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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当前，以ＣｈａｔＧＰＴ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技术迅速发展，不断推动医疗服务的创新与升级，

未来工作对创造性的要求日益增强。医学信息管理

人才作为融合医学、管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知识的复

合型人才，契合 “医学＋人工智能”的教育和发展

理念，其能力要求已从以往的侧重理论转变为理论

与创新实践并重，以更好地适应技术的发展和行业

的变革［１］。在新时代的高等教育中，创新实践能力

培养成为育人重点，教育部已将创新实践列为学生

需发展的６大核心素养之一［２］， 《高等教育法》中

也强调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创

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在新医科建设

的引领下，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

发展的指导意见》《“十四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

划》等文件也明确指出，要推进 “医学 ＋Ｘ”多学

科背景的复合型创新拔尖人才培养，探索医工、医

信、医理相结合的产学研医创新型人才培养。

创新实践能力指个体创造性地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是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有机结合的现实体现［３］。

对于医学信息管理人才而言，创新实践能力指个体熟

练运用医学信息管理知识和技能，解决卫生健康领域

实际问题的能力，具体包含发现问题、逻辑思维、团

队协作等２０种具体能力要求［４］，是医药卫生事业管

理科学化、规范化的重要支撑。在数智赋能医疗卫生

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培养医学信息管理人才的

创新实践能力，不仅能使其更好地将理论应用于实

践，胜任医药卫生领域的信息化建设与管理等工作，

还能增强其社会责任感，提升创新自信心。

目前，全国已有４０余所高校开设医学信息管理

相关本科专业［５］。然而，大部分高校仍局限于专业

基础知识培养，对创新实践能力培养不够重视，且

培养条件不够成熟，这导致医学信息管理本科毕业

生在实际医疗工作中实操能力弱、创新能力不足，

难以满足行业要求，削弱了医学信息管理人才的竞

争力［６］。虽然已有研究针对医学信息管理人才培养

展开，但多集中在人才培养模式［７］、实践教学体

系［８］等方面，以创新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的研究仍

较为少见。当前，成果导向教育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ｂａｓｅ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ＢＥ）理念与代表构思 －设计 －实现 －

运作的工程教育模式 （ｃｏｎｃｅｉｖｅ－ｄｅｓｉｇｎ－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ｏｐｅｒａｔｅ，ＣＤＩＯ）兴起，可有效指引人才创新实践

能力培养。本研究通过梳理医学信息管理人才创新

实践能力培养中存在的问题，构建融合ＯＢＥ－ＣＤＩＯ

理念的创新实践能力培养路径，以期实现医学信息

管理人才创新实践能力的有效培养。

２　医学信息管理人才创新实践能力培养存
在的问题剖析

２１　能力培养计划不明晰，教学团队支撑力度不足

现有医学信息管理人才培养计划多侧重于医学、

管理学和计算机基础等通识教育，对创新实践能力培

养计划制订不够重视。已制订的培养计划中存在能力

培养目标模糊不清的现象，尚未形成完整体系［９］。实

践教学环节大多基于传统专业课程基础知识，结合

医学信息管理领域真实案例的内容相对较少，导致

知识与实践衔接不畅［１０］。此外，大部分高校未设置

专门的实践课程，已有课程实践教学环节学分占比

不高，削弱了学生的实践兴趣和动力［１１］。

教学团队的资历和专业水平对学生创新实践能

力培养具有关键支撑作用。现有医学信息管理专业

教学团队构成相对单一，以校内教师为主，实践经

验丰富的行业专家参与力度不足。且部分校内教师

存在实践教学能力不足、实操水平有限等问题，难

以有效指导学生的创新实践活动［１２］。同时，校内教

师和校外行业专家的教学衔接和配合程度不高，尚

未形成相互协作的育人合力［１３］。

２２　教学资源整合不充分，传统教学模式不适用

目前，医学信息管理领域的创新实践教学资源

分散在学校内外的不同部门、机构和平台上，缺乏

统一整合和管理，导致查找和使用比较困难［１４］。此

外，由于高校、医疗软件企业、医疗卫生机构等之

间的合作不够紧密，创新实践教学资源的共享和利

用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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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教学模式倾向于讲授式、灌输式教学，实

践环节较少，存在 “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缺

乏针对创新实践的引导与支持，无法满足学生获取

专业实践技能的基本需求［１５］。学生即便掌握了充足

的理论知识，也难以在实践中有效开展医学信息相

关工作，在就业市场上缺乏竞争力。

２３　创新实践平台与实践实习基地建设不够完善

现有创新实践平台建设过程中缺乏顶层设计，

存在信息孤岛现象和形式单一问题，不能满足学生

创新实践培养需求［１６］。目前学生能够参与的竞赛、

科研实践、社会实践等创新活动相对较少，缺乏有

效的自主创新活动平台［１７］。

专业实践实习有助于学生了解医学信息管理专

业在社会中的发展现状和工作职能，培养其适应社

会和未来工作的能力。高校应为学生提供实践实习

机会［１０］。然而，目前大多数高校与实践实习基地的

合作机制尚不成熟，校企协同育人机制尚不健全，

学校与医疗软件企业、医疗卫生机构和卫生行政部

门等单位的合作相对较少，难以为学生提供实际项

目实践的机会。

２４　能力培养效果评价体系尚未健全

医学信息管理人才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的效果评价

体系不够健全，是导致学生创新实践能力不足的重要

因素。一是评价过程碎片化，缺乏系统性和客观性，

主观性较强。二是评价考核以书面形式为主，注重学

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而忽视了对学生创新思维、团

队合作、实践操作等能力的评价［１７］。创新实践成果

得不到合理评价，不仅会削弱学生参与创新实践的

积极性，也会使教师在创新实践指导中的工作业绩

无法充分体现，降低了双方的参与度［１８］。

３　基于ＯＢＥ－ＣＤＩＯ理念的医学信息管理
人才创新实践能力培养路径设计

３１　ＯＢＥ－ＣＤＩＯ理念

在高等工程教育改革的新形势下，贯彻以学生为

中心的ＯＢＥ－ＣＤＩＯ理念是推动专业内涵建设和提升

教学质量的核心途径。ＯＢＥ理念强调成果导向，鼓
励学生将所学知识和技能应用于实际情境，培养问题

解决能力和创新实践能力［１９］。目前，ＯＢＥ理念已较
多应用于理工科专业，如应用化学、有机化学等，以

培养本科生的创新实践能力［１２，２０］。ＣＤＩＯ强调学习基
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同时，注重团队协作精神和创

新能力的培养［２１］，其 “做中学”和 “基于项目的

教育和学习”理念与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的要求和路

径相吻合，已有学者基于 ＣＤＩＯ探究本科生创新实
践能力培养［２２］。ＯＢＥ－ＣＤＩＯ理念将教学目标与教
学过程紧密结合，并不断根据教学效果完善教学目

标，见图１。近年来，部分高校在尝试推行 ＯＢＥ－
ＣＤＩＯ工程教育改革中，取得了良好的成效［２３］。也

有学者［２４］基于ＯＢＥ－ＣＤＩＯ理念对专业实践教学体
系进行研究。然而，目前将 ＯＢＥ－ＣＤＩＯ理念应用
于医学信息管理人才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的研究仍较

为罕见。基于成果产出的 ＯＢＥ－ＣＤＩＯ理念以学生
为中心，以项目为载体，主导教学活动，鼓励学生

将理论知识转化为专业实践技能，与医学信息管理

人才创新实践能力培养具有天然的契合点。

图１　ＯＢＥ－ＣＤＩＯ教育理念

３２　医学信息管理人才创新实践能力培养路径设计

基于 ＯＢＥ－ＣＤＩＯ理念的医学信息管理本科生

创新实践能力培养路径设计，旨在根据医学信息管

理专业特色，紧密围绕培养创新实践能力的目标，

针对目前该能力培养中存在的不足，遵循高等教育

人才培养的特点及规律，引入 ＯＢＥ和 ＣＤＩＯ教育理

念，构建一套全方位、系统性的教育教学体系及运

行体制机制。一是围绕 ＯＢＥ理念，明确培养目标。

针对医学信息管理行业的实际需求，考虑学生、高

校、用人单位３方视角，广泛调研并深入分析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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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达成的以及就业市场所需的创新实践能力培养

需求。在此基础上，细化并制定科学合理的医学信

息管理人才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目标，具体包括创新

目标和技能目标。二是根据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目

标，融合ＣＤＩＯ工程教育模式，秉持 “以学生为中

心，以项目为驱动”的原则，反向设计培养路径，

内容包括培养计划、教学团队、创新实践教学资

源、教学模式和能力培养效果评价等方面，见图２。

图２　医学信息管理人才创新实践能力培养路径

具体来说，ＯＢＥ理念下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目标
的明确既要立足于高校育人要求，又要关注市场需

求和学生未来职业发展的能力要求，将其细化为创

新目标和技能目标，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将学科知识

与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依据两个目标的预期学习成

果，结合医学信息管理专业交叉学科特色和行

业需求反向设计能力培养路径，在具体实施方

面，运用 ＣＤＩＯ项目式教学理念，按照构思 －设
计 －实现 －运作的思路循序渐进优化培养路径，
形成持续改进、一体化 ＯＢＥ－ＣＤＩＯ理念下的医
学信息管理人才创新实践能力培养路径。

４　面向医学信息管理人才创新实践能力培
养路径的实施策略

４１　明确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目标，优化培养计划

制订具有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特色的人才培养计

划，能够较好地实现医学信息管理人才的能力培

养。一是明确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目标，在专业培养

方案以及课程教学大纲中设置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的

具体要求，使学生和教师重视创新实践能力培养。

二是适当优化课程体系，增加创新实践相关课程，

如医学信息系统创新设计、大数据与医学人工智能

等，形成具有医学信息管理专业特色的教学内容体

系。三是合理设置各门课程理论与实践课时分配，

适当增加实践学时，由理论教育为主、实践教育为

辅，逐渐转变为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双管齐下，切

实保障实践教学的时间和效果［２５］。四是根据年级设

置不同层次的培养计划，大一到大三通过校内实践

教学和科研训练，奠定创新人才培养的基础；大四

则以校外实践为主，加强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提升

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五是适当提高创新实践

学分的占比，可设置必修的课外创新实践学分和创

新实践能力考核学分［２６］，明确相关学分认定办法，

激励学生参与学科竞赛、创新创业大赛、科研论文

撰写、专利发明等创新实践活动。

４２　聚焦创新实践能力培养要求，打造 “双师型”

教学团队

　　具备创新实践指导能力的教学团队是培养学生

创新实践能力的关键支撑。在教学团队建设过程

中，一是要发挥老教师的 “传、帮、带”作用，加

强对青年教师的培养。二是要强化 “双师型”教师

队伍的建设，形成 “理论＋实践”型双师队伍，将

业界教师与校内教师团队有机融合［１２］。对于高校教

师，应更加注重培养其创造性思维，为开展学生创

造性活动提供理论与精神示范；推荐其参与医疗机

构医学信息相关岗位实践学习，拓宽知识面。对于

实践型教师，应更加注重其实践经验，也可聘请兼

具医疗机构或医疗软件企业实践管理经验及教学能

力的人士提供实践教学素材或指导学生实践［４］。通

过行业和高校教师的共同教学，使学生充分了解卫

生健康政策和医学信息管理领域的前沿实际问题，

提高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４３　针对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特点，改革教学模式

为适应现代医学教育需要，新时代的教学模式

应以学生为中心，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将传统

的教师单方面注入式讲授为主的 “重理论”教学模

式转变为多形式互动交流的 “理论与实践并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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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模式。可采用包括课程导入 （ｂｒｉｄｇｅ－ｉｎ）、学习
目标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预评估 （ｐｒ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参
与式学习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ｌｅａｒｎｉｎｇ）、后评估 （ｐｏｓ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和总结 （ｓｕｍｍａｒｙ）６个教学环节的
ＢＯＰＰＰＳ教学模式，以教学目标为导向进行教学过
程设计［２７］。同时融合 “一核多元”教学方法，发

挥教师的引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在传授知识

的同时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意识和能力。 “一核”

指以项目教学法为核心，“多元”指集成课堂讲授、

案例教学、翻转课堂、线上线下一体化教学等多种

教学方法的优势，实现课堂讲授和课外自主学习相

结合、线上和线下相结合、个人任务和小组任务相

结合，在有限学时内完成课程内容并达成教学目

标。线上教学可通过教学视频、教学案例等进行输

入型教学；线下教学则依托 ＣＤＩＯ理念开展项目式
教学，随机分组协作完成项目任务，提升学生的协

作能力、动手能力等，实现输出型教学［２８］，见图

３。以管理信息系统课程实践教学为例，围绕医院
挂号系统功能，利用案例情境引入相关概念，引导

学生分析并解决实际问题，其间可进行小组讨论和

互动，也可利用 “雨课堂”平台提供补充资料和相

关知识，最后启发学生提出创新解决方案。

图３　ＣＤＩＯ教学过程４阶段

４４　整合实践教学资源，完善创新实践平台与实
践实习基地建设

　　实践教学资源在培养创新实践能力方面具有不

可替代的作用，对其进行有效整合是提升创新实践

能力的前提与基础。利用线上线下教学资源平台，

整合校内校外各类符合医学信息管理专业特色的资

源，如课程平台资源、数据库资源、案例库资源

等，构建资源库，以促进实践教学资源的共享和利

用，并配套相应的理论教学资源，确保实践与理论

紧密结合［２９］。在校内，以实践教学资源为基础，依

托大学生创新与实验项目、 “挑战杯”科技竞赛项

目等，围绕医疗健康大数据、医学人工智能等主

题，搭建多样化的创新实践平台，以实现教师的

“教以致用”与 “研以致用”，以及学生的 “学以

致用”与 “做以致用”。在校外，以创新实践能力

培养要求为依据，完善实践、实习基地建设，积极

打破校内外资源壁垒，协同高校、医院、卫生行政

部门和医疗软件企业等多方力量，构建校内外发展

互补、共享增效的实践实习基地，实现以基地为推

动方、高校为拉动方的推拉结合培养［３０］。

４５　重视创新实践能力培养效果，完善考核评价体系

科学合理的评价方法能够引导学生重视创新实

践能力的培养，并激发学生实践探索的积极性［１１］。

基于ＯＢＥ成果导向理念，以创新实践能力作为评价
的核心目标，遵循 “过程考核＋结果考核”的总体
原则，构建 “多维多层多元”考核评价体系。考核

标准更加多维化和层次化，考核步骤更加多元化，

可根据评价结果判断教学目标的达成度，即从知

识、技能、素质等多个维度出发，综合学生、高

校、实践实习单位等多个评价主体，采用多种评估

方式来全面评价创新实践能力的多个层面。各维度

和各主体评价结果以百分制计算，通过加权求和得

出最终考核评价结果，见图４。

图４　 “多维多层多元”能力考核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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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语

高等学校，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在专业教育方

面应加快变革，勇于在人才培养路径方面大胆创

新，加强对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的有效培养，以符合

新时代的要求。在健康中国和数字中国背景下，医

学信息管理人才的创新实践能力培养尤为重要。应

以创新实践能力为导向，优化培养方案，有效整合

实践教学资源，对传统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同时，

要强化教学团队、实践教学平台和实践实习基地建

设，并重视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的效果评价。通过上

述措施，确保学生从理论到实践无缝衔接，在解决

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成长和发展，从而为数字化

医疗、健康管理等领域的发展注入新动力。

作者贡献：张新颖负责研究设计、论文撰写；杨梦

柯、申东东负责文献调研、图表制作；李萍、向

菲、马敬东、张治国负责论文审核；沈丽宁负责研

究设计、提供指导。

利益声明：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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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工科高校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 ［Ｊ］．机械设计，

２０１８，３５（Ｓ２）：３０６－３０８．

２１　ＣＤＩＯ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ＣＤＩＯ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ＥＢ／ＯＬ］．

［２０２３－１０－１７］．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ｄｉｏｏｒｇ／ｃｄｉｏ－ｈｉｓｔｏｒｙ．

２２　王志堂基于ＣＤＩＯ理念的地方高校学生实践创新能力

培养研究 ［Ｊ］．实验室研究与探索，２０１７，３６（７）：

２２０－２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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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洪跃，付瑶，杜辉，等国内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

现状调研分析 ［Ｊ］．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６，３４（６）：

９０－９９．

９　刘庆庆，何燕君，杨新涯，等高校图书馆嵌入式信息

素养教育模式研究———以重庆大学图书馆为例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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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ｂｒａｒｉ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２０１５（３）：４５７－４７０．

１１　刘彩娥，冯素洁ＡＣＲＬ的 《高等教育ＩＬ框架》解读与

启示 ［Ｊ］．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５，５９（９）：１４３－１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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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４４－２５６．

１４　何立芳学科馆员与专业教师深度合作的文检课教学探

索 ［Ｊ］．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３，５７（１７）：７８－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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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ｅｎｃｅ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２０２３，４２（２）：１４０－１５２．

１６　陆长平，姜锐，邓庆山构建探究式教学课程评价指标

体系 ［Ｊ］．中国大学教学，２０１３（６）：７６－７８．

１７　张静蓓，虞晨琳，蔡迎春人工智能素养教育：全球进

展与展望 ［Ｊ］．图书情报知识，２０２４，４１（３）：１５－２６．

１８　ＳＡＦＡＤＥＬＰ，ＨＷＡＮＧＳＮ，ＰＥＲＲＩＮＪＭＵｓｅｒ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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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ｒｓｉｖ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Ｊ］．Ｔｅｃｈｔｒｅｎｄｓ，２０２３，６７（６）：

８９１－９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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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顾佩华，胡文龙，陆小华，等从 ＣＤＩＯ在中国到中国

的ＣＤＩＯ：发展路径、产生的影响及其原因研究 ［Ｊ］．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２０１７（１）：２４－４３．

２４　李刚，秦昆，万幼川新工科背景下遥感实验教学ＣＤＩＯ

－ＯＢＥ模式改革 ［Ｊ］．测绘通报，２０１９（６）：１４０－１４５．

２５　桑海涛高校工程教学中创新实践能力培养体系的构建

［Ｊ］．山西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２３，４５（Ｓ２）：１２４－１２６．

２６　李瑞鸽，杨国立，王小岗应用型本科生实践创新能力

培养的 “双回归路径”探索 ［Ｊ］．高等建筑教育，

２０２１，３０（５）：１３９－１４５．

２７　乐率，饶贤才，周晶，等基于雨课堂及微课的 ＢＯＰ

ＰＰＳ教学模式在医学微生物学课程中的设计与应用

［Ｊ］．微生物学通报，２０２４，５１（１２）：５２４０－５２４８．

２８　郑贤宏，刘志，聂文琪，等新工科背景下工科专业学

生实践创新能力提升探索与实践 ［Ｊ］．塑料工业，

２０２３，５１（９）：１９１．

２９　胡卓玮，邝向雄，马啸，等“五互”型大学生实践创

新能力培养体系的构建与实施 ［Ｊ］．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５）：１７３－１８０．

３０　朱陈陈推拉结合实践教学模式促进大学生创新能力提

升的演化博弈分析 ［Ｊ］．泰山学院学报，２０２４，４６

（１）：１１７－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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