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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将慕课引入到我国医学教育中可以极大推进现代医学教育的发展。运用内容分析法梳理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年国内公开发表的有关慕课的研究文献。通过分析发现我国目前对慕课的研究仍处于初期阶段，据此
提出今后国内慕课的研究重点以及在医学教育中的研究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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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慕课 （ＭＯＯＣ）指的是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
由大规模的 （Ｍａｓｓｉｖｅ）、开放的 （Ｏｐｅｎ）、在线的
（Ｏｎｌｉｎｅ）、课程 （Ｃｏｕｒｓｅ）４个单词组成［１］。２０１３
年５月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为了深入发展在线教育
模式，与课程提供商 ｅｄＸ进行合作［２］。此后不久，

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都陆续成为了

Ｃｏｕｒｓｅｒａ平台的成员，慕课正在国内迅速发展［３］。

２　慕课对医学教育的意义

对于医学教育慕课的建设将大力推进医学院校

优质教学资源的建设，充分利用现代３Ｄ虚拟现实
技术再现各种医学类课程，通过网络直观便捷地传

播给学习者，在丰富和优秀的在线资源中，学习者

可以自主选择学习内容，极大提高了学生的自主学

习热情，从单纯的接受知识转变为自主学习、获取

知识和利用知识创新，提升教师的教学质量与学生

的学习品质，推进信息技术与医学教学的全面融合

及应用［４］；慕课还促进教育的均衡发展，让偏远地

区的学习者获得先进医学知识和前沿动态，对提高

我国医学教育质量、培养优秀的医药卫生人才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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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意义。国内医学界也充分认识到慕课的重要

性。２０１４年３月，中国医学教育慕课平台建设暨
“慕课联盟”成立，加盟单位有近２００家，几乎涵

盖了国内所有医药院校［５］。

然而相比国际，我国对慕课的研究起步较晚。

笔者通过国内文献调研，一方面总结归纳慕课已有

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将慕课应用于医学教育的研究

成果；另一方面分析目前慕课研究的薄弱项以及还

没有涉足的领域，进而提出对策，期盼能给慕课研

究者及实践者，尤其是医学教育者提供有益借鉴。

３　慕课相关文献分析

３１　文献数量

笔者检索的数据库是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总

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

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 “中国重要会议论文

全文数据库”。题名中最早包含 “慕课”或

“ＭＯＯＣ”的文献发表于２０１３年，于是笔者将检索
条件定为：题名中包含 “慕课”或 “ＭＯＯＣ”，检
索时间设定为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共检索出 ９８９篇文

献，具体数据，见表１（２０１６年１月１０日数据）。
所有的文献中，仅有学位论文８篇，占论文总量的
０．８０％，主要也集中在２０１５年，全为硕士论文，而

在博士论文中却没有发现。这表明目前我国学者们对

慕课的研究程度不够深，仍处于初级阶段。

表１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慕课相关论文统计

年份
文献量 （篇）

期刊论文 学位论文 会议论文 合计

２０１３ ３ １ ０ ４

２０１４ ９４ １ ３ ９８

２０１５ ８７８ ６ ３ ８８７

合计 ９７５ ８ ６ ９８９

３２　内容分析

３２１　慕课理念下教学改革　笔者统计发现，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讨论关于慕课理念下的教学改革，
以及提出对策和启示的相关文献共２０１篇，占文献
总量的２０３２％，这表明慕课引发的教学改革是学

者们关注和研究的一个重点。由于慕课引入我国只

有３年时间，所以在中国教育体制下如何借助慕

课改良现有的教育方法和模式，成为了当前的热

点问题。从文献的研究内容来看，基于慕课进行

教学改革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大多都是笼统地探

讨慕课对现代教育的冲击及改革，很少有针对具

体的学科提出针对性强、容易推广使用的教学改

革模式。

３２２　慕课的研究对象　经过统计关于慕课应用

的研究文献共２４０篇，占文献总量的２４２７％，这

表明慕课的应用研究受到学者们一定的重视。对应

用类文献的研究对象，将其按年龄阶段进行划分和

统计，结果见表２。

表２　慕课研究对象年龄分布

人生阶段 年龄 文献量（篇） 研究对象 文献量（篇）

婴幼儿期 ０～６ １　 幼儿　 １

青少年期 ７～１７ １７　 小学　 ３

初中　 ６

高中　 ８

成年期 １８～６０ ２２２　 职校生 ４４

大学生 １１９

成人　 ２３

教师　 ３６

老年期 ＞６０ ０　 老年人 ０

　　从表２看出，目前慕课较多的应用在高等教育
领域，而在成人教育、基础教育应用的较少。高校

运用慕课，可以充分发挥数字化资源集聚优势和

联盟优势，更好地促进教育公平和教育均衡发展。

在成人的继续教育方面，在线学习的灵活性使得

慕课可以在成人教育领域大展拳脚；同时为促进

教育公平和教育均衡，慕课在基础教育领域也是

不可缺少的。学者们对慕课在成人教育和基础教

育方面的研究还是薄弱项，也是未来的有利发展

方向。

３２３　慕课与学科整合　笔者通过研读文献，将

慕课与各个学科整合应用的文献数量进行统计，见

表３。从数据中可以看出，慕课在受众面广、实践
应用较强的学科上使用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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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慕课与各学科整合文献量分布

具体学科 文献量（篇） 具体学科 文献量（篇）

计算机类 ４４ 英语 ３７

医学类 ２２ 军事类 ２１

思想政治理论 １８ 语文 ９

数学 ７ 物理 ５

就业指导 ４ 化工 ３

金融 ２ 旅游管理 ２

生理学 １ 心理健康教育 １

３２４　慕课在医学教育领域的应用　慕课在医学
教育领域的应用文献共有２２篇。笔者对这２２篇文
献进行阅读研究，统计出慕课结合西医的应用文献

有１９篇，而在中医方面的研究文献只有３篇。从文
献的研究内容上分析，目前慕课在医学教育领域的

应用主要集中在课堂教学方面，如医学影像技术教

学、医院药师培训、医学生物细胞学教学等。

４　启示

４１　慕课理念下的教学改革

慕课引发的教学改革是学者们关注和研究的一

个重点。从目前文献来看，基于慕课进行教学改革

的研究不够深入，大多都是笼统探讨慕课对现代教

育的冲击及带来的改革，很少有针对具体的学科，

如医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英语等提出针对性

强、容易推广使用的教学改革模式。因此，在今后

对慕课理念下教学改革的探讨研究中，应考虑到学

科门类多、课程性质不同、学校与学生的水平也参

差不齐等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研究设计出适

合各个学科门类、不同层次水平学生的慕课应用方

案。如在医学教育门类下，基于慕课的教学改革需

要从各个方面进行研究：不同层次的学校如高等学

校、高职、中职等不同的改革方案；不同背景的学

习者如在校医学生和从事医务工作的在职学习者；

不同性质的课程如理论课和医学实验课程；不同类

型课程的评价方式如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

等［６］。这样针对具体问题提出的慕课理念下的教改

方案，才是实用性强、易实施和推广的。

４２　慕课的研究对象

目前的研究对象大多是大学生，其次是职校

生，对在职人员、中小学生及幼儿应用慕课的研究

很少，对老年人的研究应用是空白。将慕课应用于

在职人员的继续教育，是目前慕课研究的一个薄弱

点，但同时也是未来的一大研究发展方向。医学教

育由最初的师带徒形式逐渐转变为了现在的学校教

育形式，一般分为３个阶段：基本医学教育阶段，

即在医学院校接受的基础知识学习教育；毕业前实

习教育阶段，即学生在走上社会岗位前接受真正的

临床实习；继续医学教育阶段，指的是医学生毕业

工作之后不断汲取新知识，以使自身紧跟医学专业

的发展。这３阶段是连续统一的。慕课的引入，将

对医学教育产生积极影响，特别是对第３个阶段。

对于进入社会要一边工作一边继续学习的医生来

说，在线课程给他们提供了更为灵活的学习方式。

比如医院的医护人员，他们工作繁忙，且各自的轮

班休息时间不同，很难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进行

集体的面授培训，但他们能通过慕课这个平台，自

主学习一些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同时评估者又能通

过网络对学习者进行在线测评，通过答题测试，或

者观看他们的操作来作为考核。这样慕课将成为继

续学习的助推器。

４３　促进慕课与学科整合

　　在慕课与各个学科整合的应用研究中，大多都

是沿用国外的经验及研究，在计算机、英语这些较

大的学科门类中应用比较广泛。当然这与慕课传入

我国时间短有关。拓展慕课在其他学科门类的应用

研究，特别是中国本土化的学科，是慕课在我国甚

至是国外推广和发展价值所在。如在医学教育领

域，相对慕课与西医相结合的文献，慕课与中医结

合的文献就少之又少，我国应当积极开发中医药慕

课课程，在医学的在校教育、实习教育和继续教育

３个阶段中充分利用与发展，尽快将中国本土的中

医药学在国内乃至国外发扬光大。本土中医药教育

方面，一方面，要搭建好国内国外的在线资源共享

平台，利用慕课的传播优势，将我国的国粹传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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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传播开来，让中医药文化产生更大的吸引力和感

召力；另一方面，由于中医药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

强的学科，慕课资源要服务学科特点、贴近临床实

践，３Ｄ动态视频、临床病例讨论模块等都是非常必
要的；最后还需注意的是将我国中医药学科门类的

慕课内容翻译传播到国外时，需注意中西文化的差

异。中医药学的语言具有模糊和抽象性，不能简单

字面翻译，需要进一步加强中医翻译基础研究，以

减少文化习惯差异带来的误解［７］。

５　结语

本文分析提出慕课对推进我国现代医学教育的

重要意义，对国内慕课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发

现目前我国对慕课的研究仍处于初期阶段，研究领

域狭窄，不够深入，成熟仍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研

究者们需要合理审视和反思国内慕课的研究现状

和趋势，科学探索慕课的发展模式，将其有效应

用于医学教育领域，让慕课在医学教育中发挥更

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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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俞赤卉．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在医学教育中应用的探讨

［Ｊ］．中国医学教育杂志，２０１４，４（３４）：１６９－１７１．

６　吴炜，吴笛，夏彦恺，等．慕课时代医学教育教学改革

与建设探讨 ［Ｊ］．南京医科大学学报，２０１４，１２（６）：

４９３－４９６．

７　钱敏娟．中医慕课传播的优势与挑战 ［Ｊ］．中国中医药

现代远程教育，２０１４，１０（１２）：８７－８９；１４２－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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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可发现自己专业知识的不足，这样大大激发调

动馆员的学习热情，进而主动学习专业知识，学习

医学专业盲区。医学院校图书馆可以为馆员提供更

多的进修和继续教育的机会，鼓励参加本科医学专

业基础课程的学习［６］，开设医学文献信息检索课。

优化医学院校图书馆员队伍，提升医学院校图书馆

的服务能力。

５　结语

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目标，是为各级各

类医疗机构培养合格的中医住院医师［７］。医学院校

图书馆为其开展信息服务，是在充分利用图书馆文

献资源的基础上，扩充服务范围，服务于社会，不

断开创新型服务项目，提升医学院校图书馆的服务

水平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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