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医学生数字素养
现状及对策研究 

兰　雪　张　晗　何佳陆　侯跃芳

（中国医科大学健康管理学院　沈阳 １１０１２２）

〔摘要〕　目的／意义 调查医学生数字素养现状并提出培育对策，为医学院校更好地开展数字素养教育提供
参考。方法／过程 通过问卷调查从医学知识获取与分析、在线学习与安全、交流与协作３个维度对９０７名医
学本科生的数字素养水平进行调研。结果／结论 医学生数字素养总体水平较高，尤其在利用数字工具进行交
流与协作方面，而医学知识获取与分析能力相对匮乏；不同年级和专业医学生的数字素养水平存在差异。

应注重打造个性化数字素养教育模式、构建具有实操性的数字素养评价体系、突出医学领域数字素养特色、

加强数字安全实践教育，以进一步提高医学生数字素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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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２０２２年１月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中指出我国需积极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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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升级［１］。由数字智能

技术驱动的新一轮教育变革也对人才素质培养提出

了更高要求。全面提升人才数字素养和数字实践能

力，不仅是推动我国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也是

培养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新型人才的必由之路。面

对这一趋势，医学教育必须进行动态调整与更新，

将数字信息能力教育与医学生职业素养教育结合起

来，让数字技术更好地赋能医学教育事业发展。

数字素养 （ｄｉｇｉｔａｌｌｉｔｅｒａｃｙ，ＤＬ）概念最早由以
色列学者Ｅｓｈｅｔ－ＡｌｋａｌａｉＹ［２］提出，主要包括使用软
件和数字设备的能力以及在数字环境下执行任务和

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随着数字技术飞速发展，数

字素养的内涵不断更迭。本研究将医学生数字素养

定义为：医学生能够运用数字技术解决学习、科研

和社交等活动中实际问题的能力。目前，国内外关

于数字素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３个方面：数字素养
框架［３

!

５］、特定人群的数字素养评价［６
!

８］和数字素

养的培育路径及对策［９
!

１２］。相较于国外开展了面向

各类人群的数字素养实践，国内相关研究以介绍国

外高校数字素养教育成果和对既有经验的梳理和总

结为主，普遍缺乏实证调研，对当前国内大学生，

尤其是医学生的数字素养水平研究甚少。因此，本

研究旨在通过问卷调查了解当前医学生自我感知的

数字素养水平现状，以期为进一步完善医学生数字

素养教育提供方向。

２　研究对象与方法

调查问卷包括两部分：人口统计学信息 （性

别、专业和年级）和医学生数字素养问卷。笔者基

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字素养全球框架指标［４］和医

学生特点构建医学生数字素养评价框架，邀请 １７
位专家参与修改，并对 １１８２名医学生开展调查，

形成包含医学知识获取与分析 （９题）、在线学习
与安全 （８题）、交流与协作 （４题）３个维度的医
学生数字素养问卷。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

分析结果表明该问卷具备良好的信效度。问卷采用

李克特５点计分方式，分数越高表示学生数字素养
水平越高。通过问卷星平台发放调查问卷，调查对

象均来自医科大学，为医学相关学科本科生。回收

有效问卷９０７份，采用ＳＰＳＳ２６０进行数据分析。

３　研究结果

３１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９０７名调查对象中，男性和女性占比分别为
３６８２％和 ６３１８％。专业分布方面，主要来自 １３
个医学相关专业，其中临床医学人数最多，为３４０
人 （占比 ３７４９％），其次是法医学 ６２人 （占比

６８４％）和口腔医学６０人 （占比６６２％）。调查对
象来自大一到大三３个年级，其中大二学生最多，
为７３８人 （占比８１３７％）。数字素养问卷的 Ｃｒｏｎ
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为 ０９７８，３个维度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
系数分别为０９７０、０９６４、０９３６，均高于０９，表
明问卷信度良好。

３２　数字素养水平

调查对象数字素养水平，见表１。其中医学知
识获取与分析平均分最低，表明受访者在该维度的

自我感知较低，且该维度标准差较大，变异系数较

高，说明受访者对于自身获取和分析医学知识能力

的感知差异较大，交流与协作维度得分高于其他维

度。由于样本量较大，采用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Ｓｍｉｒｎｏｖ方
法对数据正态性进行检验。数字素养３个维度 Ｐ值
均小于００１，均不满足正态分布，因此使用非参数
检验方法来检验各独立样本间的差异。

表１　调查对象数字素养水平

维度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 偏度 峰度
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Ｓｍｉｒｎｏｖ检验
统计量Ｄ值 Ｐ

医学知识获取与分析 ３４３５ ０８６３ ２５１４０ ０１００ －０１７１ ０１１１ ００００

在线学习与安全　　 ３６２５ ０７９３ ２１８８４ －０１０２ ０１５７ ０１１０ ００００

交流与协作　　　　 ３７６８ ０８０５ ２１３６０ －０２５７ －００２６ ０１３７ ００００

　　注：表示 Ｐ＜００５，表示 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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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人口统计学特征与数字素养水平差异

３３１　性别差异　使用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Ｕ检验分

析不同性别之间数字素养水平差异，结果显示不同

性别样本在医学知识获取与分析、在线学习与安

全、交流与协作３个维度的数字素养整体水平均无

显著性差异 （Ｐ＞００５）。

３３２　专业差异　使用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Ｈ检验分

析不同专业之间数字素养水平差异，结果发现不同

专业样本在医学知识获取与分析、在线学习与安

全、交流与协作 ３个维度的总分均有显著性差异

（Ｐ＜００１）。精神医学专业的各维度数字素养得分

最高，应用心理学专业得分偏低。

３３３　年级差异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Ｈ检验结果显

示不同年级样本在医学知识获取与分析、在线学习

与安全、交流与协作３个维度的总分均有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大二学生数字素养得分高于其他年级。

４　讨论与建议

４１　讨论

医学生数字素养总体水平较高，尤其在利用数字

工具进行交流与协作方面。这一点与以往研究结论一

致，黄燕［１３］发现８８９％的大学生上网是为了与他人

进行沟通交流。但是非参数检验显示不同学科和年级

医学生在线交流与协作方面的数字素养水平存在差

异，说明仍有进步空间，具体表现在对云存储工具的

使用方面。相对而言，医学生在医学知识获取与分析

等方面能力较差。一是获取数字信息的途径比较单

一，数字检索能力匮乏。多数学生更倾向于利用百度

等搜索引擎获取信息，对ＰｕｂＭｅｄ、中国知网等专业

数据库了解较少［１４］。二是文献管理软件使用等方面

的数字能力不足。此外，虽然大部分医学生已经具备

数字安全意识，了解在数字环境保护个人数据和隐私

的重要性，但对具体解决办法缺乏认知。

４２　建议

４２１　打造个性化的数字素养教育模式　当前医

学院校数字素养教育模式主要为课程学习和专题培

训［１５］，忽略了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统一的教学内

容和评估标准，不利于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

可借助在线学习平台或移动端获取学生的行为数据和

学习习惯，构建学生数字画像，通过数字技术分析医

学生异质化数字素养水平、学习风格、认知偏好等，

为其推送分层分类、形式多样的学习内容［１６］。

４２２　构建具有实操性的数字素养评价体系　目

前主流的数字素养评价方法是采用量表形式进行评

估，虽然能够反映数字素养水平，但是主观性较强，

与实际情况可能存在差异。在调查之后，研究团队与

部分调查对象进行访谈，发现一些学生错误估计了自

己的数字素养水平。如一些调查对象在填写问卷时认

为自己知道如何保护个人隐私数据，但是当面临具体

的情境让其解决时，很多学生并不知道该如何面对。

在本研究中，为了确保主观调研结果的可靠性和有效

性，问卷不仅经过专家调研来确保内容效度，还运用

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来确保量表的结构

效度。但是仍不可避免学生自我感知水平与真实能力

间存在差异。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数字素养测试通

过实际场景和软件界面评估参与者的数字素养能力，

也发现学生自我感知的数字素养水平与其测试得分之

间存在显著差异［１７］。因此，应构建更有实操性的评

价方式，如依托数字平台进行数字素养实践测试，采

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工具，获取学生完成任

务的行为数据和知识积累水平，进而综合评估学生的

数字素养水平。

４２３　突出医学领域数字素养特色　可基于数字

技术发展的前沿动态信息，结合医学专业特征完善

课程内容，如通过构建仿真医学数据与病例环境，

引导学生深入分析并理解相关数据［１８］；借助人工智

能等信息技术，利用模拟设备开展实践训练［１９］。上

述方式可以增进医学生对数字技术的理解和应用，

使其能更好地适应数字化执业环境。以远程医疗和

在线问诊为代表的 “互联网＋医疗”模式的实施和

推广［２０］，要求医疗人员具备利用互联网为患者提供

在线医疗信息和技术服务的能力。因此在教学过程

中，可采用小组作业和项目研讨的方式使学生通过

在线平台共同完成课题，加强医学生在线协作和沟

通能力的培养。此外，还应关注医学数字伦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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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引导医学生树立科学的数字技术观念与正确的

数字价值观念。

４２４　强调数字安全的实践教育　随着网络和数
字技术飞速发展，数字安全逐渐成为公众关注的重

点。目前数字素养教育主要通过案例分析、视频、讲

座培训等方式引导学生提高数字安全意识［２１－２２］，对

如何防范风险、应对数字安全问题等方面的教育不

足。尤其是医学生在学习和未来的医疗工作中，会频

繁接触患者敏感数据。因此，其必须具备敏感的数字

意识，严格遵守数字伦理，保护患者数据信息隐私，

合理合法地利用数据信息。因此应加强医学生数字安

全实践教育，如利用仿真模拟技术为医学生提供临床

实践机会，使其在模拟环境中处理真实医疗数据，从

而提高数字技能和安全意识等。随着ＣｈａｔＧＰＴ等生成
式人工智能的广泛运用，高校应加强引导学生在学习

使用该技术的同时，理解和批判性地评估人工智能技

术［２３］，了解相关法律法规和道德伦理规范，提升应

用人工智能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５　结语

本研究从医学知识获取与分析、在线学习与安

全、交流与协作３个维度对医学本科生数字素养水平
进行调研，发现当前医学生数字素养总体水平较高，

尤其在利用数字工具进行交流与协作方面，而医学知

识获取与分析能力相对匮乏。本研究结论可为进一步

优化医学生数字素养教育提供方向和参考。虽然本研

究调查对象覆盖医学各专业本科生，且样本量较大，

但其主要集中在医科大学，缺乏对综合院校医学生情

况的调研。在未来研究中，可以扩充更多类型高校学

生，增加样本数量以增强结论的置信度。

作者贡献：兰雪负责研究设计、数据分析、论文撰

写；张晗、何佳陆负责问卷设计与调查；侯跃芳负

责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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