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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模式教学在解剖学中对学生自驱性学习培养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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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目的 探讨团队学习（Team-Based Learning，TBL）结合成果导向教育（ Outcomes-Based Education，OBE）

的模式在解剖学教学中对学生自驱性学习培养和教学效果探索。方法 以佳木斯大学2022级临床医学专业158名学生

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分成2组。对照组：传统教学方法；T+O组：TBL结合 OBE教学，通过大学生自主学

习评价量表和理论知识考核成绩评价自学情况和教学效果。结果 T+O组大学生自主学习评价量表评分高于对照组：

学习动机（43.63±5.04：35.05±2.92）；学习设置（48.72±3.99：41.58±2.38）；自我调节（46.05±0.7：

34.51±2.82）均 P<0.05。T+O组期末考试和记忆测试成绩均高于对照组，且记忆测试成绩下降幅度更小：期末考

试（77.77±8.77：71.49±10.30）分；记忆测试（74.41±7.68：60.54±9.21）分，P<0.05。结论 TBL结合 OBE

的教学模式应用于解剖学的本科教学中，促进学生自驱性学习能力培养，提高学生的理论知识成绩，在理论知识的长

期掌握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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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romotion of student self-directed learning and teaching effectiveness in anatomy 

education by integrating the Team-Based Learning (TBL) framework with the Outcomes-Based Education 

(OBE) approach. Methods  Taking 158 students from the 2022 class of the Clinical Medicine major at 

Jiamusi University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using the method of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Control Group: Traditional teaching methods were used. T+O Group: The 

integration of TBL with OBE pedagogy. Evaluate self-learning and teaching effectiveness through student 

self-learning assessment scales and theoretical knowledge assessment scores. Results  In the T+O 

group higher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Learning motivation (43.63±5.04: 35.05±2.92); Learning attitude 

(48.72±3.99: 41.58±2.38); Self regulation (46.05±0.7: 34.51±2.82), all (P<0.05). The T+O group had 

higher final exam and memory test scores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ecline in memory test scores 

was less. Final examination (77.77±8.77: 71.49±10.30); memory test (74.41±7.68: 60.54±9.21); (P<0.05). 

Conclusions  Applying a teaching model based on the TBL framework combined with OBE to undergraduate 

anatomy education can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self-directed learning abilities,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ir theoretical knowledge scores, and play a role in the long-term mastery of theoretical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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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解剖学在医学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为学生提供了对人体结构和功能的全面理解。学好解剖学为未来临床医学的学习和理解提供坚

实的理论基础，有利于学生知识体系的形成 [1,2]。传统的解剖学教学是课堂授课和尸体解剖两部分内容结合向学生进行讲课，学生则记忆

相关内容。在课堂授课过程中存在教学方法单一、内容枯燥等问题，无法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培养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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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增强解剖学课堂教育效果，应对传统教学的局限性，如何提高课堂授课中学生对知识的掌握能力，提升教学效果成为研究重点。

团队学习 ( Team-Based Learning, TBL )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强调积极学习、团队合作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方法是

将学生分成小组，在课前分配阅读材料或任务。TBL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学习过程，通过小组讨论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培养学生的沟通和

人际交往能力 [4,5]。成果导向教育 ( Outcomes -Based Education, OBE )是将教学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对学生学习完成后应达

到的能力及其水平有具体的构想，寻求设计适宜的教学结构来保证学生达到预期目标。确保学生在专业实践中获得所需的知识、技能和

能力，提升学生的成绩、专业能力和就业能力 [6-9]。这两种教学方法在教育领域中广泛应用，在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和提高学习成果方面

证明了其有效性 [4-7]。单独应用在教学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改善效果，但将这两种方法结合应用的研究甚少。本研究目的是在解剖学的教

学过程中结合 TBL与 OBE探讨在解剖学教育过程中，对学生自驱性学习能力的培养和理论知识成绩的影响。

一、资料与方法

（一） 研究对象

以佳木斯大学2022级临床医学专业5个班共158名学生作为

研究对象，所有研究对象对本研究内容均已知情同意。

（二）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实验对照方法，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学生分成2

组。对照组：学生进行传统教学方法教学，T+O组：以 TBL为框

架结合 OBE进行教学，每组各79人。对照组和 T+O组的学生专

业相同，课程的教学大纲、教学内容和考核方式也相同。

（三）教学实施

1）对照组学生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进行课堂授课和尸体解

剖的标本学习，教师进行授课，学生则记忆相关内容，整个学习

过程由学生自主进行预习和复习。2）将 T+O组的79名学生随机

分成4个小组，每个小组19 - 20人，设1名组长，每个小组建立

1个微信群。课堂授课前教师根据教学内容设计6 - 10个问题在课

前上传到微信群，同时布置明确的学习任务及目标。学生根据组

长分配的任务查阅相关材料并进行相关讨论，学习任务完成后，

课堂教学时间选派一名代表向全组学生汇报和进行课堂讨论。最

后教师进行总结评价并根据学习内容给出指导性意见。

（四）教学效果评价

1）自主学习能力的评价：用大学生自主学习评价量表比较对

照组和 T+O组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10]，其中包括学习动机、学习设

置和自我调节三个维度共33个条目。在本学期理论课程完成后，

对两组学生进行现场问卷发放并现场回收，标记分组后学生匿名

填写，并有专人对问卷进行收集和整理。2）理论知识考核：学期

结束时，通过期末考试成绩，比较两组学生理论知识掌握情况，

并在下一学期开学后，再次对两组学生进行记忆测试，评估两组

学生对理论知识的长期记忆能力。

（五）统计学处理

应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7.0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学

处理，使用独立样本 t检验进行组间比较，采用均数和标准差

（Mean±SD）表示，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研究结果

（一）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学生的性别、年龄、大学入学成绩、解剖课出勤率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在 T+O组中学生根据问题查询资料，在全组汇

报过程中用心制作演示课件，汇报思路清晰且重点突出。在课堂

讨论环境中，大部分学生踊跃发言，对不同的意见进行激烈的辩

论，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

（二）自主学习能力评价比较

本研究共发放大学生自主学习评价量表问卷158份，回收158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100.0%。评价结果显示，T+O组学生在调

查量表中所涉及的学习动机、学习设置及自我调节三个维度和自

主学习能力总分均高于对照组学生，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1）。

表1  两组158名学生大学生自主学习评价量表评分（ Mean±SD，分）

自主学

习能力
总分

平均得分
t值 P值

对照组 T+O组

学习动机 50 35.05±2.92 43.63±5.04* 13.097 <0.001

学习设置 60 41.58±2.38 48.72±3.99* 13.660 <0.001

自我调节 55 34.51±2.82 46.05±0.7* 22.047 <0.001

总分 165 111.14±4.3 138.41±6.44* 31.271 <0.001

注：*P<0.05，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三）理论成绩比较

期末考试及记忆测试中，T+O组学生平均分高于对照组学

生（P<0.05，表2）。通过期末考试及记忆测试成绩的趋势可以看

出，T+O组学生记忆测试成绩下降幅度更小，说明其理论知识掌

握更加牢固。

表2  两组158名学生理论考试成绩比较（ Mean±SD，分）

总分
平均得分

t值 P值
对照组 T+O组

期末考试 100 71.49±10.30 77.77±8.77# 4.126 <0.001

记忆测试 100 60.54±9.21 74.41±7.68# 10.278 <0.001

注：#P<0.05，两组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在期末考试中，学生在60 ～ 89分这三个分数段中的人数基

本持平，T+O组学生在90分以上的高分段占比11.3%（9人），

且无不及格学生，而对照组与之正好相反，不及格学生占比19.0%

（15人）。随后的记忆测试中，两组学生的理论知识长期掌握能力

差异明显，与期末考试相比，对照组学生的不及格人数剧增占比

45.6%（36人），且无成绩大于80分的学生，而 T+O组不及格学

生仅占比5.0%（4人），T+O组学生对理论知识的长期掌握能力

更强。见图1。



2025.1 | 003

图1 两组学生不同分数段人数占比（A：期末考试；B：记忆测试）

三、讨论

解剖学作为医学专业的基础学科，让医学生理解人体结构

（器官、组织、肌肉、骨骼、血管及神经等）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

用，对医学生未来专业学习过程中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包括课堂授课和尸体解剖两部

分内容，课堂授课过程中存在教学方法单一、内容枯燥等问题导

致学生学习兴趣不高，使学生不能积极的参与到知识的获取过程

中。通过结合现代的教学方法（TBL结合 OBE），为学生设置课

程相关具体的问题，促进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加强参与感，

提高自主学习的能力及良好的习惯，为后续的专业学习打下良好

的基础。

（一）促进自驱性学习能力培养，培养团队合作能力

本研究采用大学生自主学习评价量表 [10]的调查问卷形式对学

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进行了评价，通过（学习动机、学习设置、自

我调节）三个维度分析，T+O组学生的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学生。

T+O组学生通过布置课程相关的具体问题，并进行小组内学生间

的相互讨论，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提高了对知识的探索兴

趣，促进了学生自驱性学习能力的发展。在 TBL结合 OBE的现

代教学模式中，学生通过小组成员间的相互合作和学习培养信任

度及合作能力，不仅促进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通过学生间

的交流和影响，对学习状态的调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TBL的互

动性质和 OBE的结果导向促进了学生自驱性学习能力的发展，培

养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团队合作的能力 [11]。

（二）提高理论知识成绩，强化长期知识掌握能力

本研究中 T+O组学生的期末考试成绩高于对照组，说明在

TBL框架结合 OBE的教学模式达到了预期的教学目标，提高了学

生的理论知识成绩，这与先前的研究结果相同 [12]。虽然两组学生

的教学大纲和学习内容一致，但 T+O组的学生在讨论和解决问题

的过程中，通过自主学习，对知识点的理解更加深入和系统性的

记忆，而对照组的学生采用传统的课堂教学方式，学生常采用被

动的方式去接受输入的知识进行记忆。在听课过程中，存在智能

设备的干扰，学生的注意力无法持续集中，将讲授的知识点变成

了碎片性的记忆，导致无法形成系统性的记忆。

总结本次研究结果发现，以 TBL为框架结合 OBE的教学模

式应用于解剖学的本科教学过程中，提高学生自驱性学习能力，

加强了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促进学生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能

力。可以明显的提高学生的理论知识成绩，并能够在学生理论知

识的长期掌握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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