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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E 理念教学法在生理学教学实践中的应用 

江慧  张文涛 

（鄂尔多斯应用技术学院  内蒙古鄂尔多斯  017000） 

【摘  要】目的：探讨分析OBE理念教学法在生理学教学实践中的应用效果。方法：此次研究对象，选择生理学就学医学生60例，

2023年月-12月，随机数字表法下分组，对照组30例接受常规教学，研究组30例则接受OBE理念教学，对两组教学效果

对比与分析。结果：研究组考试成绩均高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教学效果评估分，高于对照组（P＜0.05）；研究

组教学满意度评估分，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生理学教学中采取OBE理念教学法，可有效提高学生专业成绩，

加强教学效果，并获得较高的教学满意度，所具教学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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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OBE concept teaching method in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phys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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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OBE concept teaching method in physiology teaching practice. 

Methods：In this study，60 medical students were selected. From 2023 to December，under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30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teaching，and 30 cases in the research group received OBE concept teaching. The 

teaching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The test scores of the study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 <0.05）；the teaching effect assessment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 <0.05）；and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 <0.05）. Conclusion：OBE concept teaching method 

in physiology teaching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students' professional performance，strengthen teaching effect，obtain high 

teaching satisfaction，and have high teaching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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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学是高等医科大学的一门主要专业基础课，而实验

又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通过实验教学，不仅可以深化学
生的理论知识，还可以培养学生的基础操作、科学研究和创
新能力[1]。但是，传统的生理实验教学方法仍有许多弊端，
主要是以验证性实验为主，学生自主探究能力较差；教学方
式单一，主要是老师示范、学生模仿；在实验过程中，一些
学生的参与程度较低，等等。为解决上述问题，研究尝试将
成果导向教育（OBE）引入到生理实验教学中。OBE 强调“获
得”，强调学习的输出，也就是学习能否带来结果，强调知
识、能力和质量的综合和和谐发展[2-3]。本次研究，主要针对
OBE 理念教学法在生理学教学实践中的应用效果进行调查
和研究。详细内容见下文：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此次研究对象，选择生理学就学医学生 60 例，2023 年

月-12 月，随机数字表法下分组；对照组 30 例，有男性 17
例，有女性 13 例，年龄 18~21（19.45±1.13）岁；研究组
30 例，有男性 14 例，有女性 16 例，年龄 17~21（19.33±
1.15）岁；学生基础资料对比结果，具有可比性 P＞ 0.05。
患者提供相关研究文件。 

1.2 研究方法 
对照组 30 例接受常规教学：老师们会根据所教的内容，

使用多媒体来演示课件，并且提出一些问题，并且在课堂下
面给学生们布置一些有关的作业。 

研 究 组 30 例 则 接 受 OBE 理 念 教 学 ： 在 OBE
（Outcome-Based Education，基于成果的教育）理念的指导
下，人体生理学的教学可以深度整合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
以及系统生理学等多个领域，以确保教学内容和实践活动能

够全面满足专科护士和其他相关医疗专业人员的工作需求。
本修改案例将通过详细说明如何在人体生理学的教学中应
用 OBE 理念，尤其是在具体的生理学内容方面，进行课程
设计和实施。1）知识层次的扩展：在基本原理与理论方面，
除了基础的生物化学原理外，增加对重要生理过程如神经传
递、心血管功能、呼吸作用、肾脏功能及内分泌调节的深入
讲解。在基础技能与操作方面，引入生理学实验技术，比如
心电图（ECG）的读取和分析、血压测量和肺功能测试，以
及使用现代生理学实验设备的操作技能。2）素质层次的强
化：增加对学生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比如通过模拟病人案
例来练习诊断和治疗过程中的决策制定。在沟通与交流方
面，通过组织学生参与模拟医患对话、跨专业团队合作等活
动，强化其在真实医疗环境中的沟通能力。对于分析问题与
资料分析，引入基于真实病例的数据分析练习，教授如何使
用统计软件来分析临床试验数据。3）素养层次的提升：鼓
励学生通过参与在线论坛、撰写研究报告等方式，提升自我
学习能力和科学研究能力。通过团队项目和案例研究，强化
团队精神和人文素养，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和同情心。4）
在教学过程中的具体应用：①课程内容与流程的设计：根据
OBE 理念，逆向设计课程，明确每个模块的学习成果。在
生理学的探究式实验中，加入对心脏、肺、肾脏等重要器官
功能测试的实验设计，让学生通过实际操作来深入理解这些
生理过程。②教学过程的优化：在课前通过 SPOC 和精品课
程平台，提供涵盖广泛生理学理论和操作视频的微课件，使
学生能够做好充分的课前预习。在课堂上，通过分组讨论和
实验，促进学生的主动学习和深入理解。③评估与反馈：课
后，通过学生的实验报告、小组展示以及定期的理论和操作
测试，评估教学目标的完成程度。针对不足之处，提供个性
化反馈和辅导，确保学生能够达成课程目标。 

1.3 研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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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课堂测试、章节测试及最终测试结果进行比较。在
教学考核中，以学生在课堂上的实际操作及平时的任务为依
据；每个章节的考试分数都是以章节考试的平均分数计算；
在最终的测试中，客观题目的分数分别为 60%和 40%[4]。 

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对两个班级的师生进行了满意程
度的测试。该量表包含 6 个构面，每一个构面都有 10 分，
得分愈高，说明教师对自己的教育工作的满意程度愈高[5]。 

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表，对两个班的学生进行了测评。
该量表由 7 个方面组成，每一个都是 100 分，分数较高表明
他们对教育工作的满意度较高[6]。 

1.4 统计学分析 
本次选择统计学软件 SPSS 21.0 作为数据处理工具，其

中计数资料表示为（%），检验为 2x 计算；计量资料表示为
（ sx  ），检验为 t 计算，P＜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两组考试成绩对比 
表 1 中，研究组考试成绩均高于对照组（P＜0.05）。 

表 1  两组考试成绩对比调查表（分 sx  ） 
项目 课堂测试成绩 章节测试成绩 期末考试成绩

研究组（n=30） 74.12±6.25 82.45±6.11 85.46±6.26
对照组（n=30） 64.52±6.15 75.46±5.13 74.82±6.45

t 值 6.5682 5.9982 8.4582 
p 值 P＜0.05 P＜0.05 P＜0.05 

2.2 两组教学效果评估分对比 
表 2 中，研究组教学效果评估分，高于对照组（P＜0.05）。 
2.3 两组教学满意度评估分对比 
表 3 中，研究组教学满意度评估分，高于对照组（P＜

0.05）。 
表 2  两组教学效果评估分对比调查表（分 sx  ） 

项目 激发学习兴趣 提高学习效率 提升学习主动性 提高专业认知水平 拓展思维 理论联系实际 提高自信心
研究组（n=30） 88.56±6.25 87.46±6.28 87.65±6.45 89.05±6.56 87.82±6.12 90.45±6.56 92.56±6.89
对照组（n=30） 75.46±6.25 74.82±7.01 75.11±6.98 76.25±6.45 74.82±7.45 80.46±6.12 80.45±6.21

t 值 12.4528 12.5991 10.4582 12.4821 10.4505 10.6626 11.4582 
p 值 P＜0.05 P＜0.05 P＜0.05 P＜0.05 P＜0.05 P＜0.05 P＜0.05 

表 3  两组教学满意度评估分对比调查表（分 sx  ） 
项目 课程资源 教学模式 教学内容及设计 考评体系 教学效果 教师专业素质

研究组（n=30） 8.18±1.55 8.46±1.78 8.75±1.74 8.61±1.46 8.88±1.82 8.56±1.46 
对照组（n=30） 6.65±1.25 6.82±1.45 7.02±1.55 7.45±1.48 7.03±2.05 7.17±1.45 

t 值 6.5682 5.9928 6.4582 6.0857 6.1182 5.7815 
p 值 P＜0.05 P＜0.05 P＜0.05 P＜0.05 P＜0.05 P＜0.05 

3.讨论 

生理学是研究人体生命活动规律，阐明人体各组织、各
组织、各组织的作用和机理，是每一位医科大学生必须掌握
的一项基本的医学基础课。在学生完成了解剖和组织胚胎学
之后，还要学习生理学。此时学生尚没有深入地了解药物学、
病理生理学和内科学等方面的知识，因此对一些生理知识的
理解比较困难[7]。临床上的案例是非常复杂和多样的，在进
行诊疗时，要将各种专业的知识相互结合，大部分的同学都
会感到困惑、迷茫等现象，从而大大降低了他们的学习积极
性。 

OBE 是一种以学习输出为导向的教育模式，它是一种
以学习成果为导向的教育模式。在 OBE 教育体系中，教育
工作者应该明确地预测出他们所要具备的素质和程度，并设
法为他们的学生提供合适的教学架构[8]。在 OBE 的指导下，
在进行生理学课程设计时，必须明确学生在完成一门课程或
一门课程后，所应具备的素质。这就要求老师在进行教学流
程的设计时，要综合考虑到学生的实际状况，并对课程的内
容和教学进行更加详细的计划。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下，学生
的参与性很差，大部分的课程都是由老师来完成的。这种教
学方式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而且在对重点内容进行解
释时，也很难加强对其的了解，所以，这种方式的教学效果
并不是很好[9]。在 OBE 教学思想指导下的教学方式，老师
们可以选择和选择一些重要的东西，并且在解释的时候，还
会用大量的例子来解释和设计一些问题，这样可以让同学们
在课堂上更加积极地投入。将 OBE 教学思想引进到生理学
的教学中，可以使学生的求知欲得到很好的提高[10]。老师们
可以让学生们对自己所学的知识进行梳理，然后自己去寻找

下一节课的问题，从而提高他们的学习能力。老师可以用一
些医学案例来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课程的内容，让他们有一
种自己的专业认同，把它转变成一种内部的力量，这样就可
以更好地融入到课堂中去，提高教育的质量。 

研究结果，研究组考试成绩均高于对照组（P＜0.05）；
研究组教学效果评估分，高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教
学满意度评估分，高于对照组（P＜0.05）。传统的教学模式
存在着以教师为中心、师生互动少等问题，教学效果不佳等
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教育方式，在 OBE 的
基础上，在 OBE 的基础上，教师与学生的交流更加频繁，
利用网络平台、微信群组答疑，能够让老师和学生师们的距
离得到很好的解决。在进行分组的时候，还能对课堂上的知
识做一个总结，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自己所学的内容，从而
提升了学生的学习效果，因此，学生对这种教育方式的满意
度比较高[11]。在 OBE 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混合教学，不仅能
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增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拓宽学
生的理论思路，使学生能够将理论与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
从而提升他们的教学质量。在 OBE 思想下的混合教育中，
对老师们有着更高的职业需求，同时也对他们掌握课堂的能
力也有着更高的需求。老师们除了要在课上指导他们，而且
还必须在课之前将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公布出来，让学生能够
更好地进行自学。以 OBE 为基础理念的教育方式，主要是
通过课前、课中、课后三个阶段来进行，它可以让同学们积
极地去学习，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知识，老师们会在上课的
时候给他们讲一些难点知识，并根据他们的课前预习来进行
有针对性的教育，这样才能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理解教学中
的要点，并且能够让他们自己去思考[12]。在 OBE 思想下的
混合教育方式下，在课堂上将有关的教学课件和考试发给学
生，让他们在课堂上进行独立的学习，并让他们自己去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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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关于生理方面的信息，让他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和掌握生
理方面的知识，因此，老师们对这些学生的评估也比较高。 

综上所述，生理学教学中采取 OBE 理念教学法，可有

效提高学生专业成绩，加强教学效果，并获得较高的教学满
意度，所具教学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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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至关重要。 

传统健康教育模式往往侧重于单向的信息传递，缺乏互
动性和个性化指导，导致受检者在理解和接受上存在一定的
障碍，使受检者的自我护理水平和依从性不高。体验式健康
教育作为一种新兴的健康教育模式，其强调通过模拟场景和
自我体验的方式，让受检者更直观地了解疾病知识，从而增
强其自我管理能力，同时受检者的焦虑情绪得到了有效缓
解，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态度更加积极乐观。而思维导图法则
是一种有效的思维工具，可以帮助受检者整理和梳理复杂的
信息，从而更直观地理解和记忆复杂的知识点。最后，通过

定期的跟进和评估，确保受检者能够持续地进行自我管理和
监测。将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不仅可以构建完整的肺部健
康知识框架，还能帮助受检者明确疾病管理的要求和方法，
进而激发他们的自我效能，促进自觉的自我健康管理。 

经过研究对比发现，体验式健康教育联合思维导图法在
健康体检肺结节受检者中的应用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不仅
能够帮助受检者提升自我管理行为，还能提高受检者的复查
的依从性，并降低复查受检者病情不良进展率，值得临床推
广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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