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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课堂”结合 PBL 模式在头颈肿瘤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秦恒,惠明旭,唐施艳,范辉,廖雪阳,刘露莎

(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肿瘤放射治疗科,桂林　 541199)

摘要　 本文旨在探究“雨课堂”结合基于问题的学习(PBL)模式在头颈肿瘤教学中的实际运用成效。 选取桂

林医学院 2021 级临床本科班学生 64 名,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32 名,观察组采用“雨课堂”结合

PBL 模式,对照组采用传统讲授式教学模式。 通过量化指标与质性评估的方法比较两组学生的学习成绩;通
过问卷调查测评教学效果及学生对教师授课的满意度。 结果显示,观察组的理论成绩和实操技能成绩优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学生中认为教学模式有利于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能够强化病例

分析能力、有助于提升理论知识、能够激发学习兴趣的例数比对照组多(P<0.05);观察组对教师的教学态度、
教学内容设计、教学质量以及教学总体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P<0.05)。 据此得出结论,“雨课堂”结合 PBL
模式在头颈肿瘤教学优于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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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effect of ″Rain Classroom″ combined with PBL teaching method
in the teaching of head and neck tumors

QIN Heng, HUI Mingxu, TANG Shiyan, FAN Hui, LIAO Xueyang, LIU Lusha
(Department of Tumor Radiotherapy,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ilin Medical University, Guilin 541199, China)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effectiveness of the ″Rain Classroom″ combined with problem-based
learning(PBL)teaching method in the teaching of head and neck tumors. 64 clinical undergraduate students from the
2021st grade of Guilin Medical Universit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n observation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with
32 students in each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used the ″Rain Classroom″ combined with PBL teaching

method,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ere used the traditional lecture based teaching method.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
of two groups was compared by quantitative index and qualitative evaluation, and the teaching effect and the
satisfaction with the overall teaching effect were evaluated by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kills scor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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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5). More stud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believed that the teaching

method was beneficial for cultivating self-learning ability, strengthening case analysis ability, improving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stimulating learning interest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higher satisfaction with teachers′ teaching attitude, teaching content design, teaching quality and overall teaching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Based on this,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Rain Classroom″ and

PBL teaching method is superior to traditional lecture based teaching method in the teaching of head and neck

tumors.

Keywords: head and neck tumors; rain classroom; problem based learning; teaching effect

　 　 在 21 世纪的医学教育体系中,头颈肿瘤教学是

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教学质量直接影响未来医

学人才在这一领域的诊疗能力和创新潜力。 随着肿

瘤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医疗技术的快速发展,头颈

肿瘤的治疗策略日益复杂化和个体化,这对医学教

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培养具备扎实理论基础、

卓越临床技能及良好批判性思维的医学人才。 头颈

肿瘤作为一类涉及多个学科交叉的疾病,其诊疗需

要综合运用解剖学、病理学、影像学及临床治疗学等

多方面的知识[1-2]。 传统的头颈肿瘤教学模式虽然

在一定程度上为学生构建了坚实的知识框架,但是

往往侧重于理论知识的传授[3],而忽略对学生临床

思维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难以满足当前医

学教育对高素质医学人才的需求。 本研究旨在探索

“雨课堂” 结合基于问题的学习 ( problem based

learning,PBL)模式在头颈肿瘤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设计

选取桂林医学院 2021 级临床本科 1 班的 64 名

学生,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32 人。 观察组采用“雨课堂”结合 PBL 模式,对照组

采用传统讲授式教学模式。 观察组男 18 人,女 14

人,平均年龄 ( 20. 5 ± 0. 5) 岁,入学摸底平均成绩

(81.88±7.64)分;对照组男 16 人,女 16 人,平均年

龄(20.6±0.5)岁,入学摸底平均成绩(82.91±5.70)

分。 两组学生性别、年龄、入学摸底成绩及基础知识

水平相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

性。 实验前,对观察组的教师进行 PBL 模式和“雨

课堂”平台使用培训,确保教学实施的一致性和有效

性。 为实验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进行过程监控,在教

学过程中定期收集学生的学习反馈和教师的教学日

志,及时调整教学策略。

1.2　 教学实施

观察组采用“雨课堂”结合 PBL 模式。 课前准

备:教师在“雨课堂”平台上发布预习材料,包括头颈

肿瘤的基础知识、临床案例和思考问题,引导学生提

前预习并思考相关问题。 课堂教学:采用 PBL 模式,

学生分组讨论预习中遇到的问题,教师作为引导者,

适时提供必要的指导和支持。 利用“雨课堂”平台的

互动功能,如投票、抢答、讨论区等,增加课堂互动性

和学生的参与度。 课后巩固:学生在“雨课堂”平台

上完成作业和测试,系统即时反馈成绩和解析,帮助

学生巩固所学知识。 同时,教师可根据平台数据了

解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个性化辅导。

对照组采用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模式。 教学流程

为课前预习、教师讲授、学生听讲,辅以课后作业和

测试巩固知识。

1.3　 数据收集

①学习成绩:通过理论考试成绩、实操技能考试

成绩来评估学生的学习效果。 ②教学效果评估:采

用自编的《头颈肿瘤教学效果问卷》,包括是否有利

于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是否能够强化病例分析能

力、是否有助于提升理论知识、是否能够激发学习兴

趣等 4 个维度。 该问卷经过专家评审和预测试,确

保其内容效度和信度。 ③学生对教师授课的满意

度:教学周期结束后,进行对教师授课的满意度调

查,问卷包括对教师的教学态度、教学内容设计、教

学质量的评价。 学生匿名填写完毕后,由研究人员

统一收回并进行数据录入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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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7.0 统计软件分析数据,计数资料以

样本量 n、样本量占比(%)表示,采用 χ2检验;计量

资料以(�x±s)表示,采用 t 检验。 P<0.05 表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学生成绩

为深入探究“雨课堂”结合 PBL 模式在头颈肿

瘤教学领域的实际效果,教学周期结束后,分别对两

组学生进行标准化的理论考试与实操技能考核。 理

论考试内容涵盖头颈肿瘤学的基础理论、临床表现、

诊断方法及治疗原则等方面;实操技能考核则侧重

于学生的临床操作技能、病例分析能力及团队合作

能力。 实验结束后,观察组的理论成绩及实操技能

成绩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

如表 1 所示。

表 1　 两组理论、实操技能考试成绩比较

组别 n /例
理论考试

成绩 /分
实操技能

考试成绩 /分

观察组 32 85.84±3.21 79.88±4.13

对照组 32 80.47±5.17 75.69±6.12

t 6.457 3.373

P <0.05 <0.05

2.2　 教学效果评估

为全面评估“雨课堂”结合 PBL 模式和传统教

学模式在头颈肿瘤教学中的应用效果,以问卷调查

的形式评估教学效果。 结果显示,观察组选择有利

于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能够强化病例分析能力、有

助于提升理论知识、能够激发学习兴趣等选项的例

数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

如表 2 所示。

表 2　 两组教学效果比较

组别 n /例
有利于自主学

习能力的培养

肯定例数 /例 占比 / %

能够强化病例

分析能力

肯定例数 /例 占比 / %

有助于提升

理论知识

肯定例数 /例 占比 / %

能够有激发

学习兴趣

肯定例数 /例 占比 / %

观察组 32 25 78.13 28 87.50 27 84.38 26 81.25

对照组 32 17 53.13 19 59.38 20 62.50 18 56.25
χ2 4.432 6.488 3.924 4.655

P <0.05 <0.05 <0.05 <0.05

2.3　 学生对教师授课的满意度

学期末进行了学生对教师授课的满意度调查,

观察组学生对教师的教学态度、教学内容设计、教学

质量以及对教师授课的满意度均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两组对教师授课的满意度比较

组别 n /例
教学态度

满意例数 /例 占比 / %

教学内容设计

满意例数 /例 占比 / %

教学质量

满意例数 /例 占比 / %

对教师授课的满意度

满意例数 /例 占比 / %

观察组 32 27 84.38 26 81.25 29 90.63 29 90.63

对照组 32 19 59.38 17 53.13 19 59.38 21 65.63
χ2 4.947 5.741 8.333 5.851

P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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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医学教育方法的创新带

来了无限可能。 “雨课堂”作为智慧教学工具的代

表,凭借其强大的互动功能、便捷的操作体验和丰富

的教学资源,为医学教育方法的变革注入了新的活

力[4]。 通过“雨课堂”,教师可以轻松实现课前资料

的推送、课中的实时互动与反馈以及课后的个性化

辅导,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教学效率和学习效果[5-6]。

“雨课堂”不仅能丰富教学手段,提升学生的学习兴

趣,还能够实时反馈学生的学习情况,帮助教师及时

调整教学策略[7-8]。 另一方面, PBL 模式在医学教

育中已被广泛认可[9],PBL 模式强调以学生为中心,

通过解决实际问题来学习知识和技能,有助于培养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10-11]。 “雨课堂”结合 PBL 模

式可以进一步发挥两者的优势,为头颈肿瘤教学提

供更为高效、更具互动性、更加个性化的教学方法。

将“雨课堂”的便捷高效与 PBL 模式的问题导向相

结合,两者相辅相成,能够形成强大的学习驱动力。

一方面,“雨课堂”为 PBL 模式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

和互动平台,使得问题的探讨更加深入和广泛;另一

方面,PBL 模式的问题导向性又促使学生在“雨课

堂”平台上更加积极地寻求答案,参与讨论,形成良

性循环。 这种教学模式的变革,不仅能够帮助学生

更加全面地掌握头颈肿瘤的相关知识,还能够激发

他们对医学科学的兴趣和热爱,为未来的临床实践

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头颈肿瘤教学中,采用“雨课堂”结合 PBL 模

式后,取得了一系列显著的教学成果。 首先,从学习

成绩的角度来看,采用“雨课堂”结合 PBL 模式的学

生在头颈肿瘤相关知识的理论考核中取得了更高的

成绩,验证了该教学模式在提升学生基础知识掌握

方面的有效性。 “雨课堂”凭借丰富的教学资源和强

大的交互性,为学生们创造了一个既方便又高效的

在线学习环境[12];同时,PBL 模式鼓励学生围绕具

体问题开展自主研究,加深了他们对知识点的理解。

这两种方法相互补充,共同促进了学生对于头颈肿

瘤领域知识的全面了解[13]。 其次,在临床实操技能

方面,“雨课堂”结合 PBL 模式也展现出其独特的优

势。 通过模拟真实的临床情境,引导学生分析问题、

提出假设、寻求解决方案,有效地培养了学生的临床

思维能力。 具体而言,“雨课堂”结合 PBL 模式有效

激发了学生的主动探索精神,提高了学习效率,并显

著增强了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解决实际临床问题

的能力。 “雨课堂”具备即时反馈机制以及强大的数

据分析功能,这有助于教师快速准确地把握每位学

生的学习进度,并根据需要作出相应调整。 该教学

模式不仅加强了学生的批判性思考技巧,也提升了

他们将理论应用于实践中解决问题的能力。

学生们普遍认为,结合“雨课堂”与 PBL 模式既

生动又富有趣味,能有效激发他们对学习的热情与

主动性。 利用实际案例或虚拟情境、丰富的多媒体

材料以及快速响应系统,营造了一个愉悦的学习环

境,增加了学习的乐趣。 在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方

面,通过 PBL 模式,学生被置于问题的中心,需要自

主收集资料、分析问题并寻找解决方案,这种主动式

的学习方式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动力,还锻炼了

他们的独立思考和问题解决能力。 PBL 模式借助真

实或仿真的医疗案例,指导学生进行疾病诊断、治疗

方案设计及疗效评价等环节。 此外,“雨课堂”提供

了丰富的多媒体教学内容和交互式工具,使得学生

能够在线多次回顾病例研究过程,从而更好地消化

吸收相关知识。 值得注意的是,在将 PBL 模式与

“雨课堂”相融合的教学框架下,对于基础理论的教

学并未受到削弱。 相反,由于理论与实践案例紧密

相连,使得抽象的概念变得更加直观易懂。 当学生

们参与到病例讨论时,可以应用已掌握的专业知识

以解决面临的挑战。 这种方式促进了理论与实践的

有效结合,既巩固了基础知识,也提升了实际操作

技能。

此外,学生对“雨课堂”结合 PBL 模式的满意度

较高。 观察组学生在教学态度、教学内容设计、教学

质量以及对教师授课的满意度等多个维度上均优于

对照组,这种将“雨课堂”与 PBL 模式相结合的教学

方式,通过全面改进课程规划、增强师生间交流以及

重视每位学生的独特需求,证明了其在提高教育质

量和增加学生满意度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尽管“雨课堂”结合 PBL 模式在头颈肿瘤教学

领域展现出了诸多优势,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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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教学模式还存在一些局限性。 首先,技术门槛相

对较高。 一些教师需要投入额外的时间和精力学习

“雨课堂”的操作[14],学生同样需拥有基本的电脑技

能才能有效地参与到在线活动中来。 其次,如何持

续提供高质量且最新的教育资料也是难题[15-16]。 另

外,不同个体之间存在着自我管理学习的能力差异,

这可能会造成最终的学习成果有所偏差[17]。 有些

学生能快速适应新型的教学方式,但也有一部分学

生由于缺少足够的自制力或者积极性不足,从而无

法紧跟课程安排[18]。

4　 结论
“雨课堂”结合 PBL 模式在头颈肿瘤教学中展

现出了显著的教学效果。 它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基

础知识掌握和临床思维能力,还能够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积极性,提高教学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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