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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索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急诊与灾难医学”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回顾性纳入武

汉大学第一临床学院2015级临床医学专业接受“急诊与灾难医学”的120名本科生和“5+3”一体化学生作为对照组，予以常规教学；

选取武汉大学第一临床学院2016级临床医学专业接受“急诊与灾难医学”的120名本科生和“5+3”一体化学生作为课改组，采用以岗

位胜任力为导向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教学。3个月共36学时授课结束后，通过理论和技能成绩测评、自填式问卷调查表来对比两组

的教学效果。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课改组学生的理论知识［87.0（85.0，90.0）分比85.0（80.0，88.0）分］、问诊技能［8.0（7.0，8.0）分比

7.0（6.0，8.0）分］、体格检查、职业素养、临床判断、沟通技能、组织效能和综合能力得分均显著提高（P<0.05），且课改组的自主学习热

情、自我管理能力、沟通能力、分析决策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急诊临床思维、专业认同感、心理素养、科研素养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得分

亦显著提高（P<0.05）；与对照组相比，课改组学生对教学过程中的教学呈现形式、调动学生积极性、内容理解深度、课堂氛围与趣味

性得分均显著提高（P<0.05），而对教学过程中的教学前准备、教学内容和授课态度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急

诊与灾难医学”教学过程中，将提高岗位胜任力融入翻转课堂中教学效果良好，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多项综合能力，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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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flipped classroom based on post competency in the teaching of Emergency
and Disaster Medicine.Methods A total of 120 undergraduates and ＂5+3＂clinical medicine major students of year 2015 batch at
the First Clinical College of Wuhan University, who took Emergency and Disaster Medicine in lecture-based learning(LBL)mode, were
retrospectively enrolled and taken as control group. A total of 120 undergraduates and ＂5+3＂clinical medicine major students from
year 2016 batch at the First Clinical College of Wuhan University who took Emergency and Disaster Medicine were selected as experi⁃
mental group, using the flipped classroom based on post competency teaching mode. After 3 months of 36-period teaching,the theoreti⁃
cal test, skills assessment and self-administered questionnaire were adopted to compare the teaching results between the two groups.Re⁃
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scores of theoretical knowledge [87.0 (85.0,90.0) vs. 85.0(80.0,88.0)], interviewing skills
[8.0 (7.0,8.0) vs. 7.0(6.0,8.0)], physical examination, professionalism, clinical judgment, counseling, organization efficiency, and overall
competenc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P<0.05), and the scores of enthusiasm for self-learning, capacity for
self-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decision-making, and teamwork, and clinical thinking ability in emergency, professional identity,
psychological quality, scientific research quality and innovation power were also improved significantly (P<0.05). Moreover,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more satisfied with the presentation form of the teaching process,
mobilization of students' enthusiasm, the degree of content understanding, the atmosphere and interest of learning(P<0.05), but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cores of pre-teaching preparation, teaching content and teaching attitude (P>0.05).
Conclusion The teaching mode of flipped classroom based on post competency achieves better teaching results, which is helpful in
the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overall competence and is worthy of promotion.
Key words： Education,medical,undergraduate;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Emergency and disaster medicine; Post competency;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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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岗位胜任力是医生必须具备的能力，尽管不

同研究开发出来的评价维度不同，但还是有共同

点［1-2］。过去由于传统的讲授式教学（LBL）模式过于注

重理论和技能的传授，缺乏思维的碰撞和融合，许多

医学生在沟通能力、人文关怀和创新意识等方面存在

缺陷［3］。这与岗位对其素质的需求仍存在着一定的差

距［4］。“急诊与灾难医学”作为一门连接公共卫生和临

床医学间的桥梁学科，具有综合性强、涵盖面广的特

点，对医生岗位胜任力有更强的要求。近年来，许多

医学院校已逐步在开展以提高医学生岗位胜任力为

导向的教学改革，目前已知的教学模式有多种［5］，包括

基于讲授为主、基于案例为基础、以团队协作为核心

和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的教学法等，均可提高

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等。翻转课

堂作为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学生可以在课

前通过观看在线视频来预习学习内容，课堂则用于活

动交流和讨论，而不是被动接受知识，很大程度上弥

补了LBL模式的弊端［6-7］，用于急诊医学教学，可显著

提高学生的理论考试成绩和操作考试成绩，学生对教

学效果的满意度更高［8-11］。目前，尚且不清楚以岗位

胜任力为导向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急诊与灾难医

学”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笔者推测，以提高岗位胜任力为导向，在“急诊

与灾难医学”教学中采用翻转课堂模式犹如在医学

教育中注入精气神，更有利于推动医学教育改革，提

高医疗质量。本研究选取武汉大学第一临床学院

2015级和 2016级临床医学专业接受“急诊与灾难医

学”的本科生、“5+3”一体化医学生各 120名，分别作

为对照组和课改组，比较两组学生的考核成绩、自我

评价和对教学模式的满意度，旨在探索出切实可行

的“急诊与灾难医学”课程教学方法，为国家输送高

水平、优质的急诊人才提供教学层面的参考，且形成

可供同类课程借鉴共享的经验、成果和模式。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武汉大学第一临床学院 2015
级临床医学专业接受“急诊与灾难医学”的本科生、

“5+3”一体化医学生各 60名，共 120名作为对照组，

选取武汉大学第一临床学院 2016级临床医学专业

接受“急诊与灾难医学”的本科生、“5+3”一体化医

学生各 60名，共 120名作为课改组。两组学生均授

课 3个月共 36学时。两组学生在性别、年龄和开课

前急救常识测评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见表1。
1.2 方法 两组学生使用相同的“急诊与灾难医学”教

材和教学大纲，授课老师均为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

教研室团队骨干成员。对照组采用LBL模式，课改组采

用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翻转课堂模式进行教学。

1.2.1 教学前准备 ①课改组：首先，通过组织开

展医学教育研究课题交流会、教案比赛、示范性讲

课和备课等系列活动来促进授课教师交流以岗位

胜任力为导向的育人理念与方法，掌握以岗位胜任

力为导向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进而提升授课教师

育人水平和育人能效。其次，集体在“急诊与灾难

医学”教学目标中融入职业素质、专业素质、人文素

质、科研素养元素［12］，并录制课程视频上传至慕课

网，以确保“急诊与灾难医学”与急诊临床需求同心

同向。最后，课前通知学生前往慕课平台观看相关

课程，在班级微信群或QQ群发布学习资料，并鼓励

学生在线讨论、提问和反馈，授课教师针对性地汇

总并准备答疑。②对照组按照常规教学工作开展，

授课教师按照“急诊与灾难医学”的教学大纲进行

备课，并制作相应的教学目标和PPT。
1.2.2 教学实施 ①课改组：采用以岗位胜任力为

导向的翻转课堂模式进行教学。首先，学生以小组

协作的方式讨论分析急诊科常见典型病例，授课教

师对各小组的讨论结果和预习过程中存在的疑难

问题进行点评和答疑。其次，授课教师以临床岗位

工作需求为主线，在与学生互动性梳理急诊科常见

疾病的初步评判标准、急诊处理流程和预防方案的

同时，针对性地融入提高学生岗位胜任力的元素。

最后，课后鼓励学生结合教材和慕课内容参与情景

教学，通过总结、巩固和反思，完成一定的课后习

题。②对照组：按LBL模式授课，授课教师采用PPT
结合黑板板书的形式，将“急诊与灾难医学”的知识

点逐一进行详细讲解，并引导学生思考和主动学

习，学生根据授课老师提出的重点内容做好记录，

课后进行归纳总结，授课教师对学生提出的疑难问

题进行答疑，并布置相应的课后习题进行巩固。

1.2.3 教学效果评价及评价标准 以自我评价和

迷你临床演练（Mini-CEX）评价表［13］对两组学生进

行测评。理论知识考核总分为 100分，分值越高，代

表理论知识掌握越全面。Min-CEX评分已被广泛应

用于全球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评估，包括问诊技

能、体格检查、职业素养、临床判断、沟通技能、组织

效能和综合能力共 7项。评分采用 9分制，分值越

表1 两组学生的一般资料及开课前急救常识测评比较

组别

对照组

课改组

Z（χ 2）值

P值

例

数

120
120

男性/
例（%）
54（45.0）
59（49.2）
（0.42）
0.518

年龄/［岁，

M（P25，P75）］
23.0（22.0，23.0）
23.0（23.0，23.0）

0.72
0.470

开课前急救常识得分/
［分，M（P25，P75）］
80.0（75.0，81.0）
80.0（75.0，83.0）

0.83
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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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代表相应能力越强，并且该考核考核前进行标准

化病人（SP）培训，并用SP协助考核。

主观评价为学生自填式问卷调查表，课程结束后

的两组学生均分别按照自己对本课程的学习情况进

行打分，由非指导教师统计问卷调查表分数。学生岗

位胜任力自我评价问卷调查表改良自学生实践能力

评价表［14］，主要涵盖：自主学习热情、自我管理能力、

沟通能力、分析决策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急诊临床思

维、专业认同感、心理素养、科研素养和创新能力共10
个项；教学模式满意度问卷调查表［15］主要涵盖：教学

前准备、教学呈现形式、教学内容、授课态度、内容理

解深度、调动学生积极性、课堂氛围与趣味性共7项。

每项满分为10分，评分越高代表越满意。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0.0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计量资料均不服从正态分布，用M（P25，P75）
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

资料采用χ 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向武汉大学第一临床学院 2015级和 2016级临

床医学专业接受“急诊与灾难医学”课程的本科生

和“5+3”一体化医学生发放学生实践能力自我评价

问卷调查表和教学模式满意度问卷调查表，各收回

240份，有效回收率为100％。

2.1 两组学员理论知识和Min-CEX评分比较 课改

组学生的理论知识、问诊技能、体格检查、职业素养、临

床判断、沟通技能、组织效能和综合能力得分均明显高

于对照组的，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2 两组学生的实践能力自我评价调查问卷调查

得分比较 课改组的自主学习热情、自我管理能

力、沟通能力、分析决策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急诊

临床思维、专业认同感、心理素养、科研素养和创新

能力的培养得分均高于对照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3。
2.3 两组学生对自身的教学模式满意度调查问卷

得分比较 课改组学员对教学过程中的教学呈现

形式、调动学生积极性、内容理解深度、课堂氛围与

趣味性得分均高于对照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与对照组相比，课改组学员对教学过程中

的教学前准备、教学内容和授课态度得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4。
3 讨论

医生是中国医疗体系的支柱，而医学院校担负

着为国家培养医疗人才的重任。随着经济发展水

平的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医疗技术的进

步，公众对临床医务人员的需求也呈增加的趋

势［16］，医学院校需建立一套系统的培养职业精神、

培训专业技能和指导临床实践的培养体系和机

制｛［17］，以提高医学生的人际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

协同创新能力、学术研究能力等。在当前健康中国

2030的时代大背景下，在“急诊与灾难医学”课程教学

表2 两组学员理论知识、Min-CEX评分比较/［分，M（P25，P75）］

组别

对照组

课改组

Z值

P值

例数

120
120

理论知识

85.0（80.0，88.0）
87.0（85.0，90.0）

4.12
<0.001

Min-CEX评分

问诊技能

7.0（6.0，8.0）
8.0（7.0，8.0）

3.17
<0.001

体格检查

7.0（7.0，8.0）
7.0（6.0，8.0）

2.30
0.022

职业素养

7.0（6.0，7.0）
8.0（7.0，8.0）

4.12
<0.001

临床判断

7.0（7.0，8.0）
8.0（7.0，8.0）

3.10
<0.001

沟通技能

7.0（6.0，7.8）
8.0（7.0，9.0）

4.22
<0.001

组织效能

7.0（6.0，7.0）
8.0（7.0，8.0）

3.57
<0.001

综合能力

7.0（7.0，8.0）
8.0（7.0，9.0）

3.73
<0.001

表3 两组学生的实践能力自我评价问卷得分比较/［分，M（P25，P75）］

组别

对照组

课改组

Z值

P值

例数

120
120

自主学习

热情

7.0
（6.0，8.0）

8.0
（7.0，8.0）
4.28
<0.001

自我管理

能力

7.0
（6.0，8.0）

8.0
（7.0，8.0）
3.88
<0.001

沟通能力

7.0
（6.0，7.0）

8.0
（7.0，8.0）
4.96
<0.001

分析决策

能力

7.0
（6.0，7.0）

8.0
（7.0，8.0）
4.34
<0.001

团队协作

能力

7.0
（7.0，8.0）

8.0
（7.0，8.0）
3.12
<0.001

急诊临床

思维

7.0
（7.0，8.0）

8.0
（7.0，8.0）
3.96
<0.001

专业认同

感

7.0
（6.0，8.0）

8.0
（7.0，8.0）
3.66
<0.001

心理素养

7.0
（6.0，8.0）

8.0
（7.0，9.0）
3.10
<0.001

科研素养

7.0
（6.0，8.0）

8.0
（7.0，8.0）
3.29
<0.001

创新能力

7.0
（6.0，8.0）

8.0
（8.0，9.0）
4.08
<0.001

表4 两组学员对教学模式满意度调查问卷得分比较/［分，M（P25，P75）］

组别

对照组

课改组

Z值

P值

例数

120
120

教学前准备

8.0（8.0，9.0）
9.0（7.0，9.0）

0.41
0.683

教学呈现形式

7.0（6.0，8.0）
8.0（7.0，9.0）

3.77
<0.001

教学内容

8.0（8.0，9.0）
9.0（8.0，9.0）

0.70
0.482

授课态度

8.0（8.0，9.0）
9.0（8.0，9.0）

1.52
0.129

内容理解深度

7.0（6.0，7.8）
8.0（7.0，8.0）

3.76
<0.001

调动学生积极性

7.0（6.0，8.0）
8.0（7.0，8.0）

4.17
<0.001

课堂氛围与趣味性

7.0（7.0，8.0）
8.0（7.0，9.0）

3.1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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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以学生为主导，以提高医学生岗位胜任力的核

心，通过教学模式改革来对接教学实践与临床需求，

系统地、全面地培育医学生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

这是每一个急诊医学教育者毕生追求的目标。

翻转课堂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由 Jona⁃
than Bergmann和Aaron Sams在 2012年首次提出，可

通过引导学生主动学习来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学

习获益［18］。不仅可以促进医学生间的协作式互动，

对成绩差的学生产生更为积极的影响，还可在集体

中营造浓厚的主动学习氛围，为培养未来医务工作

者终身学习能力，胜任临床工作夯实基础［19-20］。本

研究以临床医学岗位人才需求为核心，以综合素质

培养为抓手，切实将提高岗位胜任力融入“急诊与

灾难医学”翻转课堂教学中，从考核成绩、自我评价

和满意度三方面来探讨其应用效果。研究发现，在

考核成绩方面，与对照组相比，课改组学生的理论

知识、问诊技能、体格检查、职业素养、临床判断、沟

通技能、组织效能和综合能力得分均显著提高，且

课改组的自主学习热情、自我管理能力、沟通能力、

分析决策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急诊临床思维、专业

认同感、心理素养、科研素养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得

分亦显著提高。此外，本研究还发现，与对照组相

比，课改组学生对教学过程中的教学呈现形式、调

动学生积极性、内容理解深度、课堂氛围与趣味性

得分均显著提高，而对教学过程中的教学前准备、

教学内容和授课态度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可

见，在“急诊与灾难医学”课程教学中，采用以岗位

胜任力为导向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可以培育出与

临床需求相匹配的、职业素养和专业技能齐抓共管

的新时代医学接班人。

综上所述，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翻转课堂教

学模式在“急诊与灾难医学”课程教学，可让医学生

主动去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并将职业精神、医者情

怀等深深植入心中，进而达到全面提升医学生的岗

位胜任力和专业认可感，培养出具有较强临床实践

能力、创新能力和自主科研能力的临床医师的目的，

更符合当代急诊接班人的临床学习需求，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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