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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基于优慕课平台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在高职口腔医学技术专业口腔数字化课程教学中
的应用价值。方法： 选取北京卫生职业学院五年制口腔医学技术专业 2020 级 35 名学生为观察组，2019 级 35 
名学生为对照组。分别采用传统教学模式和基于优慕课平台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开展教学活动。比较两组学生的
课程总成绩、参与度和评教结果等。结果：观察组学生平时成绩、期末技能实操考核、素质评价成绩高于对照组，
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3.168，t =3.876，t =3.932；P <0.05)；观察组学生教学活动的完成率、参与频次优
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4.906，t =4.306；P<0.05)；观察组学生自我价值评价个人技能、方法
能力、内驱力、职业素养评分好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 =3.171，t =4.843，t =4.512，t =5.769；
P<0.05)。结论：基于优慕课平台的混合式教学设计能有效地解决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和学习效果，在口腔医学技术专业口腔数字化技术课程教学中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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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the blended teaching mode based on the high-
quality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OOC) platform V8 in the teaching of oral digital course of stomatology 
technology specialty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Methods: Select 35 students of the five-year stomatology 
technology major of the Beijing Health Vocational College in 2020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35 students of 
the 2019 level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mixed teaching mode based on high-quality MOOC V8 were adopted 
respectively. Compare the total course scores, participation and teaching evaluation results of the two groups of 
students. Results: The stud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had higher scores in daily performance, final skill practice 
examination and quality evaluation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groups(t=3.168, t=3.876, t=3.932; P<0.05); The completion rate and participation frequency of the stud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ups(t=4.906, t=4.306; P<0.05); The scores of self-worth evaluation of individual skills, method ability, internal 
drive and professional quality of stud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groups (t=3.171, t=4.843, t=4.512, t=5.769; P<0.05). Conclusion: 
Teaching design based on blended teaching mode based on UMOOC V8 in the course of oral digital technology can 
effectively solve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eaching, improve students’ enthusiasm and learning effect, improve the 
overall level of course construction, and has a high application value in th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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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口腔数字化技术是口腔医学技术专业重要的专

业核心课程之一，其授课对象为口腔医学技术专业

高职五年制三年级学生。学生已具备一定的专业知

识与技能基础，已完成口腔解剖生理学、牙体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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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功能、固定义齿修复工艺技术等课程学习。学生

对数字化口腔工艺岗位工作具有较高的学习兴趣，

具有较好的信息化计算机软件使用基础以及较强的

数字化技术学习接受能力。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口

腔数字化印模技术、各类口腔修复体的计算机辅助

设计及制作工艺技术，旨在培养学生掌握熟练的口

腔数字化岗位操作技能，同时具有团队协作、严谨

认真、开拓创新的职业素养，以适应现今口腔行业

数字化飞速发展对数字化应用型人才的需求 [1-3]
。

本课程传统教学方法以教师讲解授课为主，虽

然数字化软件的操作具有一定的教学互动性，但由

于高职学生自律性、专注力、行动力较薄弱，如何

在前期已开展的项目化整合及课程资源建设等教学

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优化教学模式，提升教

学质量，对于高素质实用型高职口腔医学技术数字

化人才的培养有着重要意义。在“互联网 +”的时

代背景下，基于终端设备及网络的新兴教学模式给

传统教学带来了冲击，5G 技术的成熟及硬软件功能

的逐步完善为线上教学提供了技术支持，使得线上

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广泛应用成为大势所趋 [4]
。

混合式教学模式（blended learning）是指综合

运用不同的学习理论、不同的技术和手段以及不同

的应用方式方法来实施教学的一种策略组合 [4,5]
，

将传统课程的面对面教学与融合多媒体的在线学习

（E-learning）相结合，融合各自优势的基础上，

充分利用数字化在线教学资源及大数据采集统计分

析技术，充分发挥线上教学学生为主体的主动性及

创造性，弥补了传统教学模式的教学形式单一、教

学时空受限、教师讲授为主、数据分析低效的诸多

弊端 [6]
。

“慕课”是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教育平台的

简称。混合式教学推进过程中，大批基于“慕课”

概念的优秀的互联网在线教学交互平台涌现，如

优慕课、雨课堂、云班课、人卫慕课、智慧职教

等 [7-12]
，与传统教学相结合走进医学课堂。其中，

优慕课网络教学平台功能覆盖教学全过程，包括

课程管理、资源准备、活动设计、课程建设和统

计分析等。教师使用优慕课网络平台进行课程建

设时，可将教学内容按章节知识点构建“单元学习”

模块，将教学相关文档、图片、视频等各类资源

上传至“课程资源”模块中。平台设有“课程活

动”模块，包括课程作业、答疑讨论、在线测试、

课程问卷等，辐射教学各环节，可有效辅助教师

进行课程组织管理。

本研究通过构建基于优慕课平台的线上线下混

合式教学模式下的课程教学实施策略，制定相应的

课程教学流程及考核评价体系，构建课程建设和改

革创新的有效路径，探讨其在高职口腔数字化技术

课程教学实践中的应用价值。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北京卫生职业学院 2019 级和 2020
级口腔医学技术专业五年制学生作为教学研究对

象。其中 2019 级共 35 名学生为对照组，采用传统

教师课上讲解的教学模式开展教学，2020 级共 35
名学生为观察组，采用基于清华优慕课平台的线上

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开展教学，从总成绩、参与度、

评教结果等方面对两组学生进行比较。两组学生的

性别、年龄、生源构成比、基础课成绩及任课教师

的年龄、职称、实训设施等资料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P>0.05），具有可比性。

2.2 研究方法

2.2.1 对照组教学方法

课前环节：教师通过微信学习群发布课程预习

内容及微课、导学单等学习资源。学生提前完成口

腔数字化技术相关微课学习，熟悉并总结项目操作

流程并绘制思维导图。

课中环节：以教师讲解结合规范操作示范为

主，组织开展学生实训练习、答疑纠错、考核评价

等环节。教师针对教学重难点进行讲解示教，利用

3shape 口腔设计软件真实示教呈现全冠数字化设计

流程，实训练习主要包括建单扫描、数字化设计、

质量控制、排版、切削等内容，并按照项目考评标

准进行考核评价。

课后环节：教师通过 PPT 及学习群发布课程

作业任务，线下进行答疑辅导。

2.2.2 观察组教学方法

学前摸底：教师在优慕课平台发布学情调研问

卷及知识清单，围绕课程教学内容采集学生知识及

能力基础信息。通过信息数据反馈，学生自我审视，

剖析个人优劣势；结合知识清单，审视知识技能储

备，及时在学前查漏补缺。调动学生自我驱动，培

养自审分析的良好思维模式。教师将调研数据与上

一级班级进行对比，在原教学策略的基础上进行有

针对性的调整优化、因材施教，局部调整，使其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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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本级学生的个体情况。

课前环节：发布微课视频、临床真实典型病例，

通过三维飞讯数据健康管理平台呈现设计数据，组

织学生开展自主学习。

其中，牙体解剖形态知识、牙体形态雕刻技术

是项目任务学习和训练的基础。通过优慕课平台发

布任务，包括在线测试、思维导图、微课学习等，

根据完成情况，教师及时调整教学策略，向学生明

确考核标准及分组任务流程，做好课前准备工作，

为教学实施奠定基础。

课中环节：根据课程平台前期自学任务评价

结果，选取优秀的思维导图及小组汇报作品进行

展示并进行点评，调动学生的自主学习积极性。

教师结合之前发布的融合数字化设计工作岗位情

景及临床真实病例，利用 3shape 口腔设计软件真

实示教操作流程，从订单建立、数据扫描、形态

设计、质量控制、排版、扫描各环节组织学生开

展训练。

借助优慕课项目化教学功能，教师入组完成示

教 3shape 软件操作并辅导、汇总共性问题、小组

内操作评价。教师依次进入各讨论组旁听指导，待

环节结束返回主课堂。学生依次汇报点评组内训练

或讨论情况，汇总疑点难点，教师集中答疑点津。

教学环节突出学生主体，提高项目教学效率，并通

过 pollev.com 平台发布总结项目实践操作要点的任

务，内化梳理技能要点。组内同学完成各小组对小

助教的综合素质评价，教师评价总结。

课后环节：教师在优慕课平台发布练习作业病

例模型数据，同时创建答疑讨论区。在技能强化层

面，分析典型共性问题，展示优秀作品；在方法提

升层面，组织平台在线交流研讨，分享学习经验，

注重学生能力的提升和课程思政内容的再渗透。强

化知识体系意识，设置拓展任务有余力的学生完成

拓展任务，引导学生拓展思考，构建课程及专业知

识体系，同时给学生在线上提供拓展资源，开阔专

业视野，增加专业认同感。

2.3 研究评价指标

2.3.1 课程总成绩

课程考核总成绩评价组成包括平时成绩 30%、

期末实操考核 70%，对照组与观察组采用相同的方

案及标准进行考核。其中，平时考核从课堂学习行

为、教学活动参与、过程性训练评价三方面进行评

价；期末实操考核选取病例库数据进行修复体设计，

参照全国口腔技能大赛数字化赛项评分标准进行评

分，以百分制计。

2.3.2 教学活动参与度

教师分别对两组学生的活动参与度进行评价，

教师评价内容包括教学活动的完成率、课堂活动

的参与频次、线上测试成绩，采用电子问卷进行

调研。

2.3.3 学生自我价值评价

发布学生自我价值评价电子问卷调查，内容包

括个人技能掌握、方法能力提升、内驱力优化、职

业素养维度，每项 20 分。

2.4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学软件 SPSS19.0 对两组研究数据进

行对比分析，评价指标为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

准差（x±s）表示，组内数据符合正态分布采用独

立样本 t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两组课程总成绩比较

观察组学生平时成绩、期末技能实操考核、素

质评价成绩分别为（24.63±3.34）分、（62.30±3.42）
分、（86.93±6.66）分，对照组分别为（20.29±3.38）
分、（56.47±3.93）分、（76.76±6.00）分，组间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t=3.168，t=3.876，t=3.932；
P<0.05）（表 1）。

表 1 两组课程教学目标达成度比较 ( 分，x±s )

组别 平时成绩测试 期末技能考核 素质评价

对照组 20.29±3.38 56.47±3.93 76.76±6.00

观察组 24.63±3.34 62.30±3.42 86.93±6.66

t 值 3.168 3.876 3.932

P 值 0.004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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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两组学生教学活动参与度比较

观察组学生教学活动的完成率、参与频次分别

为（95.74±2.19）%、（24.84±1.89）次，对照组分

别为（86.78±5.94）%、（19.87±3.52）次，组间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t=4.906，t=4.306；P<0.05）（表 2）。

3.3 两组学生自我价值评价比较

观察组学生自我价值评价个人技能、方法能力、

内驱力、职业素养评分分别为（15.89±1.94）分、

（16.29±1.52）分、（15.47±1.67）分、（16.90±1.41）
分，对照组分别为（12.91±2.62）分、（12.94±1.85）
分、（12.08±1.99）分、（13.18±1.74）分，组间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t=3.171，t=4.843，t=4.512，
t=5.769；P<0.05）（表 3）。

4 讨论

4.1 个性化平台模块设置，贴合教学实际 
需求

混合式教学模式可融合线上及线下教学的各自

优势，自定义组合教学策略，能够更加贴合不同课

程的教学实际需求 [13]
。优慕课在线教学平台可根

据教师需求设置个性化栏目，教学资源库模块可搭

载包括视频、图片、文档等多种形式的教学资源，

以便教师教学中引用分享；播客单元模块可引用资

源库中以视频图片为主的可视化素材，构建项目化

所见即所得的学习资源，可系统、直观、便捷地引

导学生进行线上自主学习；教学活动模块包括课程

作业、答疑讨论、在线测试、课程问卷、项目化教

学、试题试卷库等内容，可自由选择组合运用，便

于教学活动中可测可评，学习测试数据及时反馈，

疑问难点互动交流。

通过教师个性化设置能够贴合不同课程的实际

授课需要，大幅提升课程资源与混合式教学模式的

应用成效。

4.2 激发学生主观能动性，提升学生综合 
能力

学生利用在线平台自学查阅口腔数字化技术课

程开放教学资源，包括教学团队制作的课程微课、

Flash 动画、图片、思政素材等资源，增加学习过

程中的互动性及自主探索性 [14]
，突破教学时间空

间局限，充分利用碎片化时间学习，培养学生自主

搜集整理信息主动学习的能力，借助讨论区提升师

生及生生互动参与度，及时解决学习过程中的疑惑

难点，营造多维学习环境，有效提升了学生学习兴

趣及学习主动性，突出教学活动学生主体地位 [15]
。

同时，在线小组协作任务可引导学生适应团队工作

需求，提升沟通协调能力及逻辑思维能力 [16]
，学

生自我价值评价明显提升，在学习专业知识技能的

同时，全方面提升高职学生社会能力及方法能力。

4.3 提升教师信息化素养，优化课程教学 
质量

课程教学资源建设及教学师资队伍建设，是混

合式教学模式充发挥模式优势的重要前提 [17]
。丰

富实用新颖的课程教学资源是线上教学平台发挥功

表 2 两组学生教学活动参与度比较 (x±s )

组别 活动完成率 (%) 活动参与频次 (次 )

对照组 86.78±5.94 19.87±3.52

观察组 95.74±2.19 24.84±1.89

t 值 4.906 4.306

P 值 0.000 0.000

表 3 两组学生自我价值评价比较 (x±s )

组别 个人技能 方法能力 内驱力 职业素养

对照组 12.91±2.62 12.94±1.85 12.08±1.99 13.18±1.74

观察组 15.89±1.94 16.29±1.52 15.47±1.67 16.90±1.41

t 值 3.171 4.843 4.512 5.769

P 值 0.004 0.0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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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必要基础，课程教学资源建设与混合式教学模

式的应用同时都对教师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18-20]
，定期组织专业教师参加信息化技能培训，

以提升信息化素养；开展行业专业岗位实践，以更

新教学知识技能储备 [21]
；参加教师教学能力大赛，

以锻炼教师综合能力 [22]
。基于优慕课平台的混合

式教学在口腔数字化技术课程中的应用效果良好，

显著提升了学生课程总成绩，混合式教学模式使得

教学资源得以高效利用，使学生加深了对所学内容

的理解与记忆，提高了教学效果，优化了教学质量。

5 结论

基于优慕课平台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充分融合传

统线下教学及线上网络教学的双重优势，有效地解

决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

趣、课堂教学活动参与度及学习效果，在口腔医学

技术专业口腔数字化技术课程教学中具有较高的应

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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