实践中需要进行综合考虑，并设

法来平衡或削弱这些因素的不良影响。

结束语

综上所述，医学心理学课程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提升了

医学生的学业积极情绪，增强了其课堂投入度、满意度和学

习目标完成度，提高了其学习成绩。 学生对翻转课堂教学

模式认同度较高、评价较为正面，取得了优于传统教学模式

的教学效果，具有在相关课程中推广应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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