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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互联网与教育领域的交融不断加深，同时，传统教育模式也暴露出一些不能

满足当前的临床医学生培养需求的问题。目的：通过互联网+教育的融合加强医教研全面协同、做好资

源共建共享，规范临床教学、加强校院师资队伍建设、探索医学教育校院结合对医学本科生进行联合培

养的新模式。方法：采用递进式的课程建设策略，建成并完善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开展分类培养模式，

并建立多方位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对教育进行评价。结果：可通过整合教学资源和实践机会的提供，学生

的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得到提高，同时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这使得医学教育资源得到更加合理的分配。

结论：“互联网+教育”模式，可以有效的开发和整合优质的教学资源，实现校院优质教学资源的共建

共享。该项目的实施将会促进医院医疗、学术、科研、教学健康发展，对推动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

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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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net 
and education is deepen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model has also exposed 
some problems that cannot meet the current needs of clinical medical students. Objective: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net + education,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mprehensive coordination of 
medical teaching and research, do a good job of resource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standardize 
clinical teaching,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faculty team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ex-
plore a new model of joint training of medical undergraduates in combination with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f medical education. Method: Adopt the progressive course construction strategy, 
build and perfect the construction of online open courses, carry out classified training mode, and 
establish a multi-directional teaching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to evaluate education. Result: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resources and the provision of practical opportunities, th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practical ability can be improved, and the sharing of educa-
tional resources can be realized, which makes the medical education resources get more reasona-
ble distribution. Conclusion: The “Internet+ Education” model can effectively develop and inte-
grate high-quality teaching resources and realize the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of high-quality 
teaching resources in schools and colleg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project will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medical, academic,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eaching in hospitals, and will 
also have certain positive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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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互联网已经深入到各个领域，包括教育领域。传统的医学教育模式存在

着一些问题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的临床医学生的培养需求，如师资力量不足、教学资源分散[1]、学生实践

机会有限、教学模式与人才培养规格失衡等。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也促进了教育领域的改革，互联网便

利性、实时性和多元化的特点促进了教学资源的共享、教学过程的优化、教学评估手段的丰富，进而形

成了“互联网+教育”模式。“互联网+教育”模式在院校合作培养临床医学生中的实践打破了传统教育

方式的限制，为院校合作培养临床医学生提供了新的契机，有效地提高医学生的临床技能和理论知识水

平，同时增强他们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2]。 
本研究通过实践探索开展“互联网+教育”模式下的院校合作培养临床医学生的模式与策略，旨在为

探索临床医学生培养的新路径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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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互联网+教育”模式下院校合作培养临床医学生的模式与策略 

2.1. 递进式开展在线教学实践 

采用递进式的课程建设策略，逐步开展在线开放课程的建设。建设优质的在线开放课程。 

2.2. “互联网+教育”资源共享 

使用学校教育教学项目的优势，建成并完善在线开放课程、内科、妇产科、儿科等一流课程的建设、

课程思政示范课、案例库建设等项目。强化学科优势与特色，加强学科聚焦。以临床医学的一级学科建

设和临床研究为核心，进一步做强二级学科，增强各学科结构的紧密程度，补齐学科短板，适应医学模

式转变的趋势。 

2.3. 注重临床医学生临床实践能力培养 

深化培养模式改革，让具有医学研究兴趣和潜力的人成才，是医学研究生教育的实质；开展分类培

养模式，有利于保障社会对高水平创新型、应用型人才的需求，突出医学生的科学方法训练和学术素养

形成，鼓励学科交叉联合培养；健全以提升职业能力为导向的医学本科生培养模式，侧重产学结合，面

向执业领域，提高以实践能力为核心的综合素质，大力推动专业学位与执业资格的有机衔接。 

2.4. 建立多方位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及建立多方位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定期组织院领导、教学督导、教学管理人员等赴各教学医院进行教学检查，对各医院临床教学进行

评价和指导，及时了解学生在医院学习和生活等情况，并将教与学两方面的意见及时反馈给医院，确保

临床教学基地的质量。并统一制定教师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对任课教师的教学态度、教学水平、教学效

果等进行评价。 

3. “互联网+教育”模式下院校合作培养临床医学生教学效果 

3.1. 有效提高临床医学生的培养质量 

通过整合教学资源和实践机会的提供，可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互联网+教育模式能够

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这使得医学教育资源得到更加合理的分配，从而提升教育质量。通过在线平台，

合作院校可以共享各自的优秀课程、教学资料和实验设备等资源，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接触到更广

泛、更优质的教育资源。此外，通过远程教育和在线培训，还可以实现跨地域的学术交流和教学研讨，

促进教育水平的共同提高。 

3.2. 提高医学教育的效率 

“互联网+教育”可以将产业与教学融合在一起，通过产教融合的方式，提高医学生的临床技能水平。

通过与医疗机构、医药企业等合作，院校可以建立实践教学基地，将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相结合，让学

生在实践中掌握更多的实用技能。通过互联网平台，合作院校可以实现实时互动和远程指导，实现教学

资源的共享和实时评估与反馈，提高教学效率，让学生在实践中遇到问题时能够及时得到解决。 

3.3. 促进院校之间的合作 

通过合作培养临床医学生，可以加强学校与医院之间的联系和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通

过在线会议和论坛等平台，合作院校可以实现实时互动和信息共享，共同探讨医学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方

向。同时，这种模式还支持跨地域的学术交流和教学研讨，有利于提升办学水平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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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互联网+教育模式还可以促进国际合作与交流，推动医学教育的全球化发展，为院校合作培养临床

医学生提供了便利的交流渠道和多样化的合作方式。 

4. 关于“互联网+教育”院校合作模式的展望与挑战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和医疗行业的不断进步，对医学教育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我们将面临

着更多的机遇和挑战[3] [4]。 

4.1. 展望 

4.1.1. 个性化学习的实现 
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更好地分析学生的学习需求和特点，为他们提供更加个性化的学

习方案，提高学习效果。 

4.1.2. 跨学科合作与交流 
随着医疗行业的不断发展，需要更多的跨学科合作与交流。通过“互联网+教育”，可以搭建更加广

泛的合作平台，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为培养更加全面的医学人才提供支持。 

4.1.3. 远程教育的普及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远程教育将更加普及。通过线上教学、视频会议等技术手段，优质的

教育资源得以更广泛的分享，提高医学教育的普及率和覆盖面。 

4.1.4. 持续教育和终身学习 
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更新和进步，医学教育将更加注重持续教育和终身学习。通过“互联网+教育”，

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更方便的在线课程和学习资源，促进他们的持续学习和职业发展。 

4.2. 挑战 

4.2.1. 技术更新迅速 
随着技术的不断更新和进步，如何保持对最新技术的敏感度和应用能力是一大挑战。需要不断学习

和掌握新的技术手段，以保持教育的先进性和有效性。 

4.2.2. 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已经成为了一种资源，但同时也引发了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问题[5]。如何在

利用数据提高教育质量的同时，保护学生的隐私和数据安全，是我们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4.2.3. 教育公平性 
虽然“互联网+教育”可以使得优质的教育资源得以更广泛的分享，但也可能加大了教育的不平等性

[6]。如何保障每一个学生都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实现教育公平，是我们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4.2.4. 教师角色的转变[7] 
随着技术的不断更新和教育的变革，教师的角色也将发生转变。教师需要掌握更多的技术手段和教

育方法，更好地适应新的教育环境和学生需求，以更好地指导和培养新一代的医学人才。 

5. 促进“互联网+教育”院校合作模式发展的建议 

5.1. 建立完善的互联网教育平台 

为了更好地整合教学资源和实践机会，建议建立一个完善的互联网教育平台。该平台应具备课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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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实践操作、交流互动等功能，以满足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的需求。教育部门也应加强相关 APP 的审

批与考核，防止“有毒”APP 进入校园。 

5.2. 丰富教学资源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需要不断丰富教学资源。可以通过引进优秀的医学教育教材、开发具有特色的

教学资源、鼓励教师制作优质课件等方式，来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此外，也可以使用虚拟患者教

学、虚拟实验室、模拟操作平台，通过虚拟患者输出所需要的信息，锻炼学生的临床技能以及操作能力，

避免因为病源、师资、场地、设备、医患关系等造成的制约；还可以通过远程联合教学，跨越学校的限

制，使学生接受到更高层次的教学。 

5.3. 优化教学方案 

针对不同学生的学习特点和需求，应该制定个性化的教学方案。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对学生

的差异化教学，以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通过在线测试和评估，教师可以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需求，

从而制定个性化的教学计划和学习方案。同时，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多种形式的教学活动，如在线

讨论、小组合作等可以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更好地发挥学生的潜力。 

5.4. 加强教师培训 

目前仍有相当多的教师质疑互联网技术学习的有效性，不愿意在教学中使用互联网技术。也有部分

教师对互联网技术的使用能力受到限制，直接影响到自身的教学技能[8]。需要提升教师对互联网技术的

认知，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改变自己对互联网技术的心态，转变自身的工作方式。采用适宜的授课方

式以提升教学成效，并在此过程中持续提升专业素养。为了更好地适应“互联网+教育”模式下的医学教

育，学校也可以对高校教师进行互联网技术的相关培训，培训内容可以包括互联网技术、教学设计、学

生管理等，以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和综合素质。同时，要鼓励教师进行教学交流和合作研究，促进教育

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 

6. 结语 

本研究通过对“互联网+教育”模式下的院校合作培养临床医学生的研究与实践，得出了一系列重要

的结论和成果。通过建立完善的互联网教育平台、丰富教学资源、优化教学方案等措施，可以进一步提

高临床医学生的培养质量和效率。同时，通过深化校企合作、完善技术手段和推广研究成果等措施，可

以进一步推动“互联网+教育”模式在医学教育领域的应用和发展。本研究的结果对于提高医学教育质量

和效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可以为医学教育者提供有力的支持和帮助。面对未来，“互联网+教育”院

校合作模式的医学教育将迎来更多的机遇和挑战。我们需要积极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以推动医学教育

的创新和发展，为培养更多优秀的医学人才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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