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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湖南中医药大学医药专业硕士研究生为研究对象，采用在线问卷调查方法分析其信息技能现状
与需求并提出建议，包括加强课程资源和平台建设，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教学活动与科研实践相结

合，多渠道培养研究生信息处理实操能力；关注研究生信息技能需求变化，重视师资队伍信息素养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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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新医科是指新兴智能医学，即传统医学与机器

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进行融合，是国家为应对

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提出的 “四新”之一。随着

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人等新技术与医疗健康相

关领域结合日趋紧密［１］，智能医学成为传统医学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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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驱动力。将信息科学技术教育融入中医药类研究

生人才培养中，以顺应新医科改革对中医药学高级

创新型人才的需要势在必行。目前信息技术已经成

为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础与纽带，中医药理论、技术

研究与发展离不开信息技术支撑，培养具备信息素

养的复合型人才将大力促进中医药现代化研究，填

补我国医药卫生系统从事信息处理与分析工作的高

级人才缺口。本文以湖南中医药大学为例，针对该

校医药类硕士研究生特点，调查分析其在学科教育

中对信息科学技术的需求等。

２　调查对象与方法

调查对象为湖南中医药大学 ２０１９级信息教学
１、２班全体硕士研究生。在其完成 “医药信息学”

必修课学习后进行在线问卷调查。问卷涉及两部分

内容：一是被调查者基本特征，包括专业、性别、

年龄和是否有工作经历；二是被调查者个人信息技

能学习情况，包括基础知识储备、所学信息技能的

实用性、信息技能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信息技

能学习需求。共发放问卷１１０份，收回１０８份且全
部有效。

３　调查内容与分析

３１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根据问卷调查样本数据可知，被调查者专业涵

盖湖南中医药大学所有２４个专业，包括针灸推拿
学、中医诊断学、中医医史文献、中西医结合康复

医学、中西医结合基础等；从性别来看，男性 ３３
人，占比３０５６％，女性７５人，占比６９４４％，与
中医院校女生偏多特点相符合；从年龄来看，被调

查者在２１～３９岁之间，平均年龄为２４３岁，年龄
标准差为２５１，较为集中分布在２２～２６岁；在工

作经历方面，８２人无工作经历，占比７５９３％，２６
人有过工作经历，占比２４０７％；约３／４的被调查
者是由本科阶段直接进入硕士研究生阶段学习，整

体较缺乏科研经验。

３２　个人基础知识储备

由于中医类专业招收文科生源，本科阶段未开

设 “高等数学”、“概率统计”等基础课程，被调查

者中仅有少数掌握高等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知

识，数理基础知识较薄弱。学生个人基础知识储备

情况，见表１。

表１　学生已具备的基础知识情况

已具备基础知识 高等数学 线性代数
概率论与

数理统计

人数　　　　 ２２ ４ １１
百分比 （％） ２０３７ ３７ １０１９

３３　已传授信息技能的实用性

对所学信息技能的实用性，超过７７％的被调查
者认为医药信息分析方法和工具、医药信息处理与

分析在硕士研究生阶段学习、科研中实用性较强，

对本领域科学研究帮助较大，见表２。

表２　硕士研究生所学信息技能的实用性 （多选）

信息技能
医药信息采集

与预处理

医药信息分析

方法和工具

医药信息

处理与分析

医药信息

标准

人数　　　　 ６７ ８６ ８４ ３６

百分比 （％） ６２０４ ７９６３ ７７７８ ３３３３

３４　信息技能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没有数学、编程等专业基础，７０名被调查
者认为在信息技能学习过程中分析方法思想或

ＭＡＴＬＡＢ代码方面理解困难，见表３。

表３　在信息技能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存在的问题 无问题
没有编程基础，ＭＡＴＬＡＢ

代码不太懂

没有高数基础，分析方法

的思想难理解

操作、编程、

运用能力差

人数　　　　 ６ ３２ ３８ ３２

百分比 （％） ５５６ ２９６３ ３５１９ ２９６３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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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信息技能学习需求

在信息技能学习需求方面，除少数被调查者表

示无明确要求外，其他人均根据各自研究方向提出

不同信息技能需求，如数据图形绘制、文献检索方

法及工具、常用数据分析软件等，见表４。

表４　信息技能学习需求

期望学习的

信息技能
无 数据图形绘制

文献检索

方法、工具

数据分析软件

（Ｍｅｔａ、ＳＡＳ、Ｒ等）

大数据分析

应用

科研、实验

数据分析

数据预

处理
信息采集

人数　　　　 ５ １９ ３０ ２０ ２ ２３ ６ ３
百分比 （％） ４６３ １７５９ ２７７８ １８５２ １８５ ２１３ ５５６ ２７８

４　结论

４１　数理知识基础薄弱

从整体来看，湖南中医药大学中医、中西医结

合、针灸推拿专业硕士研究生数理知识停留在高中水

平，药学、医学影像、医学检验类专业学生仅在大学

阶段初步接触 “高等数学”或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基础知识。信息技术获取需要通过多种分析方法

（如回归分析、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等）对数据进

行处理，需要坚实的数理知识作为基础。学生数理知

识不足，在分析方法核心思想理解方面存在较大困

难，导致科学研究的效率与创新度大幅降低。因此新

医科时代医学教学应跳出单一学科维度，综合理、

工、文等专业知识以适应未来医学发展新要求［１］。

４２　信息获取实践操作能力较差

被调查者对数据分析工具 （ＭＡＴＬＡＢ）中的代码
理解困难，无法进行科研数据分析应用。部分被调查

者在本科阶段未学习过程序设计课程，没有编程基

础；即使本科阶段学过程序设计课程或有编程基础，

但未进行后续深入学习而导致知识技能掌握水平较

低［２］。基于上述因素影响，被调查者在信息技能学

习过程中遇到代码难以理解、无法进行简单编程、数

据分析方法无法联系实际应用等困难，导致其学习兴

趣和积极性降低。因此在信息技能知识传授过程中要

注重对学生逻辑思维的引导，提升知识传授的趣味

性、实用性，使学生变被动接收为主动钻研，帮助学

生将信息技能应用于科学研究中，解决实际问题。

４３　有明确信息技能需求且需求面较广

此次调查涉及专业方向共计 ２４个，结果显示

数据图形绘制、文献检索方法和工具、常用数据分

析软件应用以及科研、实验数据分析等方面信息技

能学习需求度较高。因此在现有 “医药信息学”课

程讲授的医药信息分析方法和工具、医药信息处理

与分析等基础上，可深入介绍文献检索方法、工

具，拓展数据图形绘制知识，补充常用数据分析软

件使用，增强实验数据典型案例分析，全方位提升

学生在医药科研活动中运用信息科学基本方法、技

术与工具的能力［３］，以满足新医科时代对中医药信

息类复合型高级人才的需求。

５　建议

５１　加强课程资源和平台建设，开展线上线下混
合式教学

　　在教学模式上进行改革实践，开展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混合式教学。依据课程内容和学生需求开发

教学课件、视频和题库等教学资源并发布到在线学

习平台；安排基础课程内容由学生在线上自主学

习；教师线下重点讲解课程难点内容并引导学生进

行深度研讨和课程实践。在线学习平台为学生随时

随地开展自主学习提供便利，一方面对于已经学习

过的内容，如果学生尚未掌握则可以自主学习；另

一方面不同专业、基础的学生可根据各自需求在线

修习选学内容。线上线下相合式教学方案使得教师

在有限的课堂学时内传授尽可能多的知识，同时打

破时空限制实现个性化学习，更好地帮助不同基础

学生夯实数理知识基础，改善教学效果。

５２　教学活动与科研实践相结合，多渠道培养研
究生信息处理实操能力

　　调查显示学生科研数据处理实际操作能力整体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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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弱，对此一方面可加强学校与企事业单位合作与

交流，应用学校已有的创新实践基地或平台鼓励学

生进行科研实践；另一方面可组织并鼓励学生积极

参与企事业单位开展的数据分析类竞赛，以赛促

学，提高其实际运用知识能力、开拓视野，同时通

过比赛检验人才培养效果、拓宽学生就业面。此外

还可与医院临床信息化应用项目加强合作，提升学

生临床诊疗数据挖掘与利用能力。

５３　关注研究生信息技能需求变化［４－５］，重视师

资队伍信息素养提升

　　每名硕士研究生的专业、学习经历、个人基础
知识等方面不同，其在信息技能需求上有所差异且

动态变化。教师应及时了解学生信息技能需求变化

并不断提升自身信息素养以适应教学需要。教师信

息素养水平直接影响信息科学教学质量，教师应加

强医药知识以及前沿信息技术学习，为知识传授奠

定坚实理论基础；积极投身到中医药领域科研实

践，明确医药工作者、研究人员对信息技术的需求

以及临床应用方向，为实践演示积累典型应用案

例；教学团队应定期开展教学研讨，分专业、分层

次制定切实可行的培养目标，不断更新教学内容、

改进教学方法，以满足学生信息技能学习需求，全

面提升学生利用信息技术开展本专业领域科学研究

的能力。

６　结语

研究生教育肩负着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使

命，通过中医药类研究生对信息技能的需求调查与

分析，进一步明确了研究生教学改革的方向与目

标：以需求为导向，加强研究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的培养，着力为中医药领域输送学科交叉的高级复

合型创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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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９２页）
献检索教学理论知识和技术创新发展日益重要。在我

国现行学科分类目录中，文献检索课隶属图书情报与

档案管理类目，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具有较强理论

性、知识性和实践性。师资队伍建设是学科发展的基

本保障，文献检索教学队伍除了需要具备应用性专业

背景外还应具备图书情报专业知识和科研创新能力，

具有较好的学科思维和站位，能够从学生视角建立学

科意识，宣传和普及文献检索课程自身学科属性，提

高课程吸引力，从而培育更多专业人才，形成良性发

展机制。此外应转变教学理念，文献检索是一门培养

学生获取利用信息能力的必修课，是方法学教授而不

是培训班。应引进新的教学模式，结合当前学生需求

和兴趣，动态调整教学大纲内容体系，强化学生参与

性，以提升文献检索学科竞争力。

５　结语

知识经济时代，信息能力成为评价人才的重要因

素，信息素养教学越来越引起重视。文献检索课作为

高校信息素养教学的重要内容在实践中并未得到足够

重视，教学效果不理想。传统教学模式和内容制约学

科建设和发展，文献检索教学应转变工具性课程定位，

创新教学模式，丰富学科属性，以促进自身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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