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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意义 结合医学信息工程专业 “医工交叉”特色，提出面向实践创新能力培养的课程教学模

式，以适应新工科背景下对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需求。方法／过程 结合目前 Ｃ语言课程教学存在的问
题，调整教学目标，灵活运用并创新教学方法，具体措施包括增加医疗应用案例，充分利用第二课堂，以

及发挥学科竞赛促进作用。结果／结论 该教学模式的实施，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引导学
生关注医疗领域信息工程技术应用，开展项目实践和创新活动，教学效果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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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２０１７年教育部发布相关通知，部署和推进新工
科建设，鼓励多学科交叉融合、产学研深度融合，

助力高等教育强国建设［１－２］。在新工科背景下，实

践创新能力的培养成为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关键

环节，医学信息工程 （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ｉｎｇ，ＭＩＥ）专业作为新工科和新医科相交叉的学科
专业，随着医疗信息化快速推进，在现代医疗体系

中的作用愈发重要，对构建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

务体系发挥关键作用［３－４］。自２００４年我国首个医学
信息工程专业开始招生以来，该专业已初具规模。

然而，由于专业设立时间短，可借鉴的经验有限，

仍存在一些问题。例如，现有师资队伍的知识背景

和工程经验不足，导致专业实践教学内容传统且同

质化，实践资源匮乏［５－６］。尤其是传统课程，如 Ｃ
语言、数据结构、操作系统等，其教材往往缺乏医

疗领域的应用案例，教学与实践环节未能融入专业

特色，难以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

海南医科大学医学信息工程专业主要培养掌握

基础医学、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科学

知识的复合型工程技术人才，使其能够在医疗软

件、医学信息、医疗设备等领域从事设计研发、数

据分析等工作。Ｃ语言作为一门兼具高级语言和汇
编语言优点的通用计算机语言，具有高效、灵活、

功能丰富、表达能力强、移植性强、可直接操作硬

件的特点［７］，是本专业的必修课程，在第一学期开

设，为后续多门专业课程学习和岗位技能培养奠定了

重要基础。本文从课程目标、教学方法、教赛创融合

实践以及课程评价４个方面，探讨如何在教学中展现
Ｃ语言的专业应用价值，并开展实践创新教学。

２　教学目标设置

针对传统教学在学生计算思维与实践创新能力

培养方面的不足，以及实践创新脱节、学习延续性

差、自主学习能力欠佳等问题［８］，将传统教育目标

从 “知识＋能力”向更高层目标 “能力＋素质”转
变，以提升认知、实现创新为主要目标［９］。根据布

鲁姆认知模型，将课程目标设定为知识目标、能力

目标和素质目标３个维度［１０］，见表１。该课程以编
程语言知识和计算思维为起点，引导学生从一年级

开始转变学习方法，改变知识逻辑认知模式，以解

决问题为导向，面向专业需求进行学习和实践。

表１　课程分层目标

目标 认知层次 具体内容

知识 记忆／理解 熟悉Ｃ语言基础语法知识、程序设计控制结构、数组、函数、指针、结构体的基本用法

掌握计算思维解决问题步骤、算法流程图设计

能力 分析／应用 运用计算思维进行问题分解、识别、抽象，设计算法，并能对算法进行分析、评估、迁移应用

使用Ｃ语言编码解决实际问题

学以致用，发现可以使用程序设计解决的医疗应用问题

素质 评价／创造 培养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性思维

激发投身信息化建设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

３　教学方法改革

根据学生专业技能和创新能力的成长需求，改

革措施主要包括：重构教学知识结构，实施重点知

识模块的 “思－学－用 －创 －讲”５环节教学，引
入翻转课堂，以及开展第二课堂和竞赛实践活动。

将学科竞赛、医疗应用创新双驱动的教赛创融合理

念贯穿整门课程，形成以成果为导向、以学生为中

心的教学迭代模式，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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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课程教学迭代模式

　　在课程教学中通过 “以学生为中心”的 “三阶

实践”和翻转课堂，巩固基础典型应用、挑战竞赛

真题、创新医疗应用；第二课堂和学科竞赛提升学

生编程能力、培养医疗应用创新素养；同时，引导

学生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网络资源、各类文献，实

现师生共建医疗应用案例资源；优秀案例及竞赛获

奖，激励学生持续创新。

３１　基于实际应用重构教学知识结构

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遵循认知规律设计教学

案例，并在扩展案例应用过程中，引导和鼓励学生

探究新知识，重构教学知识结构。以 “循环结构应

用”教学内容为例，设计如下。

一是热点问题情景，引出主题。通过电影 《热

辣滚烫》女主角的减肥记录日志，启发学生思考如

何连续输出不同时间段体重等信息，引出循环结构

应用场景。二是教赛融合，引出真题。由 “体重”

问题引出全国高校团体程序设计天梯赛真题 “到底

是不是太胖了”，巩固 ｆｏｒ和 ｗｈｉｌｅ两种循环结构应
用，辨析难点。三是挖掘医疗应用场景。引入身体

质量指数 （ｂｏｄｙｍａｓｓｉｎｄｅｘ，ＢＭＩ）概念及相关医疗
健康问题，通过循环结构实现女主角减肥过程中

ＢＭＩ的计算与分析。四是应用扩展，引出新知识。
从实际需求出发，引导学生继续开展群体的ＢＭＩ统
计、分析 （包括编号、姓名、身高、体重 ４项数
据）。随着统计对象属性增加，数据存储功能要求

提高，在任务实现过程中，循序渐进地引入新知识

点———数组和结构体，激发和引导学生自主探究相

关基本概念及用法。

３２　基于计算思维的 “思－学－用－创－讲”５
环节教学

　　Ｃ语言是一门非常适合培养低年级学生计算思
维与实践创新能力的入门课程。课程基于计算思维

分析、解决问题的 ４个步骤，采用案例驱动教学
法［１１］，引导学生进行问题分解 （理解问题，拆分

为可操作小问题 →） 模式识别 （观察规律 →）
抽象 （聚焦关键信息，找出解决途径 →） 算法设

计 （制定系列有序步骤，绘制流程图），并最终进

行评估、优化与迁移 （对问题解决方案或算法进行

评估，选出最优策略，反思迁移医疗应用场景）。

其中，“思 －学”环节训练计算思维， “用 －创 －
讲”环节锻炼实践和创新能力。继续以 “循环结构

应用”为例，其５环节设计，见表２。

表２　 “循环结构应用”５环节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设计

思 热点问题，引导思考知识应用，如减肥记录输出与循环结

构

学 竞赛真题 “到底是不是太胖了”，学习和实践计算思维，

巩固知识和辨析难点

用 算法评估、优化、迁移，挖掘医疗应用情景 “代谢性综合

征疾病人群ＢＭＩ值”

创 关注 《代谢综合征结合诊疗指南》 （２０２３），了解 ＢＭＩ增

高与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关系，如 ＢＭＩ值每增加２，冠心

病、脑卒中的发病率分别增加１５４％和６１％。当 ＢＭＩ≥

２４ｋｇ／ｍ２，会大大增加患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和血脂

异常等严重危害健康疾病的发病率，从而引发其他疾病。

鼓励学生积极探究相关医学问题，实践创新课程设计

讲 以小组为单位学习，可借助人工智能工具辅助，挖掘医疗

应用场景及实现代码参考，如由 “计算天数”任务迁移住

院天数、疫苗接种时间计算，实践并分享

３３　基于 “三阶实践”的师生研讨式翻转课堂

随着我国编程教育的推广，近年来高校程序设

计类竞赛快速发展。实践和竞赛是培养学生计算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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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和实践创新能力的主要途径，课程依托浙江大学

联合互联网公司开发的 “拼题 Ａ”程序设计类实验
辅助 教 学 平 台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ＰＴＡ） （ｈｔｔｐｓ：／／ｐｉｎｔｉａｃｎ），在经典案例 （知识层

面）基础上，挑战竞赛真题 （能力层面）和医疗应

用创新 （素养层面），“三阶实践”驱动教与学，师

生研讨共建医疗应用实践资源。翻转课堂设计，见

图２。课前因材施教、紧扣专业，精选不同难度案
例及项目，覆盖不同层次学情，高阶性与挑战性并

存，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自我挑战，教师充分参与

研讨，明确实践路线和方法；课中分享、探究、锻

炼、解惑，讲解明确、详尽；课后及时评价反馈、

总结、答疑、挖掘。

图２　翻转课堂设计

学生在任务中探索学习，以探究过程为目的。

引导学生发挥自主学习能力，可利用网络资源、人

工智能工具。以竞赛真题 “寻找２５０”为例，翻转

课堂探究学习过程如下。第１步：真题实现，巩固

无限循环结构 ｗｈｉｌｅ（１）、ｆｏｒ（ｉ＝１；；ｉ＋＋）和

ｂｒｅａｋ语句用法。第２步：扩展功能、引入新知识，

数组ｉｎｔａｒｒ［１００］存储数据，循环结构遍历数组

ｆｏｒ（ｉ＝０；ｉ＜１００；ｉ＋＋），元素查找 ｉｆ（ａｒｒ［ｉ］

＝＝２５０） ｛…｝。第３步：算法评估、优化，探究

指针动态分配数组存储长度 ａｒｒ＝ （ｉｎｔ）ｍａｌｌｏｃ

（ｓｉｚｅｓｉｚｅｏｆ（ｉｎｔ）），按需分配减少内存的浪费 ｆｏｒ

（ｉ＝０；ｉ＜ｓｉｚｅ；ｉ＋＋）｛…｝。第４步：算法迁移，

检索患者病历文件中病述关键词，如 “糖尿病”

“高血压”等，自主探究文件读取Ｆｉｌｅｆｉｌｅ；ｆｉｌｅ＝

ｆｏｐｅｎ（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ｒ”）、字符串操作 ｃｈａｒｆｉｌｅｎａｍｅ

［］ ＝“ｂｉｎｓｈｕｔｘｔ”；ｃｈａｒｓｅａｒｃｈｋｅｙ［２０］，及字符

串检索函数ｓｔｒｓｔｒ（Ｆｌｉｎｅ，ｓｅａｒｃｈｋｅｙ）用法。

４　教赛创实践路线及成果

学生成果和能力是衡量教育质量的核心指标，

紧扣基础编程能力和医疗应用实践创新能力培养目

标，将课内教学、第二课堂、竞赛实践有机衔接，

翻转课堂和第二课堂进行竞赛演练，学科竞赛、创

新竞赛激发学生潜能。教赛创融合主要包括编程实

践和医疗应用创新实践两条主线，见图３，覆盖学
情、三阶段推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实践主动

性、创新意识。

图３　教赛创实践路线

编程实践方面，第１阶段按知识点精选典型案
例、竞赛真题实践；第２阶段通过第二课堂强化编
程；第３阶段参加全国高校大学生团体程序设计天梯
赛、蓝桥杯全国软件与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实践。

近两年学生 （每年４０人）课外竞赛实践成绩提升明
显，一年级参加编程竞赛及获奖情况，见图４。

图４　近两年一年级学生编程竞赛获奖情况

医创实践方面，第１阶段算法迁移，挖掘医疗
应用场景，实践医疗应用项目；第２阶段通过第二
课堂凝练项目创意；第３阶段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计划项目申报、中国国际大学生 “互联网 ＋”
创新创业竞赛。通过医创实践，师生共建医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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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见表３。

表３　医疗应用案例及项目

知识点 医学应用实践题目

选择结构 门诊医保报销、住院天数计算、核酸检测安排

循环结构 血型统计、血压监测

函数　　 住院患者体温监测

数组　　 血常规化验诊断、血液样本指标统计、ＤＮＡ鉴定、病

述关键词检索

结构体　 ＢＭＩ信息统计、电子病历管理、甲型 Ｈ１Ｎ１流感患者

初筛

课程设计

项目　　

色弱筛查系统、血压管理系统、职工医保报销管理系

统、饮食健康管理系统、药品管理系统

５　课程评价

课程评价由过程性评价 （占３０％，包括章节测
试１０％、翻转课堂１０％、课程设计项目１０％）和
终结性成绩 （占７０％）组成。翻转课堂评价包括小
组成员实践案例成绩及小讲堂成绩，后者依据参与

次数、投票情况评分。每位同学最多参与两次，鼓

励有能力学生积极指导其他同学，给予适当奖励加

分。过程性评价除基础语法测试、项目研发，增加

实践操作与分享、综合素养维度评价［１２］，个性化指

导，实时跟踪学情。近两年学生期末考试平均成绩

和优秀率逐年提升，２０２３级优秀率达 １０％，为
２０２２级的２倍，但成绩标准差有所扩大，还需完善
针对学困生的个别辅导和一对一结对帮扶措施。

６　结语

针对医学信息工程专业在传统课程教学中存

在的实践教学与专业需求脱节，缺少对学生实践

创新能力和兴趣培养的问题，本文提出面向实践

创新能力培养的 Ｃ语言课程教学模式，该模式更
关注学生学习思维培养、探究学习过程及持续学

习动力，有效锻炼学生实践创新能力，教学效果、

学科竞赛、创新竞赛成绩显著。未来将积极探索

与后续专业课程合作，协同开展创新教育与专业

课程融合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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