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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契合“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以中药分析实验教学为试点，开发和应用中药分析学实验课程微视频资源，以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促进学生理解和掌握实验理论知识，大大降低学生实验操作过程中的错误频次，提高学生的自主学

习能力和学习效率，全面提升学生实验操作和解决问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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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微视频由于其开放
性特点，成为信息化教育时代的新型产物，逐渐被

教育界工作者所接受、认同和青睐，并逐步被应用

到各种教学课程中，为我国信息化教育的深入发展

提供了良好的契机［１７］。在实验教学中，高校教师

需充分了解信息化时代大学生的学习需求，结合９０
后、００后的学习风格与认知习惯，合理运用微视频
教学资源等信息技术手段，最大限度地减少学生学

习时的认知负荷，帮助其轻松掌握所学知识，提升

大学生动手操作能力和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７１４］，

优化高校实验教学效果。

因此，本研究鉴于前期《中药分析学》实验教学

改革的基础［１５１６］，依据美国当代著名教育心理学

家、认知心理学家理查德·Ｅ·梅耶（ＲｉｃｈａｒｄＥ·
Ｍａｙｅｒ）的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遵循梅耶的多媒体
教学原则［１７］，选取砷盐检查和重金属检查两个实验

作为实验研究内容，以此进行中药分析学实验微视

频教学研究，以期提高中药分析学实验课程教学水

平，优化中药分析学实验教学效果。

１　高校实验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高校实验教学工作中最直接的服务对象是大

学生，他们最了解目前实验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不

足，提出的问题也最具说服力。２０１５年３月对已经
过《中药分析学》实验教学的２０１１级中药学专业学
生共发放６０份问卷，实际回收６０份，有效问卷６０
份。

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实验教学存在的主要问

题：（１）实验教学资源相对匮乏，缺乏图片、视频等
形式直观、形象生动的资源，学生的学习兴趣无法

被充分激发，自主学习积极性较低；（２）传统实验课
堂中，通常由带教教师进行实验操作演示，无法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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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学生清晰观察到实验操作细节，因而无法全面

掌握实验操作步骤要领，且长时间讲解，学生无法

集中精力听讲；（３）学生独立进行实验操作练习时，
由于生师比例较高，导致学生在实验操作练习遇到

问题时，教师无法给予每一位学生细致地指导。见

图１。

图１　实验教学过程中存在问题的情况调查

２　《中药分析学》实验课程微视频的应用
《中药分析学》实验课程为本校药学院中药学

专业大三学生必修课程，故选取中药学专业 ２０１２
级本科班５６名大三学生作为研究对象，以抽签方
式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２８名。由同一
名教师授课，并采用相同的授课内容和教学进度，

按照理论教学 －操作演示 －学生实践三个部分依
次进行。在操作演示部分，观察组进行微视频演示

教学，对照组进行教师操作演示教学。在学生实践

部分，教师按照实验操作评分细则，对每一个学生

的操作细节规范性进行打分，如移液管的使用、天

平的使用是否正确，从而统计观察组和对照组的实

验成绩，通过比较两组学生最终实验成绩差异来验

证微视频资源在实际实验教学中的应用效果。另

外还分别在观察组和对照组中以随机抽取方式 ５
名学生进行全程录像，对实验操作过程规范性进行

分析比较。

３　微视频教学研究结果分析
３．１　学习过程效果分析
３．１．１　提高大学生实验课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　
微视频在高校实验教学中能否全面激发大学生的

学习兴趣、提高其自主学习积极性，直接影响微视

频资源在实验施教过程中的学习效果。实施微视

频资源教学后，５０％的大学生表示该教学形式视听
兼备、声画并茂、生动有趣，可以激发他们对实验课

程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３．１．２　促进大学生理解和掌握实验原理　实验原
理是实验课程的理论知识，是学生进行实验教学前

必须掌握的基础知识。７２．３％的大学生认为微视

频资源可以有效帮助他们理解实验原理。单一的

教师讲解实验原理，比较单调乏味。而通过在微视

频资源中插入图片、动画、视频等，可全面展示实验

发生条件和可能出现的实验现象，强调操作细节和

注意事项，让学生更轻松地理解和掌握实验原理。

３．１．３　提高大学生实验课的学习效率　学生课堂
教学时间有限，可能无法全面掌握知识点，６８．５％
的学生认为，与自己阅读实验指导书和观察教师实

验操作演示相比，在课堂学习前或课堂中，观看微

视频更生动形象、更具吸引力；对于不明白或不熟

悉的操作步骤，可以反复回看，及时掌握知识点，节

约学习时间，因而微视频资源的学习可以提高其学

习效率。

３．１．４　提高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８１．５％的大学
生表示，相对于传统的实验操作课堂，微视频可以

有效提高其自主学习能力。当学生实验过程中遇

到问题和困难时，多数学生选择直接求助老师或者

同学，很少自己去思考解决方案，而现在只需点击

手机上微视频资源的相关内容，即可查询相应的知

识点，也许马上就能解决问题，非常快捷方便，学生

也更乐于自己去探索问题。

３．１．５　降低大学生实验错误操作的频次　７４．１％
的大学生表示微视频可以提高其实验操作能力，大

大降低操作练习过程中出现错误的频次。为了对

比两种不同的实验教学方式的学习效果，分别在对

照组和观察组以随机抽取方式挑选出５名学生，对
该１０名学生的实验操作全程录像，并根据录像视
频分析学生操作过程中的问题。分析结果表明学

生在实验操作中出现的错误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

知识性错误，主要表现为不明白实验要求，错误使

用实验仪器，不规范使用移液管等；另一种是程序

性错误，如学生记不清实验操作的具体步骤，导致

步骤前后顺序错误。观察组的操作错误次数明显

低于对照组。分析结果如表１所示。
３．２　两组实验成绩对比分析　为消除不同教师进
行评分时产生的主观误差，对于砷盐检查和重金属

检查实验操作过程的规范性评分由同一位教师执

行。对照组和观察组在这两个实验中的成绩如表２
和表３所示，重金属检查实验中，对照组学生的平
均成绩为８７．３０，观察组学生成绩为８９．６５；砷盐检
查中，对照组学生的平均成绩为８６．５２，观察组学生
的平均成绩为８７．８８。观察组学生平均成绩均高于
对照组，说明微视频资源可以有效帮助学生掌握实

验基础理论知识，提升学生实验的操作能力，优化

实验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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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实验操作过程中错误类型及频次统计表

错误类型 错误描述
操作错误频次

对照组 观察组

知识性错误
读取体积时手握于移液

管刻度位置

５ １

移液管定体积时，下端

有气泡

７ ３

移液管中的溶液流出后

没有停留１５ｓ

９ ４

纳氏比色管比色时手指

握于刻度位置

１ ０

没有给比色管编号
２ １

移液管或纳氏比色管读

数时，没有与地面垂直，

眼睛未能与刻度线平视

５ ２

程序性错误 加入试剂的顺序颠倒 ５ ３

表２　重金属检查实验两组实验成绩统计／分

组别 例数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对照组 ２８ ９２ ８０ ８７．３０ ３．７０

观察组 ２８ ９８ ８５ ８９．６５ ２．７４

表３　砷盐检查实验两组实验成绩统计／分

组别 例数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对照组 ２８ ９２ ８０ ８６．５２ ３．９９

观察组 ２８ ９０ ８５ ８７．８８ ２．１８

　　此外，为进一步比较两组学生的成绩差异性，
本研究对重金属检查和砷盐检查实验成绩分别进

行两独立样本的ｔ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重金属检查实验的两独立样本的ｔ检验分
析结果如表４所示：Ｆ＝６．３８１（Ｐ＝０．０１５），故方差
不齐；ｔ＝２．６４３（Ｐ＝０．０１１），故拒绝原假设，该实验
对照组和观察组的教学成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砷盐检查实验的两独立样本的ｔ检验分析结果如表
５所示：Ｆ＝１４．３８６（Ｐ＜０．００１），故方差不齐；ｔ＝
１．５５３（Ｐ＝０．０１２８），故拒绝原假设，该实验对照组
与观察组的教学成绩同样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

表４，５。因此，研究数据验证了在实验教学过程中
使用微视频资源有利于提高教学效果。

３．３　学生满意度调查　为今后更好的优化微视频
教学资源，实验研究结束后，对微视频资源质量满

意度进行调查，从微视频资源的教学内容的科学规

范性、实验原理讲解的透彻性、教学设计的合理性、

微视频画面构图的得当性、微视频声音的清晰度与

同步性、微视频形式的趣味性等六个方面展开调

研。调查结果如图２所示，大部分学生对微视频资
源的教学内容、教学设计及形式趣味三个方面的质

量比较满意，极个别学生对微视频资源中实验原理

讲解和画面质量不太满意，还有部分学生表示微视

频音量小，不够清晰，今后在微视频制作过程中也

会注意这些细节问题。

４　结语
微视频资源可以提高高校实验教学效果，通过

本研究已得到初步验证。相较于传统的实验教学

“以教师为中心”的方式，微视频资源正好契合“以

表４　重金属检查实验的两独立样本的ｔ检验

结果指标

方差方程的Ｌｅｖｅｎｅ检验

Ｆ值 Ｐ值 ｔ值 ｄｆ值

均值方程的ｔ检验

Ｐ值（双侧） 均值差值 标准误差值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假设方差相等 ６．３８１ ０．０１５ ２．６３８ ５１．０００ ０．０１１ ２．３５８ ０．８９７ ０．５５７ ４．１５８

假设方差不相等 ２．６４３ ４７．９１２ ０．０１１ ２．３５８ ０．８９２ ０．５６４ ４．１５１

表５　砷盐检查实验的两独立样本的ｔ检验

结果指标

方差方程的Ｌｅｖｅｎｅ检验

Ｆ值 Ｐ值 ｔ值 ｄｆ值

均值方程的ｔ检验

Ｐ值（双侧） 均值差值 标准误差值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假设方差相等 １４．３８６ ０．０００ １．５３７ ５１．０００ ０．０１３０ １．３６６ ０．８８９ －０．４１８ ３．１５０

假设方差不相等 １．５５３ ４０．５２５ ０．０１２８ １．３６６ ０．８７９ －０．４１１ ３．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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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学生对于微视频资源使用的满意度调查

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其有利于充分调动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与主观能动性，根据自己的认知能力

水平调整学习进度与学习深度，开展针对性学习，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与此同时，学生进行微视

频自学后，有利于教师在课堂时间更充足与学生沟

通和交流，及时评估学生的学习情况，针对性地对

学生进行辅导，尊重学生个体差异，开展个性化教

学。本研究仅以《中药分析学》实验教学为例，探讨

了微视频资源应用于高校基础型实验教学的效果，

但是该教学形式是否适合于综合性设计实验和创

新型实验教学，以及如何优化微视频资源在高校实

验教学中的应用模式和应用水平，还需在今后的实

验教学过程中深入探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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