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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评价基于“ＨＯＰＥ”教学理念的多模式教学在眼视光
接触镜教学中的应用效果ꎮ
方法:前瞻性研究ꎮ 纳入南京医科大学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学年眼
视光学本科专业学生 ８０ 人(２ 个班级)进行接触镜学授
课ꎬ随机将其中一个班级(共 ４０ 人ꎬ其中男 １８ 人ꎬ女 ２２
人)分为试验教学组ꎬ采用基于“ＨＯＰＥ”理念的翻转课堂、
以问题为基础教学法(ＰＢＬ)、以案例为基础教学法(ＣＢＬ)
等多模式教学ꎬ另一个班级(共 ４０ 人ꎬ其中男 １９ 人ꎬ女 ２１
人)分为对照教学组ꎬ采用传统幻灯及口头讲授模式教
学ꎮ 通过平时考核、网络考核、理论考核、操作考核等形成
性评价及学生问卷调查评估两种教学方法的教学效果ꎮ
结果:平时考核成绩比较ꎬ试验教学组 １６.４６±２.１９ 分高于
对照教学组 １３.８１±２.９５ 分( ｔ ＝ ６.３６ꎬＰ<０.０１)ꎻ网络考核成
绩比较ꎬ试验教学组 ９.３７±１.５７ 分高于对照教学组 ７.２１±
１.４６分( ｔ ＝ ４.３９ꎬＰ ＝ ０.０１)ꎻ理论考核成绩比较ꎬ试验教学
组 ４０.４１±３.４８ 分高于对照教学组 ３６.２９±３.３４ 分( ｔ ＝ ９.２５ꎬ
Ｐ<０.０１)ꎻ操作考核成绩比较ꎬ试验教学组成绩 １８.２２±２.６９
分高于对照教学组 １６.２８±２.５２ 分( ｔ＝ ３.２５ꎬＰ＝ ０.０２)ꎻ总成
绩比较ꎬ试验教学组总成绩 ８４.４６±５.２６ 分高于对照教学
组总成绩 ７３.６９±６.３５ 分( ｔ ＝ １１.２６ꎬＰ<０.０１)ꎮ 接触镜教学
效果反馈问卷结果显示:学生对基于“ＨＯＰＥ”教学理念的
多模式教学的满意度较高ꎬ认为在调动学习主动性、提高
学习效率、培养临床思维能力、提高沟通表达能力等方面
较传统教学组均有明显优势(均 Ｐ<０.０５)ꎮ
结论:基于“ＨＯＰＥ”理念的翻转课堂、ＰＢＬ 及 ＣＢＬ 等多模
式教学方法能够提高眼视光本科学生接触镜学综合学习
成绩ꎬ同时提高学生学习主动性ꎬ增强学生参与感、获得
感ꎬ促进学生全面发展ꎮ
关键词:“ＨＯＰＥ”理念ꎻ翻转课堂ꎻ以问题为基础教学法ꎻ
以案例为基础教学法ꎻ接触镜学ꎻ教学效果
ＤＯＩ:１０.３９８０ / 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５１２３.２０２２.１.２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 － ｍｏｄ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ｓｔｅｅｒｅｄ ｂｙ“ＨＯＰ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ｌｅｎｓ

Ｚｈｉ－Ｐｅｎｇ Ｙａｎꎬ Ｋｅ－Ｒａｎ Ｌｉꎬ Ｗｅｉ－Ｈｏｎｇ Ｓｈａｎｇ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ｏ.８１３００８５９)ꎻ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Ｎｏ.２０２１－ＡＦＣＥＣ－５６７)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Ｅｙｅ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ꎬ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２９ꎬ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ｔｏ:Ｗｅｉ－Ｈｏｎｇ Ｓｈａｎｇ.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Ｅｙｅ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ꎬ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２９ꎬ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Ｃｈｉｎａ.
ｓｗｈｏｎｇ９２１＠ １６３.ｃｏｍ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２０２１－０８－１８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２０２１－１１－２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ＡＩＭ: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 － ｍｏｄ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ｓｔｅｅｒｅｄ ｂｙ “ＨＯＰ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ｌｅｎ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Ｔｗｏ ｃｌａｓｓｅｓ ( ｔｏｔａｌｌｙ ８０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ｆ ２０１８ ｇｒａｄｅ ｍａｊｏｒ ｉｎ ｏｐｔｏｍｅｔｒｙꎬ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ｗｅｒｅ ｒａｎｄｏｍｌｙ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 (４０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ꎬ １８ ｍａｌｅｓꎬ ２２ ｆｅｍａｌ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 － ｍｏｄ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 － 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ꎬ ｃａｓｅ － 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ｌｉｐｐｅｄ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ꎬ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 ４０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ꎬ １９ ｍａｌｅｓꎬ ２１ ｆｅｍａｌ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ｏｄｅ.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ꎬ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ｗｅｒ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ｂｙ ｕｓｕ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ꎬ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ｅｓｔꎬ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ａｎｄ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ｒｅｓｕｌｔ ａｔ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ｔｉｍｅｓ: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 ( １６. ４６ ± ２. １９) ｐｏｉｎｔｓ ｗ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 １３. ８１ ± ２. ９５) ｐｏｉｎｔｓ ( ｔ ＝
６.３６ꎬ Ｐ<０.０１)ꎻ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 (９.３７±１.５７) ｐｏｉｎｔｓ ｗ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 ７.２１± １. ４６) ｐｏｉｎｔｓ ( ｔ ＝ ４. ３９ꎬ Ｐ ＝ ０. ０１)ꎻ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ｒｅｓｕｌｔ: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 ( ４０. ４１ ± ３. ４８) ｐｏｉｎｔｓ ｗ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 ３６. ２９ ± ３. ３４) ｐｏｉｎｔｓ ( ｔ ＝ ９. ２５ꎬ Ｐ < ０.０１ )ꎻ Ｔｈ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 ( １８. ２２ ± ２. ６９) ｗ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１６.２８±２.５２) ( ｔ＝ ３.２５ꎬ Ｐ＝ ０.０２)ꎻ Ｔｏｔａｌ ｇｒａｄｅ: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 ( ８４. ４６ ± ５. ２６) ｗ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７３.６９±６.３５) ( ｔ＝ １１.２６ꎬＰ<０.０１) .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ｌｅｎｓ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ＨＯＰ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ｏｄｅ ｗｅｒｅ ｍｏｒｅ 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 ｔｈａ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ꎬ 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ｔｈｉｎｋ ｉｔ ｈａｄ ｍｏｒ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ｔｈａ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ｉ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ꎬ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ｌｌ Ｐ<０.０５) .

９０１

Ｉｎｔ Ｅｙｅ Ｓｃｉꎬ Ｖｏｌ.２２ꎬ Ｎｏ.１ Ｊａｎ. ２０２２　 　 ｈｔｔｐ: / / ｉｅｓ.ｉｊｏ.ｃｎ
Ｔｅｌ:０２９￣８２２４５１７２　 ８５２６３９４０　 Ｅｍａｉｌ:ＩＪＯ.２０００＠１６３.ｃｏｍ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Ｍｕｌｔｉ － ｍｏｄ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 ＰＢＬꎬ ＣＢＬ ａｎｄ
ｆｌｉｐｐｅｄ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 ) ｓｔｅｅｒｅｄ ｂｙ “ ＨＯＰＥ ” ｉｎ ｔｈ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ｌｅｎｓ ｃａｎ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ｉｎ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ꎬ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 ＨＯＰＥ ”ꎻ ｆｌｉｐｐｅｄ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ꎻ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ꎻ ｃａｓｅ 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ꎻ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ｌｅｎｓꎻ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Ｙａｎ ＺＰꎬ Ｌｉ ＫＲꎬ Ｓｈａｎｇ ＷＨ.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ｍｏｄ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ｓｔｅｅｒｅｄ ｂｙ “ＨＯＰ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ｌｅｎｓ.
Ｇｕｏｊｉ Ｙａｎｋｅ Ｚａｚｈｉ( Ｉｎｔ Ｅｙｅ Ｓｃｉ) ２０２２ꎻ２２(１):１０９－１１１

０引言
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ꎬ人们对眼健康的需求越来越

高ꎬ接触镜作为眼视光诊疗中重要的医疗工具ꎬ在当代社
会越来越受到重视ꎬ尤其是面对我国近视高发病率、低龄
化的现状ꎬ角膜塑形镜等在临床近视控制中得到广泛应
用ꎮ 因此ꎬ接触镜学在眼视光专业课教学中的重要性显得
尤为突出[１]ꎮ 接触镜学课程融合了应用光学、生理光学与
眼球解剖生理等相关内容ꎬ需要更直观的学习与理解ꎬ且
实践性要求高ꎬ而传统课堂教学方法难以进行直观教学ꎬ
学生缺乏感性认识ꎬ被动的记忆大量抽象的理论知识ꎬ不
容易将理论知识与临床实际相结合[２]ꎮ 同时ꎬ在接触镜学
的传统教学中ꎬ主要以教师为中心ꎬ单一的课堂讲授模式、
灌输式的教学方法难以让学生产生学习兴趣ꎬ较低的学习
积极性使学习效果明显降低ꎮ 因此如何在有限的课时内
引起学生对接触镜学的兴趣ꎬ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ꎬ提
高教与学的效率ꎬ使学生较好掌握接触镜学知识和临床技
能ꎬ为深入学习和临床工作奠定基础ꎬ是接触镜学临床教
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思考和改进的问题ꎮ

南京医科大学在教学上始终坚持“ＨＯＰＥ”理念ꎬ即人
文导向(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结果导向(ｏｕｔｃｏｍｅ /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问题导向 ( ｐｒｏｂｌｅｍ)、实践导向 (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和循证导向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ꎬ强调启发、互动式教学模式ꎬ旨在培养优秀、
全面的现代医学人才ꎮ 因此ꎬ本教研室为提高眼视光专业
教学质量ꎬ以接触镜学为例ꎬ开展了基于“ＨＯＰＥ”理念的
多模式教学ꎬ结果如下ꎮ
１对象和方法
１.１对象　 采用前瞻性研究ꎮ 将南京医科大学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学年眼视光学本科专业学生 ８０ 人(２ 个班级)纳入研究ꎬ
在接触镜学教学过程中ꎬ随机抽取其中某一班级作为试验
教学组ꎬ共 ４０ 人ꎬ其中男 １８ 人ꎬ女 ２２ 人ꎬ平均年龄 ２０.３±０.８
岁ꎬ入学成绩 ３５６.４±８.４ 分ꎻ另一班级为对照教学组ꎬ采用传
统模式教学ꎬ共 ４０ 人ꎬ其中男 １９ 人ꎬ女 ２１ 人ꎬ平均年龄
２０.６±１.０ 岁ꎬ入学成绩 ３５９.２±９.１ 分ꎮ 两组学生在性别、年
龄、入学成绩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试验教
学组采用基于“ＨＯＰＥ”教学理念的以问题为基础教学法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ꎬ ＰＢＬ)、以案例为基础教学法(ｃａｓｅ
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ꎬ ＣＢＬ)及翻转课堂等联合教学模式进行授
课ꎬ对照教学组采取传统幻灯及口头讲授模式ꎬ授课过程
均由同一位经过“ＨＯＰＥ”教学培训的教师完成ꎮ 本研究
经南京医科大学附属眼科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ꎮ
１.２方法
１.２.１试验教学组教学实施 　 教师选取了«接触镜学»全
部理论课进行教学改革ꎬ共 ３０ 学时ꎬ教学过程包括课前准
备、课上互动、案例、问题引导等ꎮ (１)课前准备:班级内
组织成立学习小组ꎬ４~６ 位学生为一个小组ꎮ 课前各小组
查找角膜接触镜相关资料ꎬ通过不同途径获知相关知识ꎬ
如目前市场上软性隐形眼镜配戴现状、塑形镜验配效果等

报道资料和学术文献ꎬ以小组为单位制作幻灯ꎬ课上进行
展示ꎬ其他学生参与讨论ꎬ为知识的学习做好铺垫及引导ꎮ
(２)课堂设计:１)教师将教学内容通过问题形式串联ꎬ以
ＰＢＬ 模式引导学生思考ꎬ自主挖掘知识点ꎬ学生提问讨论ꎬ
由教师总结ꎬ对重点、难点知识进行深入的讲解ꎻ２)课后
以小组为单位将课下学习和讨论的结果以幻灯的形式在
下一次课上分享ꎬ其他学生补充、讨论、辩论等ꎻ３)在讲授
接触镜验配流程等内容时ꎬ采用 ＣＢＬ 形式ꎬ以临床患者验
配经历为线索ꎬ让学生体验实际验配过程ꎬ掌握其主要流
程ꎬ并发散思维ꎬ找到知识网络的交汇点ꎬ构建完整的知识
框架体系ꎻ４)抽取部分课时ꎬ通过翻转课堂的形式ꎬ鼓励
学生站上讲台ꎬ阐述自己所学所感ꎬ自主整理知识点ꎬ教师
进行总结ꎬ增强学生获得感和被认同感ꎮ
１.２.２对照教学组教学实施 　 教师选取了«接触镜学»全
部理论课进行教学ꎬ共 ３０ 学时ꎬ教学过程包括课前准备、
课上讲授等ꎮ (１)课前准备:教师提醒学生进行自主课前
预习ꎬ并组织成立学习小组ꎬ每组 ４ ~ ６ 人ꎻ(２)课堂设计:
课堂主要由教师通过幻灯讲授ꎬ课上提问及分小组讨论ꎬ
布置线上作业ꎮ 为保证教学公平ꎬ两组授课中涉及的案例
等内容确保相同ꎬ另外ꎬ每次课后对对照组学生进行额外
的答疑等安排ꎮ
１.２.３教学效果及评价方法 　 (１)教学考核:综合成绩由
过程性评价与形成性评价组成ꎬ主要包括平时考核
(２０％)、网络考核(１０％)、理论考核(５０％)及操作考核
(２０％)ꎮ 平时考核包括课堂表现(课堂呈现、团队协作
等)、综述成绩等ꎻ网络考核为每次课后限时的线上习题
测验ꎻ理论考核为期末闭卷笔试ꎬ由非授课教师组成的命
题小组从学系专设题库中随机抽取生成ꎻ操作考核为期末
阶段集中现场从操作考试题库中抽题进行相关操作演示ꎬ
由两位专业课教师根据操作考核表进行打分ꎬ取平均分作
为最终操作成绩ꎮ (２)学生对课程满意度调查:通过问卷
形式对学生满意度进行评估ꎬ内容包括学生是否对教学形
式满意、是否提高学习主动性、学习效率、临床思维能力培
养、沟通表达能力、信息检索能力等ꎬ统计每项问题中选择
“是”的人数ꎬ并计算其占该组总人数的比例ꎮ 课程结束
时共发放问卷表 ８０ 份ꎬ收回有效表 ８０ 份ꎮ

统计学方法: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２.０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ꎬ计
数资料以人(％)表示ꎬ计量资料以 ｘ±ｓ 表示ꎬ两组学生考
核成绩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ꎬ学生对课程的评价的
比较采用卡方检验ꎬ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结果
２.１两组教学成绩比较分析　 平时考核成绩比较ꎬ试验教
学组 １６.４６±２.１９ 分高于对照教学组 １３.８１±２.９５ 分ꎬ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ｔ ＝ ６.３６ꎬＰ<０.０１)ꎻ网络考核成绩比较ꎬ试
验教学组 ９.３７±１.５７ 分高于对照教学组 ７.２１±１.４６ 分ꎬ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 ４.３９ꎬＰ ＝ ０.０１)ꎻ理论考核成绩比较ꎬ
试验教学组 ４０.４１±３.４８ 分高于对照教学组 ３６.２９±３.３４
分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 ９.２５ꎬＰ<０.０１)ꎻ操作考核成绩
比较ꎬ试验教学组成绩 １８. ２２ ± ２. ６９ 分高于对照教学组
１６.２８±２.５２ 分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 ３.２５ꎬＰ ＝ ０.０２)ꎻ总
成绩比较ꎬ试验教学组总成绩 ８４.４６±５.２６ 分高于对照教
学组总成绩 ７３.６９±６.３５ 分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 １１.２６ꎬ
Ｐ<０.０１)ꎮ
２.２ 两组教学效果反馈结果比较分析 　 对学生进行教学
效果反馈问卷调查显示:学生对基于“ＨＯＰＥ”教学理念的
多模式教学的满意度较高ꎬ认为在调动学习主动性、提高
学习效率、培养临床思维能力、提高沟通表达能力等方面
均有明显优势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见表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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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两组教学反馈结果的比较 人(％)

组别 人数
教学方法
满意度

提高学习
主动性

提高学习
效率

培养临床
思维能力

提高沟通
表达能力

提高信息
检索能力

试验教学组 ４０ ３７(９３) ３５(８８) ３６(９０) ３０(７５) ３５(８８) ３４(８５)
对照教学组 ４０ ２６(６５) ２３(５８) ２７(６８) ２０(５０) １７(４３) ２４(６０)

　 　 　 　 　 　 　 　
χ２ ４.４９ ７.０９ ５.３８ ６.９７ １５.３８ ５.３５
Ｐ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注:试验教学组:采用基于“ＨＯＰＥ”教学理念的多教学模式进行授课ꎻ对照教学组:采取传统幻灯及口头讲授模式进行授课ꎮ

３讨论
接触镜学作为眼视光专业中的重要课程ꎬ其临床教学

内容主要包括理论学习、临床实践ꎮ 在传统教学中ꎬ由于
教学形式较为单一ꎬ以教师讲授为中心的固有模式使学生
倾向于被动地接收知识ꎬ而这对于接触镜学这门要求学生
主动学习理解、自主动手实践的课程学习是背道而驰的ꎮ
因此ꎬ传统教学模式下ꎬ学生对抽象的理论知识容易产生
畏难和厌烦情绪ꎬ难以充分理解和掌握核心内容ꎬ学习主
动性较差ꎬ严重影响教学效果ꎮ 因此ꎬ在教学改革中ꎬ教育
理念和教学模式的推陈出新就显得尤为重要ꎮ

基于“ＨＯＰＥ”理念ꎬ开展 ＣＢＬ、ＰＢＬ、翻转课堂、合作式
学习、探究式学习、体验式学习等自主学习模式ꎬ构建符合
现代教育规律、学生成长特点和专业培养目标的“多模
式”教学模式ꎬ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ꎬ培养学生的核
心概念建构、批判性思维、交流沟通、合作共事、自主学习、
社会责任感等核心能力和价值观ꎬ使其成为卓越的医学
人才ꎮ

ＣＢＬ 是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模式ꎬ将真实发生的典型
事件引入教学中ꎬ运用专业知识进行分析和探讨ꎬ从而得
出经验和教训[３－４]ꎮ 由此培养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ꎮ ＰＢＬ 是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模式ꎬ通过发现
问题ꎬ引导学生寻找相关信息和知识ꎬ加强自主学习、组织
小组讨论学习等方式ꎬ最终解决问题的一种教学方法ꎮ 这
种教学方法目前已在许多医学院校陆续得以运用ꎬ是国际
医学界认可并推崇的临床医学教学法之一ꎮ 其特点是帮
助更有针对性地学习理论知识ꎬ鼓励学生自主学习ꎬ团结
协作ꎬ也能促进师生间的互动交流[５－６]ꎮ 翻转课堂是将传
统教师主动输出－学生被动输入的教学模式转变为学生
课前学习、课堂教师指导、合作探究的学习活动ꎮ 翻转课
堂的核心在于充分利用课堂时间进行更有意义、更深入的
讨论、探究ꎬ使学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７－８]ꎮ ＣＢＬ、ＰＢＬ
及翻转课堂等是目前医学教育教学中较常采用的新型教
学方法ꎬ在眼视光本科教学中逐步开展以上多模式教学已
然成为新的趋势[９]ꎮ 同时ꎬ我们在教学考核及评价中ꎬ注
重形成性评价ꎬ把多模式教学中学生参与、表现等计入考
核内容ꎬ激发学生积极性ꎮ “结果导向”的终极目标的是
培养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医学生ꎬ而只有将考核与过程
对接ꎬ才能提升教学效果ꎬ避免创新模式流于形式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相对于传统授课方法而言ꎬＣＢＬ、
ＰＢＬ 及翻转课堂相结合的新型教学方法由浅入深、循序渐
进ꎬ能较好地吸引学生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ꎬ

不易使学生产生畏难情绪ꎬ有助于培养医学生临床思维模
式的形成ꎬ对提高学生临床实践能力、解决临床问题的能
力很有帮助ꎬ多模式教学的学生评价明显高于传统教学模
式ꎬ与杨迎新等[１０] 研究结果一致ꎮ 同时ꎬ在教学效果方
面ꎬ将 ＣＢＬ、ＰＢＬ 及翻转课堂等多模式的教学联合运用ꎬ学
生在平时考核、网络考核、理论考核及操作考核等综合评
价中的成绩均明显优于传统教学组ꎬ该结果与郑骄阳
等[１１]、刘莛等[１２] 的研究基本一致ꎬ反映出新的教学模式
能够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学习ꎬ自主吸纳、理解知识有助于
学生构建知识体系ꎬ真正实现“授人以渔”ꎮ

综上所述ꎬ基于“ＨＯＰＥ”理念的 ＣＢＬ、ＰＢＬ 及翻转课
堂的多模式教学的应用对提升学生综合成绩及素质、提高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学生临床思维、提高沟通表达能
力等方面都有较好的促进作用ꎬ有助于培养符合现代医学
发展所需综合型人才ꎬ值得临床教学中应用及推广ꎮ 当
然ꎬ在本次教学改革过程中仍存在一些不足ꎬ如:(１)案例
选择缺乏多样性ꎮ 教学过程中ꎬ选用的案例并没有覆盖所
有教学内容ꎻ(２)学生反馈分析不深入ꎮ 在后续研究中ꎬ
需进一步优化课后问卷设计ꎬ进行具体化分层评价反
馈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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