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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流行病学是医学领域中重要的方法学科。作为一门必修课程，流行病学可在医学生科研思维的培养过程

中发挥重要作用。R语言是流行病学研究中的重要统计分析工具，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医学领域的科学

研究之中。基于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开设的流行病学课程，本研究以医学生为研究对象开展问卷调查，

了解学生在流行病学课程教学中对R语言应用的态度和需求，以期为推动高校预防医学专业流行病学课

程教学改革，构建高效的人才培养新模式，培养新时代高质量应用型医学人才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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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pidemiology is an important methodological discipline in the field of medicine. As a compuls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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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 epidemiology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training of medical students’ scientific re-
search thinking. R language is an important statistical analysis tool in epidemiological research, 
and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scientific research in the medical field. Based on the epidemiology 
course offered by the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this study conducted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medical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ir attitudes and demands for the ap-
plication of R language in epidemiology course teaching, with a view to promoting the reform of 
epidemiology course teaching for preventive medicine majors in universities, building a new 
model of efficient personnel training, and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raining high-quality applied 
medical talents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R Language, Epidemiology, Teaching Reform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新医科”背景下，社会对高质量应用型医学人才的需求激增。作为医学领域的重要方法学科和公

共卫生专业的主干学科，流行病学在医学生科研思维的培养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加强流行病学基础知

识的构建、促进流行病学的实践应用、培养开拓创新的科研思维也成为新时代医学生教育过程至关重要

的环节。作为一门医学生必修课程[1]，流行病学一直以传授流行病学基础知识、培养学生流行病学思维、

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关注重点。但当前传统的课程模式中仍存在学生被动学习、主动学习意

识低下、理论与实际脱节等问题[2]。有限的实战经验和生疏的统计软件使用能力致使学生在独立开展流

行病学研究过程中存在困难。 
R 语言是一款免费的、开源的、功能强大的统计分析软件[3]。因其灵活便捷的编程操作环境、卓越

的统计分析能力和顶尖的图形处理能力，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流行病学研究中。随着 R 语言的不断普及，

医学领域的专属程序包也应运而生[4]，极大地便利了流行病学研究的开展，R 语言也成为了学生可快速

入门、独立开展统计分析的数据分析工具。R 语言作为一门编程语言，对于初学者来说有一定难度。当

前，大多数学生对 R 语言的学习仍旧停留在利用良莠不齐的网络资源进行自主学习的阶段，缺乏规范化

的 R 语言学习过程，加上主动学习意识不足，使得学生对 R 语言使用能力较弱，独立开展科学研究的能

力受限[5]。 
为进一步提升医学生流行病学基础理论知识与实践结合能力，扎实医学生科研技能，中山大学公共

卫生学院基于流行病学基础课程结合 R 语言教学，于 2021 年开设《R 语言的流行病学应用》课程。该课

程以国内外关注度较高的具体流行病学问题为导向，创新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学模式，医学生实践为主、

教师讲授为辅，初步探索 R 语言在《流行病学》实验教学中的应用效果。课程以中山大学公共卫生与预

防医学专业和护理学等其它医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为授课群体，选课人数近 150 人，学生对本门

课程参与度、好评度较高，反响热烈。 
为进一步了解学生对 R 语言课程与流行病学实践相结合的需求，推动流行病学课程教学改革，本研

究以参与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R 语言的流行病学应用》课程的学生为调查对象，进一步开展问卷调

查，对 R 语言应用于医学专业教学过程中所带来的收益和存在的问题进行调研，进一步了解 R 语言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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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学高等教育中的应用现状，以期为推进学生理论知识与实战能力结合，为深入提高学生自主解决科

研问题的能力，构建高效的人才培养新模式，培养高质量应用型医学人才提供依据。 

2. 调查对象与方法 

2.1. 调查对象 

本研究调查对象为 2021~2022 年参与《R 语言的流行病学应用》课程的学生，共计 149 人。 

2.2. 调查方法 

基于“问卷星”平台，构建自编调查问卷。问卷内容主要涵盖：基本信息、学习成效、学习情况、对

课程教学的认可程度、学习需求、对课程的综合满意度、意见与建议等 8 个方面，共计 19 个题目(表 1)。 
 
Table 1. The content of questionnaire 
表 1. 问卷内容 

条目 类型 内容 分类 

1 单选题 您目前所处的教育阶段？ 基本信息 

2 单选题 您的专业是？ 基本信息 

3 单选题 请问您是否选择了 R 语言的流行病学应用这门课程？ 基本信息 

4 单选题 在学习该课程后，您使用 R 语言的频率是否有提升？ 学习成效 

5 单选题 在学习该课程后，您解决 R 语言统计分析问题的能力有无提升？ 学习成效 

6 多选题 您常用 R 语言实现什么功能？ 学习情况 

7 单选题 您认为这门课程所覆盖的知识点对您来说是否有用？ 对课程教学的认可程度 

8 填空题 您认为该课程应该增加什么内容？ 学习需求 

9 单选题 在学习该课程后，您对课程内容的掌握程度 学习成效 

10 多选题 在学习该课程后，您对哪部分掌握得比较好？ 学习需求 

11 单选题 您认为该课程对理论的讲解是否合适？ 对课程教学的认可程度 

12 单选题 您认为该课程对实际操作的讲解是否合适？ 对课程教学的认可程度 

13 单选题 您认为该课程的考核方式是否合适？ 对课程教学的认可程度 

14 量表题 您对本课程的综合满意度？ 对课程的综合满意度 

15 单选题 您是否会向周围的同学推荐该课程？ 对课程的综合满意度 

16 单选题 在学习该课程后，您是否会向周围的同学推荐使用 R 语言？ 对课程的综合满意度 

17 单选题 您认为以后是否有必要设置该课程？ 对课程的综合满意度 

18 多选题 您希望以后该课程应该对哪部分内容作更详细的讲解？ 学习需求 

19 填空题 请您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理解，对本课程提出意见和建议，这

对我们进一步改进课程来说十分重要，感谢您的参与！ 意见与建议 

 
通过问卷星，采用无记名的方式发放调查问卷。调查问卷填写时间在结课后的一周内。为保证结果

的真实性与客观性，调查前向全体被调查对象声明调研结果与结课成绩无关。研究共计回收有效问卷 149
份。调研结束后，将问卷结果从问卷星平台导出，进行整理、分析。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8961


刘婷婷 等 
 

 

DOI: 10.12677/ae.2023.138961 6180 教育进展 
 

3. 结果与分析 

3.1. 参与调研人员基本信息 

研究对象所处教育阶段、所学专业、选课情况等基本信息如表 2 所示。本次调研共纳入 2021~2022
学年参与《R 语言的流行病学应用》课程的学生 149 名，包括硕士研究生 119 名、博士研究生 30 名。参

与课程的学生大多就读于预防医学、公共卫生、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等公共卫生领域相关专业(99.3%)。
参与调查的学生中 94.0%的学生选择了本门课程，6.0%的学生旁听了本门课程。根据研究对象基本情况

可知，由于本门课程专业性较强，对基础流行病学知识的掌握有一定要求，因此参与本课程的学生大多

为公共卫生领域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Table 2. Basic information on the subjects 
表 2. 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 

 人数(%) 

参与课程总人数 149 

教育阶段  

硕士研究生 119 (79.9) 

博士研究生 30 (20.1) 

专业  

预防医学 23 (15.4) 

护理学 1 (0.7) 

公共卫生 31 (20.8)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85 (57.0) 

劳动与环境卫生学 2 (1.3)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4 (2.7) 

卫生毒理学 3 (2.0) 

是否选课  

是 140 (94.0) 

否 9 (6.0) 

3.2. 学习成效 

问卷收集调查对象课堂知识的掌握情况、课后 R 语言使用情况、解决 R 语言相关问题的能力和课后

常用 R 语言的功能以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效。调查结果发现，在课堂知识掌握程度方面，大多数学生认为

能小部分掌握课堂知识(36.2%)，25.5%的学生认为能完全掌握课堂知识(表 3)。课后 R 语言使用情况结果

表明，94.6%的学生在参与课程后使用 R 语言的频率得到提升，其中 30.2%的学生在课后使用 R 语言的

频率得到很大提升。在课程后解决 R 语言统计分析问题的能力方面，仅 2.0%的学生认为解决 R 语言统计

分析问题的能力没有得到提升，63.1%的学生认为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有部分提升，20.1%的学生认为独

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很大提升。从学生类型来看，不同教育阶段的学生在知识掌握程度、R 语言使用频

率、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的结果分布与全体学生调查结果较为一致。绝大多数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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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掌握课堂知识，课后使用 R 语言的频率和解决 R 语言统计分析问题的能力均有所提升。为评价学生应

用 R 语言的情况，调查收集了学生课前课后常用的 R 语言功能。调查结果发现，使用 R 语言完成流行病

学统计分析为学生最常使用的功能(35.9%)，而较少学生使用 R 语言处理空间信息数据(7.0%)。 
 
Table 3. The learning effectiveness of the subjects 
表 3. 研究对象的学习成效 

 全体学生 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 

人数 149 119 30 

掌握程度(%)    

难以掌握 11 (7.4) 8 (6.7) 3 (10.0) 

小部分掌握 54 (36.2) 50 (42.0) 4 (13.3) 

大部分掌握 46 (30.9) 35 (29.4) 11 (36.7) 

都能掌握 38 (25.5) 26 (21.8) 12 (40.0) 

R 语言的频率是否提升(%)    
没有提升 8 (5.4) 6 (5.0) 2 (6.7) 

有部分提升 96 (64.4) 78 (65.5) 18 (60.0) 

有很大提升 45 (30.2) 35 (29.4) 10 (33.3) 

课程后解决 R 语言统计分析问题的

能力有无提升(%) 
   

没有提升 3 (2.0) 3 (2.5) 0 (0.0) 

一般 22 (14.8) 20 (16.8) 2 (6.7) 

有部分提升 94 (63.1) 73 (61.3) 21 (70.0) 

有很大提升 30 (20.1) 23 (19.3) 7 (23.3) 

常用 R 语言功能[问卷条数(%)]    

回收问卷条数(条) 345 277 68 

数据的清洗及处理 84 (24.3) 67 (24.2) 17 (25.0) 

统计分析 124 (35.9) 96 (34.7) 28 (41.2) 

绘图 113 (32.8) 91 (32.9) 22 (32.4) 

处理空间信息数据 24 (7.0) 23 (8.3) 1 (1.5) 

3.3. 对课程教学的认可程度 

为评价学生对《R 语言的流行病学应用》课程教学的认可程度，问卷收集了课程知识点的讲解情况、

知识点覆盖情况、考核方式等三方面的学生评价结果(图 1)。调查结果表明，学生对课程教学认可程度较

高，71.1%的学生认为课程对理论知识讲解合适；72.5%的学生认为课程对实际操作的讲解合适；59.1%
的学生认为课程覆盖的知识点有用，30.9%的学生认为非常有用；考核方式方面，79.9%的学生认为课程

的考核方式较为合适。总体而言，参与课程的学生对本门课程的教学认可程度较高，表明当前课程的内

容设置、考核方式较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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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degree of teaching recognition of the course R for Applied Epidemiology 
图 1. 《R 语言的流行病学应用》课程教学认可程度 

3.4. 对课程的综合满意度 

本课程的学生综合满意度较高，81.2%的学生课程综合满意度评分为 8 分及以上；其中，满意度为

10 分的同学占比 30.2%。调查结果同时表明，绝大多数学生会向周围同学推荐本门课程(93.3%)；97.3%
的学生会向周围同学推荐使用 R 语言软件；98.7%的学生认为设置本门课程很有必要(图 2)。调查结果充

分反映出学生对 R 语言的流行病学应用相关课程有较高的需求度，表明本课程的开设十分必要。较高的

课程综合满意度评分也说明本门课程能充分满足当前学生的学习需求，后续课程可在当前课程模式的基

础上进一步丰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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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comprehensive satisfaction of the course R for Applied Epidemiology 
图 2. 《R 语言的流行病学应用》课程综合满意度 

3.5. 学习需求 

为进一步根据学生学习需求完善课程教学安排，研究调查了《R 语言的流行病学应用》课程中学生

掌握较好的章节和需要做更详细讲解的章节，调查结果如表 4 所示。相关问题设置为多选，“掌握较好

的章节”问题中，共回收反馈 556 条，其中硕士研究生 436 条，博士研究生 120 条。不同教育阶段学生

反馈掌握较好的排名前三的章节均为“基本统计分析方法的 R 语言实现”、“数据的结构等基础知识”

和“数据的清洗及处理”，上述章节内容主要涵盖基础 R 语言的流行病学应用知识。而“空间信息数据

处理”和具体研究方法的 R 语言实战则是学生掌握较薄弱的章节。调查结果发现，不同教育阶段的学生

对课程内容的需求有所不同，硕士研究生希望对“R 语言绘图”章节做更详细讲解，而博士研究生则对

“数据的清洗及处理”章节有更高的需求。 
 
Table 4. The learning needs of the subjects 
表 4. 研究对象的学习需求 

 全体学生 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 

掌握较好的章节[问卷条数(%)]    

回收问卷条数(条) 556 436 120 

数据的结构等基础知识 94 (16.9) 75 (17.2) 19 (15.8) 

数据的清洗及处理 82 (14.8) 69 (15.8) 13 (10.8) 

控制流 24 (4.3) 21 (4.8) 3 (2.5) 

空间信息数据处理 17 (3.1) 15 (3.4) 2 (1.7) 

R 语言绘图 74 (13.3) 59 (13.5) 15 (12.5) 

基本统计分析方法的 R 语言实现 108 (19.4) 87 (20.0) 21 (17.5) 

横断面研究 R 语言实战 55 (9.9) 39 (8.9) 16 (13.3) 

病例对照研究 R 语言实战 30 (5.4) 20 (4.6) 10 (8.3) 

队列研究 R 语言实战 37 (6.7) 24 (5.5) 13 (10.8) 

实验流行病学 R 语言实战 34 (6.1) 26 (6.0) 8 (6.7) 

无 1 (0.2) 1 (0.2) 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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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需要做更详细讲解的内容 
[问卷条数(%)] 

   

回收问卷条数(条) 536 439 97 

数据的结构等基础知识 36 (6.7) 29 (6.6) 7 (7.2) 

数据的清洗及处理 73 (13.6) 58 (13.2) 15 (15.5) 

控制流 58 (10.8) 44 (10.0) 14 (14.4) 

空间信息数据处理 45 (8.4) 37 (8.4) 8 (8.2) 

R 语言绘图 82 (15.3) 68 (15.5) 14 (14.4) 

基本统计分析方法的 R 语言实现 53 (9.9) 42 (9.6) 11 (11.3) 

横断面研究 R 语言实战 42 (7.8) 37 (8.4) 5 (5.2) 

病例对照研究 R 语言实战 49 (9.1) 42 (9.6) 7 (7.2) 

队列研究 R 语言实战 54 (10.1) 43 (9.8) 11 (11.3) 

实验流行病学 R 语言实战 37 (6.9) 34 (7.7) 3 (3.1) 

其它 7 (1.3) 5 (1.1) 2 (2.1) 

3.6. 意见与建议 

前述调查结果表明，学生对《R 语言的流行病学应用》课程的参与度较强、好评度较高。课程的内

容设置合理、理论和实践操作讲解合适，是一门能将 R 语言与流行病学基础知识紧密结合的课程。 
为进一步完善《R 语言的流行病学应用》课程教学模式，本次调查同时设置了开放式问答题目，收

集学生对本门课程的内容设置、课程形式、教学方式等多方面的意见与建议。调研结果发现，增加课时、

增加实验课、使用机房授课、分班开设基础课程和进阶课程、设置课后作业与小组讨论、讲授高级统计

分析方法是学生的关注重点。学生关于教学的意见与建议也为后续课程中教学模式的调整和改革提供了

新的思路。 

4. 讨论 

本研究基于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R 语言的流行病学应用》课程，对 R 语言在医学生流行病学课

程实验教学中的应用进行初步探究。调查结果表明，不同专业、不同教育阶段的医学生对学习使用 R 语

言实现流行病学知识的实战应用有较高需求。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开设的《R 语言的流行病学应用》

课程的课程设置合理，教学模式行之有效，学生综合满意度高。 
新时代背景下，培养高素质、强实践能力的应用型医学人才成为各大医学院校深化教育改革的重要

切入点。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在流行病学应用和统计分析软件教学方面积极开展教学改革的探索和实

践。《R 语言的流行病学应用》这一课程，融合案例一体化和理实一体化两种教学模式[6] [7]，取得了较

好的成效。在教学设计上，该课程采用案例一体化教学模式，即聚焦当下热门的流行病学研究内容，设

计不同的研究场景，以具体问题为切入点，匹配不同环节的课程内容，循序渐进，让学生学会系统化的

思考，并进一步学习如何利用 R 语言进行实战，分析解决具体的流行病学问题。在授课形式上，该课程

采用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即将流行病学基础知识、R 语言理论知识与 R 语言实践操作相结合，让学生

在 R 语言理论知识学习中动手开展 R 语言实践操作，在 R 语言实践操作中加深对 R 语言理论知识和流行

病学基础知识的理解和运用，真正做到“学中做、做中学”，将知识传授和能力提升融为一体。总体而

言，通过《R 语言的流行病学应用》课程的教学，医学生能够提升在流行病学研究中使用 R 语言进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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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分析的能力，进一步促进其科研能力的提高。 

5. 结论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R 语言的流行病学应用》课程将 R 语言与流行病基础相结合的创新教育模

式，即教师采用案例一体化教学，并将实践操作融入理论知识讲解中，能够充分发挥医学生在学习中的

主体作用，层层推进，从而帮助医学生掌握理论知识，培养实践能力。研究表明，该课程可有效满足医

学生对 R 语言的学习需求，其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相结合的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因此，加强 R 语言的

流行病学应用相关课程在全国医学院校的推广，既可为传统的流行病学课程教育注入新的活力，也可为

培养高质量应用型医学人才提供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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