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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信息素养概念最初是由美国信息产业协会主席

保罗-泽考斯基于 "/%' 年提出! 意指能够判断何

时需要信息并且懂得如何去获取. 评价和有效利用

所需的信息+",

' 网络通讯技术飞速发展不仅带来数

字化. 网络化. 全球化的信息环境! 其衍生的新媒

体信息传播工具逐渐广泛应用于医学教育领域! 符

合现代审美观念的视频. 音频. 动漫等医学教育课

件大量涌现+&,

' 具有信息素养的人应该能批判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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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所获取的信息! 去伪存真! 创造性地利用中医

药信息+.,

' 医学生群体作为未来广大人民群众健康

的守护者. 先进医学理念的学习者! 其信息素养水

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能否学习并掌握最前沿的治疗

方法! 更好地服务群众' 信息素养已成为信息化时

代评价人才综合素质的一项重要指标' 围绕医学生

信息素养教育的讨论日益成为世界各国医学教育界

乃至社会各界关注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

$"信息化时代医学生信息素养教育的意义

$#!"有利于促进医学生充分利用网络信息资源

网络信息作为一种特殊的信息资源在日常生活

中的作用及地位日渐显现! 已经成为信息资源的重

要宝库' 信息社会飞速发展! 医学文献信息数量激

增! 质量却良莠不齐' 信息化时代要求医学生首先

应具备对信息的评价和鉴别能力! 能够了解网络信

息传播的基础知识! 掌握基本工具! 具有通过网络

收集. 辩识和传播医学信息的能力' 信息社会背景

下加强医学生的信息素养教育! 有利于其了解医学

信息的积累. 利用及评价等在获取医学知识. 成就

自身医学事业及医学科研中的重要作用! 帮助其更

好地利用网络信息资源'

$#$"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当代医学生的综合素质

目前医学现代化. 信息化的研究成果日趋增

多! 电子病历. 专家系统. 辅助教学系统. 文献分

析及检索系统等的广泛应用对医学生理解医学理论

知识体系! 启发创新思维!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开

发. 利用. 传承和创新现代医学知识具有重要意

义' 特别是在当前互联网飞速发展背景下有目的地

对医学生进行信息知识和信息能力的培育! 更有利

于其合理利用网络信息资源! 全面提升信息素养水

平! 有效解决传统医学理论知识过于主观化和抽象

化. 学生理解困难的问题! 从而提升综合素养! 促

进全面成长'

$#%"有利于全面强化当代医学生网络信息道德

信息道德是指整个信息活动中应具备的道德观

念和应遵循的道德规范' 通过信息道德教育可以使

医学生更加注重个人对社会的责任! 树立正确的信

息道德观+',

' 由于网络信息社会在本质上是一种虚

拟社会! 广大医学生是其参与主体! 其网络信息道

德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现代网络社会健康发展的程

度' 提高医学生的信息素养水平! 在互联网络发表

关于医疗科学的相关健康知识时有利于帮助医学生

对个人所发表的言论负责! 不发表有悖于医学伦理

的言论! 传播正能量! 进而全面提升现代网络社会

文明程度'

%"存在的问题

%#!"教育水平较低

当代医学生的信息素养内容包括掌握医学文献

检索工具. 数据库特点和检索方法. 网络医学资源

的利用及医学信息检索能力等' 目前医学院校对医

学生信息素养方面的教育内容偏重于计算机基础操

作技能的训练或信息化教学设计! 导致约 /(T的在

校医学生对信息素养. 专利. 开放存取. 大数据的

认识水平较低! 不清楚其概念和内涵+(,

' 个别医学

生只会使用百度搜索平台来进行学习! 而一些真正

体现科学研究的学术网站! 如中国知网. 万方等并

不被医学生所知晓并使用! 医学生的信息素养教育

水平仍较低'

%#$"教育方式单一

当前我国医学生信息素养教育仍以传统的课堂

教育教学为主! 大多以对陈述性知识的记忆和对程

序性知识低水平的应用为终极目标! 考试结束就算

完成教学任务+(,

' 不能根据具体事物发展的内在逻

辑及规律进行创新! 无法进行医学知识的科学重组

与整合! 信息传递方式的单一阻碍医学信息有效传

递! 医学生只是孤立. 单一地运用课堂上所授知识

点! 无法形成一个有机的医学理论体系! 信息素养

教育效果未能达到医学信息知识迁移的目的'

%#%"信息道德教育缺失

对于医学生来说保护患者和他人的隐私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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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短信. 微信. ll等即时通讯软件使用不当很容

易造成患者隐私的泄露' 但是当前大多数信息技术教

学者都偏向于对学生信息技能的培养! 而忽略对学生

进行信息道德的培养++,

! 加之医疗卫生行业正面临

信息社会转型时期的严峻挑战! 医患关系呈紧张趋

势! 如不加强对医学生道德教育的力度! 特别是医学

伦理道德! 就不能为患者提供良好的服务'

&"对策

&#!"完善教育内容& 构建分层次课程体系

!!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是实现和推广信息素

养教育的基础工作+%,

' 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学校应遵

循个性化与整体性兼顾. 阶段性与层次性相结合的

原则! 构建分层次的医学信息素养教育课程体系!

见图 "' 针对大一阶段的信息素养教育应以培育信

息意识为主! 通过入学教育. 图书馆入馆教育培养

其科学的信息意识& 大二. 大三阶段通过开设信息

技术导论. 医学信息学概论和医学科研方法导论等

课程夯实医学信息能力基础& 大四阶段前期仍以课

程教育为主! 中期以医学实习为主! 后期开展毕业

论文的写作! 这一时期应强化医学文献检索课程教

育. 医学信息素养实践教育和开展医学科研论文写

作指导& 大五阶段则开展医学生就业指导课程和医

生临床科研能力及道德专题培训! 提高就业能力及

医学道德修养'

图!"医学信息素养教育课程体系

&#$"创新教育方法& 借助新媒体开展 )微教育*

!!互联网时代新媒体的兴起使医学生网络信息素

养教育摆脱传统课堂教学的束缚! 大型开放式网络

课程 $W9332A7X874 X4B247O<>:373! WXXO%. 微信

等非正式学习平台成为网络信息素养教育的新模

式' 教育内容有所创新及调整! 教育方式也体现出

协同合作. 混合式教育. 趣味化的特征+$,

' 一方

面! 学校应鼓励广大医学教师积极参与到 WXXO的

网络信息素养课程制作中! 成立优秀的教学团队!

多学科协同合作! 共同打造医学生网络信息素养

WXXO课堂' 另一方面! 广大教师应积极利用微信

开展医学生信息素养提升的 (微教育)! 使医学生

在课堂教学外仍能不断学习. 提升自身的医学信息

素养'

&#%"融入养成教育& 全面提升医学生信息道德修养

当前大学生普遍缺乏信息安全意识. 信息免

疫. 网络信息传播的伦理道德意识! 对信息道德和

信息法规内容的了解比较肤浅! 容易受到消极信息

影响! 形成不健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甚至做出违

反道德和法律的事情+/,

' 因此在培养医学生掌握医

学信息技术的同时! 还应对其进行医学伦理观的养

成教育' 首先学校要结合医学生的身心特点开设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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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伦理必修课! 加强其医学伦理观教育& 其次学校

应在医学生中开展网络道德与网络遵纪守法专题培

训! 普及知识产权与网络安全知识! 深化并不断提

高学生的信息意识和信息道德水平& 最后医学生自

身应增强网络自律意识! 坚守道德底线! 规范自我

网络言行! 不断增强医德医风及道德判断能力! 提

高自我约束和自我保护能力! 提升个人修养! 养成

道德自律'

'"结语

在互联网时代! 医学信息素养对于医学生而言

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能力及素质' 对于医学生信息素

养教育应积极完善教育内容. 创新教育方法. 融入

养成教育! 从而使医学生成为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

和创新能力的信息素养人才! 成为符合社会发展需

求的创新型医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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