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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微信作为新兴的即时通讯工具已成为人

们必不可少的沟通方式，截止 2015年第一季度，微

信月活跃用户达到 5.49 亿，其中学生群体占比

19.7%。微信对大学生的学习方式和思维模式已经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此给传统教学模式带来了冲

击。

鉴于此，陆续有高校教师将微信应用于教育领

域，针对以往中医学综合实验基于问题的学习

（problem-based learning，PBL）/案例教学（case-based
learing，CBL）暴露的问题，如课后师生之间互动少、

传统邮件联系方式即时性差、教学内容课外延伸不

够、组间成果分享不及时、以及师生情感交流较淡

等，我们将微信作为一种教学辅助手段引入该课程

PBL/CBL教学过程中，以期解决以上问题。最后开

展问卷调查，对教学效果进行综合评价。

1 教学方法及内容设置

1.1 师资培训

在全体教师已掌握并开展 PBL/CBL课堂教学

多年的基础上，对全体教师开展微信辅助原教学模

式的培训，包括：①微信群的建立，微信中文字、图

片、视频、文件的传输方法等；②微信公众号的建立、

内容的推送及后台的维护等；③开展不定期的教研

室活动，研讨该方法的应用、拟推送内容的形式和范

围、问卷调查的制定、教学效果的评价等，以期全体

教师能熟练使用微信群和公众号，并确定 1名教师

负责微信公众号的创建和维护。

1.2 微信辅助PBL/CBL教学设计

（1）学生分组。平行开设 3个“中医学综合实

验”班，每个班随机分成 2组，形成 6个 PBL/CBL教

学班，每个教学班有11~12名学生，配备1名教师作

为PBL/CBL教学的导师。

（2）微信辅助 PBL/CBL 教学方法。在原有的

PBL/CBL教学模式及内容基础上，在课程前、后引入

微信群和公众号功能，以辅助 PBL/CBL教学，具体

安排见表1。
1.3 教学评价

4个教学单元结束时，开展学生无记名调查问

卷，对微信辅助PBL/CBL教学做出评价。问题包括

5个方面：①学生以往参与微信辅助 PBL/CBL教学

情况；②微信群作用：是否使师生、生生之间的互动

更便捷，是否可加速问题的解决？是否可增进师生

感情？③微信公众号作用：推送内容对课堂内容是

否有所拓展？对提高自主学习性以及完成课后作业

等是否有所帮助？④微信辅助本课程 PBL/CBL教

学的形式怎样，是否值得推广？⑤课后感想如何？

有什么好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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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教学实施情况

6个小班均按计划顺利完成教学工作。

2.2 问卷及回收情况

发放问卷调查 66份，回收问卷 66份，均为有效

问卷。

2.3 问卷调查结果

（1）学生以往参与微信辅助 PBL/CBL 教学情

况。以往参加过辅以微信群及公众号进行教学课程

的学生比例偏低，其中用过微信公众号的比例只有

16.5%，提示本课程为本校少数采用微信辅助教学

的课程之一，形式较新颖，具有特色。

（2）学生对微信群作用的评价。超过 95%的同

学认为微信群的使用使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交流

和互动变的更为便捷；98.5%的学生认为这有助于

课后问题的及时解决；通过微信群的交流和互动，有

88.3的学生认为师生感情得到加深。具体见表3。
（3）学生对微信公众号作用的评价。学生对微

信公众号推送的内容有助于课堂内容的拓展、自主

学习性的提高，以及课后作业的完成等的认可度较

高，分别为 77.4%、73.4%和 83.4%，但还有提升的空

间，这可能与推送的内容及频率、以及学生对内容的

关注度不同等有关。

（4）学生对微信辅助教学的形式及推广价值的

评价。学生对本课程采用微信辅助教学的形式认可

度非常高，达到 97.1%，且 95.4%的学生认为具有向

其他课程推广的价值。

（5）学生对微信辅助本课程教学的感想及建

议。在调查问卷中，大多学生认为本课程微信辅助

教学的形式新颖、有创意，微信群的使用充分有效地

利用了学生的碎片化时间，使课后师生的交流不受

时间和地点的限制，特别是一些课后不能与老师当

面讨论的问题得到及时解决，以及有助于课后作业

的完成，大大增进了师生之间的感情，提高了教与学

的效率。而公众号推送的内容比课堂口头表述更加

全面详细，能有效拓展知识面，可促进学生课后的自

主学习动力、加深学习的深度。

同时，学生们对此教学形式也给予了比较好的

建议，如教师可在微信群中多发一些相关知识的链

接，促进学习；希望课程结束后，公众号仍然保留，且

可开辟更多的模块和推送更多的内容；对推送的文

献资料可进一步整理、总结、并精简；内容中可增加

图像、动画，缩小文字比例，增强趣味性等。这些均

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完善课程建设，提高教学效果。

3 讨论

3.1 关于教师微信使用情况

微信虽然已经成为生活中非常便捷且重要的交

流工具，但因年龄、职业、职称等的不同，使用频率及

关注内容存在较大的差异。本次承担6个班级带教

的老师除 1人超过 40岁外，其余均 40岁以下，其中

教授、副教授、讲师各2人。他们均已熟练使用微信

群的各种功能且关注过多个不同的微信公众号，但

表1 教学形式与内容

教学单元

开课前

第一单元

第二单元

第三单元

第四单元

PBL/CBL教学内容

常规备课

PBL：教学方法介绍；介绍案例1
——某中药复方治疗原发性肝癌的实验研究

PBL：课后PBL课堂分享；介绍案例2
——移植瘤小鼠证候的发生、演变及兼证

1.PBL：课后PBL课堂分享；

2.案例教学：介绍案例3
——乙酰苯肼溶血性贫血造模小鼠证候属性、

演变，及不同治法方药疗效比较。

案例教学：课后案例学习课堂分享；案例所存

在的问题，针对性的假说与实验设计课堂讨论；

课程总结与评价；填写调查问卷

微信辅助教学内容

师资培训；创建微信公众号“ETCM在线”，并收集拟推送的素材。

1.各班建立师生微信群，课后交流互动，并发送下次课案例电子版供预习。

2.课后推送内容：

（1）CNKI检索方法。

（2）中医药不要惯性抵抗高新技术。

（3）中药研究中需要做细胞实验吗？

1.课后微信群互动，并发送下次课案例电子版供预习。

2.课后推送内容：

（1）沈自尹先生有关肾阳虚本质研究概览。

（2）美国医学博士培养的特点和启示。

（3）如何批判的阅读科学论文。

1.课后微信群互动。

2.课后推送内容：

（1）哈佛校长关于自然科学案例教学的思考。

（2）外文文献检索途径。

1.课后微信群互动。

2.课前推送内容：“开学了，你们准备好了吗？”

3.课后分析、总结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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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微信公众号的建立、维护及内容的推送不熟悉。

对此，我们推选 1名青年教师认真学习了微信官方

网站的“公众平台功能使用教程”，据此创建本课程

的公众号，并负责日常的维护和内容的推送，所推送

的内容则由所有带教老师教学讨论确定。通过实践

证明，各带教老师均有效地利用了微信的功能，各班

学生对此教学形式认可度较高，基本达到了教学目

标。

3.2 关于学生微信群互动及对推送内容的阅读

与课内 PBL/CBL教学中教师会有效引导那些

害羞、不善表达或表达欲望不强烈的学生进行发言

不同，学生课后在微信群的互动及对推送内容的阅

读是一种自主行为，受到学生个人因素的影响较大，

导致参与度和活跃度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如何调动

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如何选送精简、实用、且有趣味

性的内容至公众号中？学生的参与度和活跃度是否

作为课程的评价指标之一？这些都是后续应认真思

考并解决的问题。

3.3 关于中医学综合实验课程教学的不断发展

中医学综合实验是“实验中医学”（国家精品课

程、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系列课程之一，如何在教

学形式和内容方面不断提高和完善，是我们一直关

注的问题。在以往的教学中，我们已经尝试了PBL
教学、PBL/CBL结合教学等教学形式。最近，在我校

课程建设的资助下，我们开展了微信辅助中医学综

合实验PBL/CBL教学的探索。通过本项目的实践，

基本解决了以往师生课后互动少、即时交流障碍、成

果分享不及时，以及教学内容课外延伸不够等问题，

这对于提升我校中医学综合实验的课程教学水平，

进一步加强中医药人才的科研素质和能力具有重要

的意义。

（收稿日期：2017-03-01）

Survey report on PBL/CBL teaching assisted with WeChat in course of
TCM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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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eChat group of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of course of TCM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were applied in teaching unit of problem- based learning (PBL)/case- based learning
(CBL) 4 weeks before the course beginning. The purpose is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of PBL/CBL teaching assisted
with WeChat, and then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rom 73.4% to 98.5% of
students thought that PBL/CBL teaching assisted with WeChat in the course was helpful to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timely solution of problems, deepening of feelings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improvement of autonomous learning, completion of homework and extension of class content. There
were 97.1% of students affirm this teaching form and 95.4% consider it is worth popularizing.
Key words: TCM comprehensive experiment; WeChat; problem-based learning; case-based learning;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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