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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冠肺炎疫情期，在校课堂教学改成居家在线教学。为了应对因授课方式、授课环境改变而给教学带来的挑战，结合

在线教学及超声诊断学学科特点，引用了BOPPPS+基于问题的学习（PBL）教学模式。该模式以学生为中心，以问题为指引，以

参与讨论式学习为形式，注重教学反馈。教学中通过引入问题、探究问题、解决问题，引申问题等步骤，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建

立拓展临床思维，提升探究、解决实际问题能力，教学效果相对显著。同时对教学模式进行反思，提出教学建议，为超声诊断学

及相关课程教学提供思路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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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BOPPPS+PBL teaching mode in online teaching of ultrasonic diagnostics
during COVID-19 epi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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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COVID-19 epidemic, classroom teaching at school has changed to home-based online teaching.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challenges brought by the changes of teaching methods and teaching environment,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nline teaching and ultrasonic diagnostics, the BOPPPS+PBL (problem based learning) teaching model is quoted. The model is student-
centered, problem-guided, participatory, and focuses on teaching feedback. Through introducing problems, exploring problems, solving
problems, extending problems and other steps in teaching, students are trained to study independently, establish and expand clinical
thinking, and improve the ability to explore and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The teaching effect is relatively significant. At the same time,
the teaching mode is reflected, and some teaching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provide ideas and reference for ultrasonic diagnostics
and related courses teaching.
Key words： Education,medical; Models,educational; COVID-19; Ultrasonic diagnostics; Online teaching; Teach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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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期，因疫情防控的需要，各高校

改变了授课方式，由在校课堂教学改成居家线上教

学。为了应对特殊时期授课方式、授课环境的变

化，保障教学效果最大化，功能科教研室群策群力，

结合在线教学及超声诊断学学科特点，在探索和不

断调整过程中，引用了 BOPPPS+基于问题的学习

（problem based learning，PBL）教学模式，教学效果相

对显著。

1 BOPPPS与PBL教学模式内涵

1.1 BOPPPS内涵 BOPPPS教学模式的构建应用

最早始于加拿大教师技能培训工作坊，因有效教学

著称［1］。该模式注重教学中学生的参与互动，强调

教学反馈［2-3］。BOPPPS教学模式分“引入（Bridge-
in）、目标（Objective）、前测（Pre-assessment）、参与式

学 习（Participatory Learning）、后 测（Post-assess⁃
ment）、总 结（Summary）”六 个 教 学 模 块 ，简 称

BOPPPS［4-5］。引入：利用能引起学生好奇的方式（如

提问、热点新闻、多媒体动画、图片等）吸引学生注

意力，激发学习兴趣及热情，引入要开展的学习任

务。目标：使学生了解本学期学科教学总目标、每

阶段每节课的学习目标。前测：以测试、问卷调查、

提问等方式进行。通过前测的反馈可以了解学生

学习态度及兴趣，前导知识掌握情况及学习能力，

有利于教师调整教学内容难易度及教学进度。参

与式学习：是课程的核心环节［6］。教师利用提问、讨

论、辩论等方式与学生互动，学生学习热情高涨，能

动性增加全方位参与教学活动，达到深度学习目

的。后测：多以选择题、问答题、思考题等检测方式

对本次课进行教学效果评估。通过教学反馈教师

调整后期教学内容及教学策略，达到教学效果最优

化。总结：教师对所学知识点进行总结巩固、拓展

及延伸，同时为下次课做铺垫，引出要讲授的内容。

1.2 PBL内涵 PBL教学模式是美国神经病学教

授 Barrows提出［7-8］，以学生为中心，以围绕问题深入

探讨为指引，在教师指导引领下，学生通过自主学

习及团队讨论协作学习探寻解决实际问题［9-10］。

PBL教学模式教师从典型案例为切入点，设计复杂、

有意义的问题情景，学生自主及合作学习来解决实

际问题。在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学习探究隐含在问

题里的相关知识［7］，巩固加深知识的理解及应用，提

升了探究、分析、解决问题等综合能力［8］。PBL教学

着重学生主动学习能力的培养，同时注重知识传授

及实践能力培养。现在 PBL教学模式被一些医学

院校引入教学中，效果显著［9-10］，已被公认为［11-12］能

够提升学生的主动学习能力，促进团队协作及沟

通，提升探究、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培养创新、批判

思维。

2 在线教学授课前期准备

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发生，教学由传统的校内

课堂教学改成居家线上教学。为了在即将要开展

的线上教学中取得满意教学效果，达到教学目标，

教师对原有的教学设计、教学方法及教学安排进行

适当调整，同时为线上教学做好充分准备。

2.1 调整教学计划 疫期因防控工作的需要，校内

课堂教学改成了居家在线教学，学生的学习环境、

学习方式发生了改变。为了应对此期间的一系列

变化，教师团队结合线上教学特点及学科特点，充

分考虑利弊，调整原有教学计划，以保证教学效果

最大化。超声诊断学课程由理论课及见习课两部

分组成。理论课放到课程前期进行，首先讲授难易

程度适当教学内容，学生容易接受。在师生逐渐适

应了线上教学方式后，逐渐加入教学重点及难点。

如先讲授超声基础，使同学更好地了解超声，接着

学习腹部超声，学生易于理解，心脏血管超声适当

延后。见习课安排在课程最后阶段，结合见习大纲

要求，重新规划见习内容，通过录屏、爱剪辑、腾讯

会议等方式，构建见习场地，分小组进行问题、病例

的讨论及探究，着重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

2.2 选择运作成熟及好操作网上平台 网上平台

运作成熟，发生事故几率小，应变能力强。操作相

对简单的平台，师生容易学会运用，节约了师生的

时间及精力。同时建立微信群，提前录制好教学视

频，做好应急预案。

2.3 学情分析 超声诊断学概念抽象难懂，内容多

且杂，短时间掌握如此多的知识实属不易。同时超

声诊断学又涉及多个基础学科知识，尤其是解剖、

病理生理，中医院校学生的这些基础知识相对比较

薄 弱 ，学 习 困 难 加 重 。 教 学 重 点 ：尝 试 使 用

BOPPPS+PBL教学模式调动学生主动探究、解决问

题，复习巩固解剖、病理生理等基础学科知识，归纳

总结超声诊断学知识点，分析学习超声诊断学的方

法，提升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3 BOPPPS+PBL教学模式实施过程

BOPPPS+PBL教学模式融合了两种教学模式，

其本质是“以问题为基础，以学生为中心的自主学

习，强调交互性学习与反馈”。实施过程主要分为：

引入问题、探究问题、解决问题，引申问题。 现以心

脏血管超声为例，介绍其实施过程。

3.1 课前：引入、初步探究问题 课前在BB平台上

推送相关的教学视频，引入问题。引入风湿性二尖

瓣狭窄病例问题。设计问题为：病人女，73岁，患

“风湿性关节炎”数年，时常出现胸闷、气短、心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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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喘憋，不能平卧，口唇发绀。查体：体温 36.6 ℃，

呼吸 23次/分，血压 110/70 mmHg，两肺底湿性啰音，

心界向左下扩大，心率 101次/分，心律不齐，心尖部

可闻及舒张期隆隆样杂音，双下肢凹陷性水肿。此

病人考虑哪种心脏疾病？为明确诊断应该进行哪

些检查？超声心动声像图会有哪些表现？此病超

声诊断要点是什么？如何进行鉴别诊断？

组建学习小组，自主学习后分组讨论学习。每

组 6~8人，选出小组长，负责课前预习的组织、分工、

协调及整理小组预习成果。学生先围绕问题自主

学习，通过翻阅教材、查阅相关书籍及文献、观看相

关教学视频，从中学习探究与问题相关的知识，得

出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案，同时总结自学中的疑问，

以便在小组学习中或课堂学习中进行讨论得到解

答。小组长组织小组讨论学习，分享每个组员的预

习成果，讨论学习中的疑问，总结归纳出小组解决

问题的方案及存有异议的问题。小组讨论学习不

仅能够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及主观能动性，而且

也促进学生交流及互助，建立团队观念，提高了学

习效率及效果。

上课前 3 d，提醒学生观看约 10 min的心脏超声

正常声像图教学视频，告知学生课前测要涉及视频

知识，以引起学生重视做好预习。高效预习是高效

教学的基础。

3.2 课中：进一步探究、解决、引申问题 课中教学

分 6个环节进行。核心环节是参与式学习，是进一

步探究问题及解决问题的关键环节。课程安排：学

时 90 min，1.5 min引入，1.5 min目标，10 min课前

测，57 min参与式学习，10 min课后测，10 min总结

引申。

3.2.1 引入 播放心脏动态视频，学生通过视频的

直观视觉刺激，产生好奇及探知欲：这是心脏哪个

切面？这个动态声像图中显示了心脏的哪些解剖

结构？学生带着好奇、探究及疑问进行学习，激发

了学习兴趣，有效地调动了主观能动性，提高了教

学效果。

3.2.2 目标 根据课程教学任务及教学目标，结合

学生的知识结构及基础，提出学习目标：了解心脏

血管超声检查方法及适应证；掌握心脏血管超声正

常及异常表现；重点掌握超声中“同图异病，同病异

图”的诊断要点。学习前告知学习目标，学生在课

程学习时就可以确定学习重点为“心脏血管超声正

常及异常声像图特点”，学习的难点是“同图异病，

同病异图”，并且可以大致了解此次课的内容结构

是：超声血管适应证是什么，如何进行心脏血管超

声检查，怎样对疾病做出初步诊断，为了进一步诊

断还要对一些“同图异病，同病异图”进行鉴别

诊断。

3.2.3 课前测 在课前编制 10道选择题，通过问卷

星推送给学生，学生在 10 min内完成。试题要涵盖

预习视频中心脏正常声像图的知识点及心脏、血管

解剖知识，同时少量涉及一些常见的心脏、血管疾

病。问卷星不仅显示每个学生及每道题的解答情

况，而且有详细的试卷分析。通过试卷反馈，教师

能够了解错误率较高的知识点及相关知识学习情

况，复习巩固掌握相对薄弱的知识，着重讲解出错

率高的知识点。

3.2.4 参与式学习 问题进一步探究及问题解决

过程。通过腾讯会议来实现教师与学生的异地交

互性学习。教师对本次课的心脏血管超声知识点

进行串讲后，进入到讨论互动环节。讨论课前推送

的预习问题：风湿性二尖瓣狭窄临床表现、病理生

理、声像图特点与鉴别诊断要点。讨论中，各小组

发言代表汇报预习成果，其他小组成员及时补充修

正。鼓励每名学生发表个人观点意见，提出不同见

解，针对不同观点进行提问、讨论、辩论，学生因好

胜心、求知欲激发了学习热情，调动了参与的积极

性与主动性，活跃了课堂气氛。对于偏离重点的讨

论，教师及时提醒；对于问题的讨论不全面、不详

尽，教师进行适当引领及补充。讨论应该围绕问

题，紧密结合课程知识点，由点到面，由单学科到多

学科，由浅入深，层层深入，达到教学拟定的目标。

教师汇总个人、小组、班级学习时出现的疑问，进行

答疑。通过讨论、辩论及问题的回答，学生全方位

自主加入到教学活动中，调动了学习的积极性及主

动性。以讨论的方法整合不同学科的相关知识，拓

展了学生的知识视野，培养了临床疾病诊断思维。

通过教师的指导引领，师生间的交互性学习，完成

了问题的探究及解决。

3.2.5 课后测 在本次课结束前 20 min，通过问卷

星发布 10道选择题，检测学生本次课的学习情况及

教学效果。教师通过反馈初步了解本次课的教学

效果，有利于在后续教学中对教学计划及教学内容

难易程度进行调整。根据前测、后测的试卷反馈，

发现学生对几种动脉瘤的超声特点容易混淆，通过

微信圈或者BB教学平台给学生推送关于动脉瘤的

思考题，以利于学生对知识进行巩固及理解。

3.2.6 总结及引申 对问题进行引申。教师对心

脏血管超声教学内容进行知识梳理归纳。总结出

学习心脏血管超声的方法：在疾病诊断过程中不应

该局限于单一学科单一病种，应该结合临床表现、

解剖、病理生理，尤其是血流动力学，综合分析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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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诊断。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掌握了知识，学习了

方法，初步建立了学习的纵向及横向思维。推送心

脏血管超声的最新研究进展资料，布置课后作业，

对课本知识进行拓展延伸，引出下堂课所要学习的

内容。

4 教学效果

对实施在线教学 BOPPPS+PBL教学模式的教

学班 118名学生进行问卷星匿名调查，回收 117份，

试卷合格率及有效回收率为 99.2%。在整个新冠肺

炎防控期教学过程中，65%的学生觉得应该对完全

由教师进行的讲授式教学方式进行改革；98.3%的

学生对疫情期间线上上课方式及课程使用的教学

方法满意；97.4%的学生认为 BOPPPS+PBL教学模

式能够很好地引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及兴趣；90.6%
的学生认为此教学模式提升了自学、文献查阅及甄

别能力；88%的学生认为该教学模式有利于改善学

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及沟通能力，92.3%的学生认为

该教学模式提高了学习效率，树立了团队协作及互

助意识；89.7% 的学生认为在线教学 BOPPPS+PBL
教学模式初步建立了临床思维，提升探究、解决实

际问题能力，提高了综合素质，对于今后临床学习

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5 教学反思

5.1 教学模式多样化是必然趋势，熟练掌握线上教

学方法 新冠肺炎疫情期，教学中采用了多种教学

模式，从目前教学效果来看，未来教学模式多样化

已成必然趋势，后新冠时代线上教学将成为不可或

缺的教学模式。疫情前，教师对线上教学不熟悉，

在线教学经验不足；在疫情期教学中学生对参与讨

论式学习积极性不高，讨论不深入，这些大大降低

了 BOPPPS+PBL教学模式的教学效果。因此教师

在今后的教学中，应该熟练掌握线上教学方法，注

重对学生自主性能动性的培养，设计有吸引力的教

学活动，充分吸引学生进行交互性学习，以提高教

学效率效果，为以后教学改革做好充分准备。

5.2 设计典型问题，提高教师团队素质 BOPPPS+
PBL教学模式中问题的设计是关键。问题的设计应

该具有开放性且具有代表性，不仅能够涵盖多个知

识点，同时应该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能够激发学生学

习兴趣。应该尽量保证问题推进是围绕既定主题，

由点到面、由单学科到多学科，由浅入深、层层深入

推进，达到教学拟定的目标。这就要求教师不但要

熟悉BOPPPS+PBL教学模式的教学特点及方式，同

时要精通本专业知识，清楚相关学科知识，了解各

学科前沿知识，能够对各学科知识进行纵横比较。

这需要高素质的教师团队。各院校应该加大师资

力量，对教师进行 BOPPPS+PBL教学模式培训，同

时要加强教师的再教育，提升综合素质，以利于教

学相长。

5.3 以讲授法为基础，加强讨论环节 新冠肺炎疫

情期，对于线上教学的初学者，传统讲授法是理论

课开展BOPPPS、PBL教学模式的基础，深入讨论是

保证教学效果的关键。BOPPPS+PBL教学模式中问

题不能涵盖所要讲授课程的所有知识点，学生又初

次接触线上教学，所以在授课中应该加强知识点的

讲授。同时课程又存在内容多，课时少等问题，教

学中普遍存在讨论不深入现象。所以教师应该注

意适当延长讨论时间，课下讨论是有利的补充。对

于知识点比较多的章节，教师应该合理安排教学时

间，灵活应用教学方法，适当减少引入、目标、前测、

后测的时间，延长理论知识点讲授及讨论时间，达

到教学效果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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