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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索联合Seminar模式的翻转课堂模式在健康服务与管理技能课中的应用。方法：选取四川省某

高校健康服务与管理本科生为研究对象，课程内容选取运动评估与干预，将学生随机分为对照组(39名，

采用传统教学模式)和试验组(40名，采用Seminar模式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进行教学，以学生对两种教

学模式的课程测试成绩、学生满意度进行教学效果评估。结果：联合Seminar模式的翻转课堂相较传统

教学模式更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课程测试成绩(P < 0.001)，且学生对团队Seminar模式的翻转课堂模式在

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知识和技能、锻炼沟通表达能力、增强团队协作精神、帮助内化知识及提高实际应用

能力、建构健康管理思维、提高人文关怀素养方面具有更高的满意度(P < 0.01)。结论：联合Seminar模
式的翻转课堂在健康服务与管理技能课中应用效果较好，能提升学生健康服务与管理基本技能和综合素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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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a flipped classroom model integrated with a seminar-based 
approach in the skills courses of Health Service and Management. Methods: Undergraduate students 
majoring in Health Service and Management at a university in Sichuan Province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participants. The course content focused on exercise assessment and intervention. Stud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n = 39,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l) and an experimental 
group (n = 40, seminar-integrated flipped classroom model). Teaching effectiveness was evaluated 
based on course test scores and student satisfaction with the two teaching models. Results: The semi-
nar-integrated flipped classroom model significantly improved students’ test scores compared to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l (P < 0.001). Additionally, students reported higher satisfaction with the 
seminar-integrated flipped classroom in promoting autonomous learning of knowledge and skills, en-
hancing communication and expression abilities, fostering teamwork spirit, facilitating knowledge 
internalization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constructing health management thinking, and enhancing 
humanistic care competency (P < 0.01). Conclusion: The seminar-integrated flipped classroom 
demonstrates favorable outcomes in skills courses for Health Service and Management, effectively 
enhancing students’ foundational skills and comprehensive competencies in health service and man-
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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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慢性病人群的增加等，个人、家庭、社会对于健康服务业的需求也急剧上升，

因此对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和数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健康服务与管理技能是针对健

康服务与管理专业学生实践技能训练所设置的一门专业必修课程，该课程知识面广，应用性强。课程主

要目的是通过结合理论和实操教学，奠定学生从事健康服务与管理科学研究的理论和技能基础，培养应

用型健康服务与管理人才。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学生要求具备健康服务与管理基本技能，同时也要求具

备应变能力、团结协作和沟通协调等基本素质[2]。传统健康服务与管理技能教学多采用课堂讲授、教师

演示、各项基本技能独立训练，课程知识零散、枯燥乏味以及灌输式教学导致学生学习主动性差，难以

锻炼学生沟通和协作能力、形成整体健康管理思维，不能获得知识、能力和情感体验[3]。 
翻转课堂是指学生在课前或课外提前自主学习，教师不占用课堂时间来讲授基本知识，而是为学生

进行答疑，即“先学后教”[4]。Seminar (研讨会)教学模式是学生就某问题与教师共同讨论的一种交互式

教学模式，在学习情境创设、知识生成、学习共同体构建等方面有着独有的实践价值，充分挖掘课堂参

与成员(学生和教师)的学理潜能[5]。Seminar 教学联合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为师生搭建了以解决实际问

题为导向的交流式的平台，特别适用于实习生教学。  
运用 Seminar 教学模式的翻转课堂在本科生实习教学中，即要求学生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提前主

动学习老师布置的实习主题，在实践中发现问题，通过师生研讨共同寻求答案。有助于培养学生主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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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的能力、理论与实践结合能力、培养发散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同时为本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提供

实践依据，并以此为基础对高等学校开展该模式教学改革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因此，本文将团队 Seminar
模式的翻转课堂应用于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技能课中，并探讨其对教学效果的影响。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选取四川省某高校 2019 级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 79 名学生为研究对象，随机选取其中 39 名学生为对

照组，另外 40 名学生为试验组，两组学生在性别、年龄、既往 2 年半平均学习成绩方面比较无明显差异

(P > 0.05)。 

2.2. 方法 

2.2.1. 教学内容 
以许亮文、关向东主编的《健康服务与管理技能》为教材，课程选择运动评估与干预。 

2.2.2. 对照组 
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模式，教师以多媒体讲授的方法对理论知识进行回顾，学生再根据教师提供案

例和任务，自行练习运动评估与干预技能，教师辅导解疑。 

2.2.3. 试验组 
试验组采用 Seminar 模式的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制定 Seminar 教学模式的翻转课堂模式的应用方

案(见图 1)。具体实施方案如下：1) 主题布置与课前准备：教师提前 2 周发布主题(如“老年糖尿病患者

的运动干预方案设计”)，并配套提供学习资源(教材章节、临床指南、案例分析视频)。学生需完成课前

自主学习，提交个人预习报告(包括知识要点总结及疑问清单)。2) 课堂组织与角色分工：学生授课：随

机抽取 2~3 名学生担任“主讲人”，通过 PPT 展示主题内容，结合案例分析进行讲解。小组研讨：学生

按 5~6 人分组，围绕预设问题(如“如何平衡运动干预的安全性与效果？”)展开讨论。教师巡回指导，记

录共性问题。师生深度研讨：全体集中，教师引导全班就共性问题进行辩论，鼓励学生提出就讨论主题

提出创新观点(如“虚拟现实技术在运动评估中的应用可行性”)。3) 教师引导策略：教师角色从“知识

传授者”转变为“研讨主持人”和“思维引导者”，具体策略包括：在讨论偏离主题时，通过提问(如“当

前讨论是否贴合患者实际需求？”)进行干预；对争议性观点，引入循证医学证据(如最新研究数据)辅助

分析；对内向学生采用“点名–补充”机制，确保全员参与。4) 总结与反馈：教师梳理知识框架，强调

重点(如运动风险评估的临床标准)，并针对学生表现进行个性化反馈。课后发布研讨实录及拓展阅读材料

供复习，并进行教学效果评价与教学反思，分析制约因素，进一步完善带教模式。 

2.2.4. 教学效果评定方式 
1) 学习效果测评 
通过课堂小测试评估两组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和内化效果。课堂小测试预留 8 min，共 10 道选择题(共

10 分)，其中 6 道为常规单选题，4 道为病例组型题。 
2) 学生满意度调查 
在课程结束后，两组同学填写不同教学模式的满意度调查表(见表 1)，评价内容包括不同教学模式在

提升课程学习的兴趣、自主学习知识和技能、团队协作精神、应变能力等维度的作用。每个维度由低到

高分别赋值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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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seminar-integrated flipped classroom 
图 1. Seminar 模式的翻转课堂的教学示意图 

 
Table 1. Questionnaire on satisfaction with the teaching mode of the health services and management skills course 
表 1. 健康服务与管理技能课教学模式满意度调查问卷 

题目 1 = 非常不同意，2 = 不同意， 
3 = 一般，4 = 同意，5 = 非常同意 

1) 课程教学模式激发了我对健康服务与管理知识的学习兴趣。  

2) 我能够通过课前自主学习掌握课程的核心知识与技能。  

3) 小组讨论活动有效提升了我的团队协作能力。  

4) 在案例分析中，我能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突发问题。  

5) 我能将课程内容(如运动干预方案)应用于模拟病例的实际操作中。  

6) 课程帮助我构建了系统的健康管理思维(如全流程评估与干预)。  

7) 通过案例分享，我的人文关怀素养(如患者沟通技巧)得到提升。  

8) 通过研讨发言，我的专业知识表达与逻辑组织能力得到锻炼。  

3.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21.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x s± 表示，两组学生课程测试成绩和学生满意度

比较采用 t 检验，P < 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4. 结果 

4.1. 问卷设计与检验 

满意度调查表基于 Kirkpatrick 模型设计，涵盖 8 个维度(学习兴趣、自主学习等)。采用 Likert 5 级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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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1 = “非常不同意”至 5 = “非常同意”)。信度检验：通过预调查(n = 30)计算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9，表明内部一致性良好；效度检验：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KMO = 0.82，Bartlett 检验 P < 0.001)，提

取 7 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解释率 76.3%，证实结构效度合理。 

4.2. 学习效果测评 

本研究结果显示，翻转课堂试验组学生课程测试成绩高于对照组(P < 0.05) (见图 2)。 
 

  
Figure 2. Comparison of test scores between the two student groups 
图 2. 两组学生随堂测试考试成绩比较 

4.3. 学生满意度调查 

实验组相较对照组，课程教学模式在激发学习兴趣、提高学习主动性、帮助内化知识及提高实际应

用能力、锻炼沟通表达能力、增强团队协作精神、建构健康管理思维、提高人文关怀素养等方面的满意

度更高(P < 0.05) (见表 2)。 
 
Table 2. Satisfaction survey results of the two student groups 
表 2. 两组学生满意度调查结果 

题目 对照组 试验组 P 

激发学习兴趣 3.722 ± 0.1694 4.667 ± 0.1136 0.0036 

提高学习主动性 3.684 ± 0.1851 4.654 ± 0.1229 0.0048 

提高知识内化能力 3.862 ± 0.0695 4.495 ± 0.0735 0.0008 

提高知识应用能力 3.561 ± 0.1619 4.698 ± 0.0809 0.0003 

增加团队协作能力 3.760 ± 0.1510 4.642 ± 0.0674 0.0018 

锻炼沟通表达能力 3.853 ± 0.1414 4.713 ± 0.0431 0.0011 

建立健康管理思维 4.188 ± 0.0640 4.603 ± 0.0614 0.0034 

提高人文关怀素养 4.042 ± 0.1053 4.539 ± 0.0875 0.0109 

5. 讨论 

本次教学实践采用了联合 Seminar 模式的翻转课堂，课前教师根据教学目标、内容等，提前布置主

题并提供相关参考资料，课程中由实习同学来主动授课讲解所学内容，联合师生研讨，所有学生均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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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提出问题，并提出各自的不同意见。最后带教老师全面总结这节课的内容，对重点和难点进行重新

阐述和指导。研究结果发现，团队 Seminar 模式的翻转课堂组理论测试成绩相较传统教学组更高。相较

传统教学模式组，联合 Seminar 模式的翻转课堂的试验组对课程教学模式具有更高的满意度。该模式不

仅能够促进学生课前对理论知识的自主学习和操作技能的反复练习，还能建构健康管理思维、培养团队

协作精神、帮助内化相关知识及提高实际应用能力；课堂上通过学生内化后主动讲解知识并进行师生研

讨，使学生能够实践健康管理全流程、锻炼沟通表达和应变能力。在课中和课后总结环节，学生作为专

家角色讨论发言，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通过生生互评、教师点评等帮助学生查漏

补缺、巩固知识，也能够推进“教、学、评”一体化。 
本研究发现，Seminar 模式的成功实施依赖于精细化主题设计与动态化教师引导。例如，在“运动干

预”主题中，通过引入真实患者数据，增强情景真实性。然而，部分学生反映课前准备耗时较长，未来

可尝试“阶梯式任务分配”(如基础组与进阶组任务)。此外，建议结合虚拟仿真平台(如 3D 健康管理沙

盘)弥补真实情景体验不足的缺陷。 
综上所述，联合 Seminar 模式的翻转课堂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模式，能更好地实现“学、习、

练”一体化，提升学生健康服务与管理基本技能和综合素质。在本次教学中也发现，一是学生和教师都

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进行课前准备，二是既往缺乏真实情景的体验，部分学生对撰写的情景剧本完整性

和真实性存在不足，因此如何将翻转课堂更加合理应用在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技能课中，是我们需要不

断研究和实践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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