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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明确医学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课程教学定位，分析课程特点和教学存在的问题，介绍面向岗位胜
任能力的课程改革思路，阐述以主要岗位、典型工作任务和职业核心能力分析为基础的课程内容设计以及

教学实践，为相关课程改革提供参考。

〔关键词〕　岗位胜任能力；医学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案例教学法；项目教学法；形成性评价
〔中图分类号〕Ｒ－０５６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６０３６２０２００２０１８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Ｃｏｕｒｓ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Ｒｅｆｏｒｍｆｏｒ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ＺＨＡＮＧ
Ｗｅｎｘｕｅ，ＤＯＮＧＦｕｊｉａｎｇ，ＬＩＡＮＳｈｉｘｉｎ，ＺＨＡＮＧＧａｉｒｕ，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Ｎｉｎｇｘｉａ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Ｙｉｎｃｈｕａｎ７５０００４，Ｃｈｉｎａ；

ＺＨＡＮＧＨａｉｈｏｎｇ，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Ｎｕｒｓｉｎｇ，Ｎｉｎｇｘｉａ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Ｙｉｎｃｈｕａｎ７５０００４，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ｃｌａｒｉｆｉｅｓｔｈ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ｃｏｕｒｓ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ｉｎ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ｒｅｆｏｒｍｉｄｅａｓｆｏｒ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ｅｘｐｏｕｎｄｓｏｎｔｈｅ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ｃｏｎｔｅｎｔ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ｃｏｕｒｓ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ｋｅｙｐｏｓｔｓ，ｔｙｐｉｃａｌｔａｓｋｓａｎ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ｃｏｒｅ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ｅｓ，ｐｒｏｖｉ

ｄｉｎｇ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ｆｏｒ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ｃｏｕｒｓｅｒｅｆｏｒ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ｃａｓ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ｐｒｏｊｅｃｔ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修回日期〕　２０１９－１１－０７

〔作者简介〕　张文学，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宁夏教育厅２０１８年产教融合人才培养示范专

业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项目编号：

２０１８ＳＦＺＹ０９）；宁夏医科大学教育教学研究

项目 “面向岗位胜任能力的 《医学信息系统

分析与设计》课程改革探索” （项目编号：

ＮＹＪＹ１８５５）；宁夏医科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

究专项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 （医学信息方

向）专业的跨学科协同教学改革与实践”

（项目编号：ＮＹＪＹ１９１６）。

１　引言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新一轮信息技术驱

动创新变革，我国卫生信息化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与此同时，《关于加强卫生信息化建设的指导意见》

指出卫生信息化管理和专业人才缺乏，卫生信息化

对卫生事业改革发展的技术支撑作用难以充分发

挥。《关于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

指导意见》、《“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和 《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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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等对加强健康医疗卫生信息化复合型人才队

伍建设提出更高要求［１］。卫生信息化相关专业课程

建设应牢牢把握应用型复合人才培养目标，落实面

向岗位胜任能力的教学理念，以提高学生应用能力

及实践中的创造力作为出发点和根本点。

２　课程教学现状与改革思路

２１　课程定位

医学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课程起源于软件工

程、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管理信息系统课程。软

件工程针对的是所有软件系统的开发规范；信息系

统分析与设计针对企事业单位生产、运作和管理过

程的优化；管理信息系统侧重于信息化环境下的管

理流程、管理创新及技术应用问题［２］。总之，医学

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课程定位是培养学生掌握信息

系统分析与设计的基本方法及技术应用，使其具有

分析和解决医学信息系统规划、分析和设计中实际

问题的初步能力，能完成医院信息系统基本功能设

计，理论性、综合性、实践性较强，为培养复合型

软件类应用人才奠定重要基础。

２２　课程特点

２２１　交叉学科，知识面广　医学信息系统分析
与设计是一门应用技术学科而非基础理论学科，是

理论性和技术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具有课程难度较

大、综合性较高、实践性较强的特点。

２２２　实践性强　该课程涉及现实、信息、数据
世界转换问题，相应行业领域知识必须反映和渗透

在信息系统之中，成为信息处理、业务处理、组织

管理和辅助决策依据，因而是一门实践性强的学

科［３］。

２２３　信息系统建模理论抽象，学习难度大　该
课程不像 ＳＰＳＳ应用软件类课程具有很强的直观性，
也不像语言类课程能使学生体会到程序运行正确后

的成就感。因此如何有效地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促进其积极思考，激发学习兴趣，一直是任课教师

需要考虑的问题。

２３　存在的问题

２３１　课程层面　课程培养目标中往往缺少专业

目标中的能力和素质要求，目标不明确、不具体、

不可测，多用了解、掌握、理解等这类词，难以评

价学生学习水平和解决问题能力的高低。课程与专

业培养目标之间关联度不高。

２３２　教学内容陈旧，实验环节薄弱，教学方法

单一　使用固定教材，以教师为主体传授知识，照

本宣科，学生只是被动地接受。启发式也多停留在

如何掌握书本知识，难以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学生对信息系统软件模型设计、良好表述比

较欠缺，实验内容极易流于形式，不能实现课程目

标［４］。

２３３　学业评价　多以终结性评价为主，侧重记

忆，闭卷考试多，导致许多学生只重分数不重能

力。

２４　面向岗位胜任能力的课程改革思路

岗位胜任能力是为完成一项工作任务并获得工

作成果需具备的能力。岗位胜任能力导向的课程并

非不重视知识学习，而是按岗位胜任能力对知识进

行重新排序。大学生系统分析与设计能力本质上是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本课程改革以工作任务引

领知识、技能和态度，遵循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

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中突出学生中心、产出导

向和持续改进３大基本原则，参照计算机技术与软

件专业技术资格 （水平）考试中系统分析师和软件

设计师的主要职责和职业能力，使学生在完成工作

任务的过程中学习相关知识，培养综合职业能力。

３　面向岗位胜任能力的课程设计

３１　确定人才培养面向的岗位及其典型任务

依据企业岗位需求调研结果，医学信息系统分

析与设计课程主要面向的工作岗位有：需求分析

师、系统分析师和软件设计师。由于医学信息系统

涉及的各科室专业性强、业务流程和知识背景差异

大，在典型任务分析中尽可能把握其中的共性和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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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性。

３２　根据工作岗位和典型任务明确职业核心能力

通过调研、研讨、归纳分析，梳理出８项职业
核心能力，使用 ＰＣ进行编号。ＰＣ０１：卫生政策分
析和卫生信息化建设能力。对医疗卫生、医保等领

域宏观环境、政策导向和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分

析、研究和判断能力，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标准规

范的理解和应用能力，能够组织信息化战略规划。

ＰＣ０２：敏锐的业务需求分析和数据建模能力。熟悉
需求调研、获取与分析方法，丰富客户沟通经验，

能提炼共性需求，快速把握核心要点；较强的业务

流程梳理和建模能力；能够组织开发信息系统、评

估和选用适宜的开发方法和工具。ＰＣ０３：优秀的软
件设计能力。熟悉软件架构与设计模式、数据库设

计规范，掌握软件编程理论，精通一种面向对象编

程软件、一种关系数据库与非关系数据库、一种消

息队列技术。ＰＣ０４：熟练的工具使用能力。掌握软
件原型建模工具、常用开发框架，统一建模语言

（Ｕｎｉｆｉｅｄ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ＵＭＬ）、系统设计、项
目管理、文档编写、软件协同开发和项目构建工

具；熟悉应用服务器、传统关系型与非关系型数据

库。ＰＣ０５：良好的逻辑思维和独立解决复杂问题的
能力，能够同时处理多个复杂项目，对风险、问题

和瓶颈有预判能力并主动解决。ＰＣ０６：较好的口头
表达能力，优秀的文字组织和文档编制能力，能编

写清晰、规范的相关文档。ＰＣ０７：良好的英文听说
读写能力，医学英语基础良好。ＰＣ０８：通识性能

力。具备团队协作、技术交流、创新、学习、信息

技术应用、社会适应等能力。

３３　规划课程内容

为培养和提高职业核心能力，以此作为培养目

标选择课程内容，见表 １。规划建模过程与方法：
定义企业目标、组织战略转化为信息系统战略、识

别企业过程、识别数据类、建立Ｕ／Ｃ矩阵、进行合
理性检查、上对角矩阵、划分子系统、可行性分

析。结构化业务需求模型：组织目标分析、组织结

构图、确定业务、组织／业务关系图、业务功能一
览表、业务明细表、实体分析、业务流程图、表格

分配图。结构化系统分析模型：系统关联图、列举

事件、功能分解图、ＤＦＤ片段、系统图、基本图、
数据字典、处理逻辑表达、系统功能划分与数据资

源分布。结构化系统设计模型：精华 ＤＦＤ、信息系
统架构、表示层结构图、应用逻辑层和数据访问层

结构图、描述模块功能与接口、描述全局数据结

构、代码设计、输入输出设计、过程设计。面向对

象业务需求模型：组织分析、需求获取、需求分

析。面向对象系统分析模型：建立系统用例、分析

业务规则、用例实现、软件架构和框架、建立分析

模型、组件模型、部署模型。面向对象系统设计模

型：设计模型、接口、包设计、数据库设计。运筹

学与最优化方法主要包括线性规划、非线性规划、

目标规划、整数规划、层次分析法及智能优化计

算。

表１　面向岗位胜任能力的医学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课程内容

课程内容 ＰＣ０１ ＰＣ０２ ＰＣ０３ ＰＣ０４ ＰＣ０５ ＰＣ０６ ＰＣ０７ ＰＣ０８

医学信息学　　　　　 √ √ √ √ － － － －

规划建模过程与方法　 √ － － √ √ √ √ √

结构化业务需求模型　 － √ － √ √ √ √ √

结构化系统分析模型　 － √ － √ √ √ √ √

结构化系统设计模型　 － － √ √ √ √ √ √

面向对象业务需求模型 － √ － √ √ √ √ √

面向对象系统分析模型 － √ － √ √ √ √ √

面向对象系统设计模型 － － √ √ √ √ √ √

课程项目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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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面向岗位胜任能力的实践教学

４１　开发配套课程资源

针对教学内容陈旧问题，结合新兴交叉学科知

识面广的特点，在课程中融入岗位职业能力教育，

开发配套的课程资源。２０１８年３月在中国中医药出
版社编著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 “十三五”创新

教材 《医药信息系统建模理论与实践》。

４２　采用新教学方法

针对课程教学方法单一问题，结合具有领域知

识、实践性强的特点，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医学信

息系统案例教学法和课堂讨论教学法，加深学生对

基本概念、方法的理解和掌握。

４３　优化实验环节

针对课程实验环节薄弱问题，结合信息系统建

模理论抽象、学习难度大的特点，将实验分为模拟

实验教学和系统开发实验教学。

４４　改进评价方式

针对理论性、综合性、实践性强的课程，从以

评促学、以评促教两方面设计多维度评价量表，改

进课堂评价方式，从而更好地实现学生自我发

展［５］，促进面向岗位胜任能力课程改革落实。

５　结语

在应用型本科产教融合发展的要求下，提高应

用性是地方高校课程改革的基本目标，本研究围绕

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需求，开展面向岗位胜任能力

的医学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课程改革。明确课程教

学定位，梳理课程特点和教学存在的问题，以主要

岗位、典型工作任务和能力分析为基础，规划医学

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课程内容，开展面向岗位胜任

能力的实践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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