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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采取抽样调查方式对牡丹江医学院和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医学生的自主学习情况进行调查" 分析其

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提出相应对策" 包括树立正确的自主学习观念! 完善网络教学互动平台! 构建智能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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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黑龙江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医学院校市场营销专业核心竞争力构成要

素的研究' (项目编号) "#*2*#"",#*$*%

!"引言

&互联网 N' 是创新 "+# 环境下互联网发展新

业态! 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及互联网平台与传统行业

进行融合! 创造新的发展生态%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

断深入! &互联网 N' 条件下的教育方式进行了创

新! 呈现多样化+ 便捷化的特点! 出现网络教学+

远程科研+ 远程教学等教学模式% 医学院校是医疗

服务的主力军! 医学生如何利用互联网进行自主学

习! 其自主学习情况如何! 存在哪些问题! 应采取

何种解决措施值得深入研究%

#" (互联网B) 在医学院校教学中的实际

应用

#$!" (互联网B教育) $$$教学模式创新

互联网高速发展! 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医学院校的教学模式也在与时俱进地发展创新!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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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医学院校依然以传统的教学模式为主! 即以

课堂+ 教师+ 教材为中心! 重教师 &教'! 轻学生

&学'! 为医学生奠定扎实的理论知识基础! 这在注

重实践创新的临床医学领域无疑是一种缺陷% &互联

网N教育' 创新医学院校的教学模式! 包括 &互联

网N网络教学'+ &互联网N远程教育'+ &互联网N

电子图书' 等% 以牡丹江医学院为例! 引进并不断

完善网络教学系统! 网上选课+ 网络作业+ 网络知识

库的开设不仅简化教学环节! 更极大提高学生自主学

习能力% 部分高校还开设网络课堂+ 学院论坛等! 都

极大地丰富学生学习生活! 提高学习的自主性%

#$#"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积极性

医学院校培养的是专业应用型人才! 教学方式

以课堂教学为主! 注重教授式课堂模式% 该模式优

点在于培养学生具有扎实的基础知识技能! 但缺乏

创新% &互联网N' 在教育领域的深入! 潜移默化地

影响着高校教育% 对于医学院校来说! &互联网N'

的教学模式提高学生自主利用网络教学平台和图书学

习的积极性! 部分学生还利用远程教育修习第 " 学

历! 丰富学习生活% 牡丹江医学院不限时开放电子图

书阅览室! 极大提高医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 同时

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 与网络教学双管齐下! 提高医

学生自主查阅资料+ 完成学科报告的能力%

#$%"教学硬件与软件建设

高校教育改革及 &互联网N' 深入影响着高校

设施建设方面% 随着互联网教学+ 电子图书+ 网络

课堂的出现! 高校硬件和软件的配套设施有待于完

善% 牡丹江医学院开设网络教学平台的同时! 在硬

件方面! 完善信息技术教室+ 网络阅览室$ 在软件

方面! 加强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教学与实践技能培

训! 完善 &互联网N' 在医学院校的发展环境%

#$&"教学改革中需注意事项

首先医学院校应加强学生自律性方面的教育!

增强对互联网带来弊端的防范意识! 拒绝网络 &庸

俗文化'$ 其次加强软件和硬件设施的维护与管理!

做到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最后不断与时俱进! 改

进+ 创新网络教学平台的各项功能与内容%

%" (互联网B) 背景下医学院校学生自主

学习现状

%$!"概述

采取抽样调查方式对牡丹江医学院和黑龙江中

医药大学 * f$ 年级医学生自主学习情况进行调查!

见表 *+ 表 "! 调查时间为 * 年% 从统计数据的占比

情况分析! 传统学习占比呈下降趋势! 而远程教育+

网络教学+ 电子阅览占比呈上升趋势% 另外高年级医

学生较低年级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动性更高%

表!"牡丹江医学院医学生自主学习情况调查统计

年级 调查人数 传统学习百分比 (c*

远程教育

百分比 (c*

网络教学

百分比 (c*

电子阅览

百分比 (c*

大一 * ### 2# M "# %

大二 * ### (# 3 "( *2

大三 * ### $( *" "3 "(

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医学生自主学习情况调查统计

年级 调查人数
传统学习

百分比 (c*

远程教育

百分比 (c*

网络教学

百分比 (c*

电子阅览

百分比 (c*

大一 " ### %# ( "# *(

大二 " ### $( *( $# "#

大三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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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B远程教育) 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学生可以通过互联网远程教学平台进行自主学

习! 自修医学教程! 或修习第 " 学历等! 极大提高

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相对于低年级来说! 高年

级医学生更注重于自修医学和第 " 学历的学习! 自

主学习的能动性更高! 随着 &互联网N教育' 的不

断深入! 学习方式更加多样化! 有助于医学生自主

学习积极性不断提高%

%$%" (互联网B网络教学) 实现师生线上互动

网络教学平台上的论坛可线上解答医学生在医

学方面的学术问题! 同时学生也可以自由发言! 与

论坛其他医学生进行学习交流! 对于医学生自身的

创新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此外网络教学平台

会根据学生年级的不同+ 课程的差异+ 教学的要求

制定课程内容与计划! 激发医学生自主学习兴趣!

极大提高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 (互联网B电子图书) 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

平台

!!医学院校图书馆电子阅览室的开设和完善为医

学生自主学习提供良好的平台% 医学生可通过搜索

引擎查阅医学文献! 利用电子图书简便快捷的特

点% 调查研究表明高年级医学生利用图书馆电子阅

览室进行自主学习的比例高于低年级! 高年级医学

生经常利用电子阅览室积极完成学科作业+ 学习学

科先进理论+ 指导临床实践等% 大部分医学院校仍

在不断完善电子图书阅览室及图书馆的智能化建

设! 以此来激发医学生学习热情%

&"存在的问题

&$!"医学生自律能力有待加强

互联网的双面性和迷惑性导致部分医学生自主

学习自律性较差! 自我规范意识和行为有待提高%

牡丹江医学院自律性抽样调查统计! 见表 $% 可知

医学生随着年级的增长计算机课程的关注度呈下降

趋势! 同时游戏+ 电子小说+ 电影等方面的占比有

所上升! 在自律性方面有待提高%

表%"牡丹江医学院医学生自律性抽样调查统计

年级 调查人数 计算机课程专注度百分比 (c* 游戏百分比 (c* 电子小说百分比 (c* 电影百分比 (c*

大一 (## ,# " M M

大二 (## 3# 3 ( 2

大三 (## %( *" 3 *(

&$#"医学院校网络教学平台尚不完善

随着 &互联网 N' + 教育深入改革及医疗卫

生事业与时俱进的发展! 网络教学在医学院校顺

势兴起% 虽然医学院校加强网络教学平台建设工

作! 但尚需完善%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是其网络稳定性方面存在问题! 如选课高峰期会

出现网络平台瘫痪现象$ 二是其内容有待完善!

网络教学的创新方面亟需加强$ 三是医学院校的

软件与硬件设施更新不及时! 影响网络教学平台

的后续保障%

&$%"网络学习环境与条件影响部分医学生自主学

习需求

!!医学院校网络学习环境与条件受时间与地域的限

制! 存在不稳定因素% 地域环境对医学院校学生自主

学习影响极大! 部分地区医学生有自主学习的需求但

得不到满足! 这也反映出互联网的地域限制%

'"对策

'$!"树立正确的自主学习观念

一方面医学院校要加强医学生自主学习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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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信息学杂志!"#$%年第&'卷第'期!!!!!!!!!!!!!()*+,-.)/01234-.3,/)+0-5346!"#$%!789:&'!,8:'



养! 在理论上指导学生自主学习的实践$ 另一方面

医学生自身要树立正确的学习意识! 提高学习能

动性%

'$#"完善网络教学互动平台' 确保教师与学生互动

一是针对选课高峰期出现的网络平台瘫痪现象

进行后台评估预测! 强化系统建设! 增强平台的承

载人流量$ 二是进行网络教学平台丰富性建设! 加

强网络教学的创新$ 三是加快医学院校的软件与硬

件更新速度! 为网络教学平台后续完善提供保障%

'$%"完善网络建设' 构建智能校园

首先加强校园网络的辐射范围和稳定性! 定期

维修$ 其次构建智能校园体系! 完善硬件设备+ 软

件平台及教育转化服务! 其中硬件分为班班通+ 平

安校园和录播系统 $ 大类% 为 &互联网N' 背景下

的医学院校学生自主学习提供支持%

("结语

&互联网 N' 背景下医学院校学生自主学习的

研究是对新时代下教育模式改革的探索! 对于培养

医学实践应用型创新人才有重要作用! 有助于促进

医学院校教育管理及我国卫生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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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与影响

经过课程体系改革! 教研室在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以计算思维为核心内容的立体化教材两本! 自

行开发实验操作题目自动阅卷系统% 教学改革共获

得省级以上教学奖励两项! 申报相关教学课题 2

项! 其中省级以上教学课题 % 项$ 发表相关教学论

文 2 篇! 教师和学生的学术水平都得到不同程度的

提高% 主讲教师参加省级授课比赛获得一等奖$ 课

题组教师参加校内信息工程学院授课比赛获得一等

奖% 近两年教研室多次组织学生参加广东省计算机

设计大赛和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获得国家

级三等奖两项! 省级二等奖 * 项! 省级三等奖两项

的好成绩% 学校学生的一级通过率较 "#*$ 年提高

"$+2c! 二级通过率提高 *#c%

'"结语

大学计算机课程的核心价值在于培养学生的计

算思维! 促进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形成是大学计算机

课程改革的重要思路之一-2.

% 教学实践证明建立计

算机课程多元化培养体系不仅能有效提高学生的学

习兴趣! 而且在培养创新思维和能力方面有显著的

成效%

参考文献

*!马然L高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探析 -\.L继续教育研

究! "#*% (*"*) *"# '*""L

"!南丽丽! 杨秀荣L创新思维在计算机教学中的培养

-\.L计算机教育! "##, (*3*) 2$ '2ML

$!熊刚强L行业导向的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程教学改革研究

-\.L继续教育研究! "#*M (,*) *"( '*"3L

M!d/1E\SLG;@7=:8:/;18C:5/1I/1E-\.LG;@@=1/>8:/;10;?

:56)>@! "##%! $ (M,*) $ '2L

(!何文广! 周珂! 熊刚强L程序设计课程实验教学改革与

实践 -\.L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 $( (%*) *%$ '

*%(! *%,L

%!战德臣! 聂兰顺L计算思维与大学计算机课程改革的基

本思路 -\.L中国大学教学! "#*$ ("*) (% '%#L

,$,,

医学信息学杂志!"#$%年第&'卷第'期!!!!!!!!!!!!!()*+,-.)/01234-.3,/)+0-5346!"#$%!78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