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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 “临床信息系统”课程传统教学模式，详细阐述课程重构与教学模式设计路径，分析效果，

指出以网络教学平台为基础，融入基于问题学习教学方法，构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有利于促进学

生自主学习与合作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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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１１　研究背景

医疗行业信息化是医学科学发展和国际化发展

的必然趋势，也是完善医联体管理运行模式、推进

分级诊疗制度和医院科学管理的发展要求，更是

“互联网 ＋医疗”的 “智慧新医科”建设基本保

障［１－２］。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

虚拟现实、５Ｇ通讯等技术的应用，开展信息素养教
育不但有助于提升医学人才医学科学学习和创新能

力、医疗行业信息化水平和质量，还与未来合理制

定医疗政策、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快建设一

流医学中心城市密切相关［３－４］。新一代信息技术在

健康医疗领域特别是医学教育领域的深度应用，对

医学人才信息素养教育提出新的挑战和要求，社会

对于既具备良好信息素养又熟悉医学科学的人才需

求越来越大［５］。医学高校开设既融合医学知识与新

一代信息技术，又能让医学专业学生易于接受、吸

收、掌握的课程成为当务之急［６］。

１２　 “临床信息系统”课程概述

“临床信息系统”课程是医学专业学生的通识

教育拓展课，课程内容从临床业务入手 （包括医院

信息管理、门急诊信息管理、药品信息管理、住院

信息管理、医生工作站、电子病历、病案管理、护

理信息、实验室信息、医学影像存储与传输、放射

科信息、ＩＣＵ／ＣＣＵ重症监护信息及远程医疗信息

等），贯穿主流计算机信息技术 （医学信息学、系

统分析与设计、系统集成、系统运维、新一代信息

技术应用等），是医学知识与信息技术有机融合的

典型课程。

１３　基于问题学习方法概述

基于问题学习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ｂａｓ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ＰＢＬ）是一套设计学习情境的完整方法，由美国神

经病学教授 Ｂａｒｒｏｗｓ首先应用［７］。一直以来 ＰＢＬ在

医学教育领域得到大力推广并取得良好效果［８］。近

年来以慕课 （ＭａｓｓｉｖｅＯｐｅｎ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ｕｒｓｅｓ，ＭＯＯＣ）

为代表的 “互联网＋教育”模式引发全球高等教育
的新一轮改革，一种线上、线下混合的教学模式应

运而生并得到广泛应用［８］。

１４　研究目的

以 “临床信息系统”课程为载体，以培养医学

专业学生计算思维／信息素养为目标，以提升智慧
技术应用能力为驱动重构课程内容体系；以慕课

“线上＋线下”混合模式为基础，融入 ＰＢＬ教学法
思想，构建适配医学专业学生的新型教学模式。

２　传统教学模式分析

２１　课程功能具有局限性

早期 “临床信息系统”课程基本都以选修课形

式开设，且往往局限在生物医学工程、医学信息工

程等典型的医工结合类专业。课程内容通常以信息

学基本概念、临床信息系统概况、典型信息系统

（如临床信息系统、医院信息系统等）、医院信息化

等为主。教学目标一般为通过该课程学习让学生了

解临床信息系统相关概念与理论，熟悉临床信息系统

基本结构与主要功能，能够操作和使用医院常用的业

务信息系统等软件工具。课程教学功能定位为培养软

件工具操作技能，几乎未涉及对学生思维的开发与

拓展，具有较明显的教学功能局限性。这与当时的

信息技术发展水平以及医院信息化程度有关。

２２　教学方法较传统

早期 “临床信息系统”课程教学方法较传统，

基本以理论讲授＋操作实验为主。教学组织形式是
单向由 “教”到 “学”的路径，实施中以 “教”

为中心，教师主导并推动整个进程，学生是被动地

“学”。该课程未应用ＰＢＬ教学方法。此外在课程教
学考核上，仍以理论笔试 ＋操作上机考试为主要形
式，教学效果以考试分数高低进行评价。早期该课

程教学目标定位不准，影响了素质教育和学生创新

能力培养。

２３　改革原有课程内容、教学模式势在必行

信息技术不断进步，特别是人工智能、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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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５Ｇ通信、区块链、物联网、智能机器人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医疗领域的不断融合［９］，推动医

院信息化由数字医院向着智慧医院迈进。这一变化促

使健康医疗行业不断提升信息技术应用水平，促使医

学高校在人才培养方案上做出调整。近年来 “临床

信息系统”已成为较多医工专业的专业课以及部分

医学专业的专业选修课。要将培养操作技能转变为

培养信息素养，必须要改变、重构原有课程内容、

教学模式，这是新时代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３　课程重构与教学模式设计

３１　概述

３１１　重新定义教学目标　按照新时代教育发展
需要，重新定义 “临床信息系统”课程教学目标，

即培养医学专业学生计算思维及临床信息技术应用

能力。

３１２　改革课程知识结构与教学内容　以智能技
术在临床领域的应用案例为驱动，将课程内容重构

为 “医学信息技术” “临床信息业务系统” “智能

技术应用”３个模块。课程内容重构后，理论与实
践教学比变为４：６，即将原有理论教学为主变为以
实践教学为主。

３１３　构建新型教学环境　借助网络教学平台，
如超星学习通，构建一个融入ＰＢＬ思想的线上、线
下混合的新型教学环境，支撑以 “学”为中心。课

程理论教学采用线上模式；与理论部分相呼应的单

一／独立性技术 （技能）实验主要在线上开展；综

合性实训／实习则紧密结合医院临床活动在线下开
展，见图１。

图１　课程重构与教学模式设计

３２　课程重构

３２１　教学目标　让学生熟悉与临床相关的医学
信息概念、知识、标准及理论；熟悉各临床业务系

统的功能、业务流程以及系统结构；了解各系统设

计、开发、实施等计算机技术；掌握对各系统的应

用、操作及运维的技能；了解各信息系统接口以及

集成基本方法；熟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临床领域的

应用；掌握常用数据分析、挖掘算法／工具，能够
对一般临床医学问题开展数据分析工作；具备信息

化能力和计算思维，能够将现实临床业务需求归

纳、概括并抽象形成可用于开发相应系统软件的逻

辑模型。

３２２　课程重构　新的教学目标使得课程内容关
联多个学科、涵盖更多领域知识。要将这些内容组

织起来可以根据学科分类分为３个模块。组织后的
知识单元应实现有机贯穿和关联，以便医学专业学

生理解、接受并掌握。医学专业学生较习惯于情景

教学模式，这是ＰＢＬ教学方法在医学教育领域能够
被广泛应用的原因之一。针对当代大学生对新生事

物较易产生浓厚兴趣的特点，对该课程内容重构制

定以下策略：先整理适配课程内容 （主要为智能技

术应用知识模块）的智能应用情景或案例，然后提

炼情景／案例中的关键智能技术，最后以智能技术
为驱动关联或贯穿相应医学信息技术或临床业务系

统知识单元。例如情景 “移动查房”可以提炼出

“移动医疗”关键智能技术，在医学信息技术上可

以关联到临床信息系统设计、开发等；在临床信息

业务系统模块可以关联到医院信息系统 （住院管理

子系统），见图２。

图２　智能技术驱动的课程重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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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教学模式设计

以网络教学平台为基础，融入 ＰＢＬ教法思想，
构建适配于医学专业的 “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
式。课程内容重构后，在智慧技术驱动下，智能技

术应用与医学信息技术、临床信息业务系统有机串

联，形成相应知识／技术链。知识链教学 （理论教

学）以及技术点实验在线上开展；整个知识／技术
链或多个相关链在进行理论基础铺垫后再还原到最

初情景中；也可以重塑 “情景”形成应用技能培养

教学案例，在医院等真实应用场景进行线下实训／
实习，见图３。

图３　 “移动医疗”教学方法重构路线

４　效果评价

基于计算思维重构 “临床信息系统”课程后，

于２０１８年９月开始在上海健康医学院医工结合类专
业实施教学。目前已完成６个学期教学工作，学生
累计２０１０人，涉及７个专业。从教学管理部门及
学生评价来看教学效果良好，“Ａ＋”获评率较改革
前提高了１２％。上海市高等学校信息技术水平考试
是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组织的全市高校统一教学考

试，是检测和评价高校计算机教学水平和质量的重

要依据之一。该考试分为 ４个等级科目。通过对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这７个专业学生参加该考试１级科目
情况看，改革效果良好，报名率与通过率均在课程

改革后有了大幅提升，平均提高比率分别为

１１５３％、１２６０％。

５　结语

总的来说，以智能技术应用于健康医疗的案例

为素材重构课程是可取的，一是案例便于教师从中

萃取计算思维，二是便于采用ＰＢＬ教法，贴合医学
专业学生的学习思维与习惯，利于实现以 “学”为

中心提升课程实施效率。最终构建的 “线上 ＋线
下”混合教学模式，在教学目标、理念、形式和时

空４个维度上进行系统重构与创新。将知识传授、
能力培养、素质提高的目标融入课程内容中，将学

生中心、学习中心、问题中心的教学理念贯穿于课

程实施中，促进学生自主学习与合作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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