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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为解决临床医学教学目前存在的教学资源不足和教学方式、方法单一等

问题，考虑利用具有人工智能的临床思维训练系统帮助学生进行学习，可以缓解临床教学资源不足，实

现学生的个性化教学，智能辅助诊断等功能，达到提高临床医学人才培养质量水平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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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order to solve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clinical medical teaching, such as insufficient teaching resources and single teaching 
methods and approaches, consider the use of clinical thinking training system with artificial in-
telligence to help students learn, which can alleviate the insufficiency of clinical teaching re-
sources, realize the personalized teaching of students, intelligent assisted diagnosis and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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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s, and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improving the level of quality of training of clinical med-
ical 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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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9 年 4 月，教育部颁布“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 版，主张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

科，以推动全国高校教育发生质的飞跃，“新医科”概念应运而生。新医科简要来说主要指医工结合，

体现新特点与智能化。新医科具有理念新、背景新和专业新三个特点。新医科背景下以人工智能、大数

据、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对临床医学教育产生极大影响。 
新医科背景指医学科学和工科的结合，随着疾病谱的不断变化，人民群众对就医体验、医疗质量的

要求日益提高，对于卫生健康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推动了医学教育的深化改革改革；新的生物技术

和信息技术、新材料、新药物、新器械的不断更新迭代，也推动了医学教育不断更新，以适应数据化、

精准化、智能化的现代卫生行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树立“大健康”理念，国务

院办公厅先后下发《关于深化医教协同进一步推进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

新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以新医科统领医学教育创新，为新时代我国医学教育高质量发展指明

了前进方向。《“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中明确了 2030 年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的具体目标，这

就意味着“健康中国”目标需要医学教育供给侧提供更高质量、更多的优质卫生健康人力资源，从而对

我国医学教育模式、质量、规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一代医学生必须为适应这种转变提前做好职业准

备。 
研究人工智能在新医科背景下的临床教学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人工智能可以有效的降低学习成本和教育成本，在有限的师资、时间的前提下，提供更高的

教育质量，减少监督成本。 
二是，针对学生的个体差异，引导合适的学习路径，并在学习全过程进行评估和反馈。 
三是，对患者不会造成伤害，并且能根据城镇化、老龄化、疾病谱的变动，而进行学习重点合理分布。 
四是，人工智能可以使医学教育更加直观、生动，同时可以模拟医疗手术和诊断操作，让学生在虚

拟环境中进行模拟实践，有效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人工智能教学素材可实时更新，与国际接轨，避免

了传统书面教材知识更新滞后的弊端，有助于学生开拓学术视野并提升专业能力。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具有人工智能的线上学习平台普遍成为学生们接受高质量教育的选

择。线上学习平台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可以随时随地学习，这是传统教学模式没法相比的[1]。但如

果线上平台只有在线视频课程和电子书籍等传统教学资源，对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教学质量来说仍

然不够。因此，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构建智能化的网络学习平台，为学生提供更加高效、便捷、个

性化的教育服务，成为当前教育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 
智慧线上学习平台可以根据学生个人基础和实际的学习情况，为学生推荐与学生能力相匹配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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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和联系，定制对应的教育服务。智慧线上教学系统可以在后台通过分析学生学习行为数据，分析学

生的学习习惯和对教学内容的掌握程度，为学生推荐合适的学习资源，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 
随着以人工智能引领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发展，医疗卫生领域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融合赋能医学

教育，为破解医学教育困境提供了新的方式和手段，为医学教育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2]，促进构

建医学教育的新生态以满足新时代医学人才的培养需求。如何丰富专业内涵建设是专业自身发展的的必

然趋势？提高临床医学的人才培养质量未来也是“新医科”建设的要求[3]。新医科作为四新之一，其人

才培养关系到“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实现[4]。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科技革命正席卷全球，其创造力和影

响力给医疗领域带来了颠覆性的变革。医学技术革命性的飞跃对我国当下“新医科”人才的培养提出了

现实的挑战[5]。 
IBM 公司的自然语言应答系统沃森 Watson 是一个集高级自然语言处理、讯息检索、知识表达、自动

推理、分析评价等的开放式问答技术，2015 年被应用于临床智能诊断，通过分析电子病历记录、研究资

料、临床科研成果、病人信息等海量数据进行数据挖掘、假设生成并推荐诊断列表和治疗方案。2016 年

8 月成功诊断了一例日本罕见的白血病，并提供了个性化治疗方案[6]。人工智能和医学的融合越发普遍。

为了应对人工智能背景下“新医科”建设面临的挑战，应加强国家层面对“新医科”人才培养的顶层设

计，探索以创新为导向的医科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临床医学人才的培养质量和水平。 

2. 目前临床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临床医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临床教学实践环节在高等医学教育中是医学人才培养的重要环

节。在国内各医学院校人才培养方案中，临床实践教学都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但现在临床实践教学面

临着如下问题。 

2.1. 病人配合教学问题 

传统临床实践教学经常让病人配合教学，但现在随着病人自我保护和维权意识增强，特别是妇幼、

老年病人不愿作为示教对象，造成理论与实践教学脱节。临床学生在诊断学进行体格检查练习的时候，

大多数是在健康的同学身上互相练习，只能学会方法。但是真正遇到有疾病的患者，由于体格检查练习

时还是没有在实际病人身上做，经常不能识别其阳性体征。 

2.2. 教学医院服务理念问题 

医学生的培养讲究医教协同，临床医学实践教学基本是在医院进行，医院提倡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

理念导致比较难在实际的病人身上开展临床实践教学。 

2.3. 线上教学资源不足 

临床教学缺乏针对性的教学资源，例如病例题、虚拟仿真实验等。临床学生在临床技能学习过程中

缺乏动手实践和训练的机会，不能很好理解相关知识和技能。 

2.4. 教学方式和方法较为单一 

部分教师采用的教学方式和方法比较传统，仍然采用讲授式的教学方式，互动和启发不够。这种教

学方式容易让学生厌倦和感觉无聊，对于学生的编程能力提升不利。 

2.5. 教学资源和临床教师数量不足 

临床教学需要教学医院的支持，包括充足的病人资源、先进的医疗设备和实验室条件。然而，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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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很多医院的教学资源和设施有限，无法满足临床教学的需求。临床教学需要有经验丰富的教师来指导

学生，但是现实中临床教师的数量有限，如在传统临床见习课上通常只有一位临床实习带教教师，并且

当时见习的病房可能见习病种的典型病例病人人数有限，见习课时间也有限，现行见习课学生问诊通常

是以小组为单位问诊一位病人，一个同学主要负责问诊，其余同学补充。期间会有个别同学未积极参与

其中，部分学生未能得到实践，少数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部分学生临床实习中对于一些典型体征因缺

乏临床经验未能识别，如教师数量够可以实时在场进行解读，有部分病例体征变化迅速教师未见到已消

失，，学生未能很好学习，导致见习效果不佳。 

3. 人工智能系统在临床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智能临床思维训练系统在临床教学中的应用为解决上述问题，其设计思路主要是研究利用具有丰富

临床教学经验老师的知识，按照医学生的培养目标和要求，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包括临床医学主要学

科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等学科的智能临床训练系统，在电脑里尽量逼近真实地模拟病人

从到医院就诊到治疗结束的一系列环节。通过建设好的人工智能临床思维系统，可以达到。 

3.1. 模拟训练 

智能临床思维训练系统中的每一个设计好的病例可以按照临床教学的需要，模拟真实的临床场景，

让学生可以模拟扮演医生的角色进行反复练习使用，提供给学生临床治疗全过程的模拟训练和操作。比

如可以模拟患者让学生进行问诊、模拟体格检查、提供辅助检查结果，帮助学生进行虚拟诊断；模拟治

疗过程，帮助学生进行疾病诊治，达到加深对疾病的学习和理解，直到掌握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为止。同

时，可设置问诊、体格检查判读、辅助检查判读、疾病治疗各单独模块，学生可根据自身知识掌握情况

进行单项针对性练习。 

3.2. 智能辅助诊断 

智能系统可以辅助医生进行诊断。例如，基于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的算法可以帮助医生分析病史资

料、体格检查阳性结果、血液样本、医学影像、病理资料，提供快速而准确的诊断建议。 

3.3. 自适应学习 

人工智能系统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进度和个性化需求，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材料和建议。通过分析学

生的学习表现和反馈，系统可以不断调整教学内容和方式，帮助学生更有效地学习。 

3.4. 虚拟现实教学 

结合虚拟现实技术，人工智能系统可以创建虚拟的临床场景，让学生亲身经历临床操作和处理各种医

疗情况。这种教学方式可以提供更真实、更身临其境的学习体验，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临床技能。 

3.5. 人文关怀训练 

由于是计算机模拟教学，所有的有创检查和治疗，都是在计算机模拟进行，不会引起病人身心上的

痛苦；保护了患者的隐私[7]，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临床病例可以按临床教学需要随时修改补充。 

3.6. 医患沟通训练 

医患关系和谐是现在医疗工作顺利进行的重点内容，医患沟通技巧的学习必不可少，而医学生进入

医生角色前其医患沟通技能实践极少。通过计算机模拟医患沟通情景，运用人工智能系统让学生进行医

患沟通，通过语音识别医患沟通的有效性，后对学生进行点评与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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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罕见病模拟训练 

部分疾病发病率低，实践生活中比较罕见，临床医学生在临床实习时不一定有机会见习到这种罕见

病，因此难以在教学过程中被所有学生遇到，人工智能可以设计录入罕见病例的相关病史、体征的相关

资料和图片、辅助检查和实验室检查结果，在教学过程中帮助学生进行虚拟诊断和治疗。 
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建设覆盖教学大纲的病种，模拟真实临床接诊患者过程，系统根据学生对患者的

诊断、治疗出现相对应治疗后情况，并对其中关键环节给出专家点评意见。线上平台可以让学生在课后

或者假期实践有时间时自行安排学习时间，让学生有充足的训练机会将医学理论知识应用于临床实践，

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其中，系统应保证覆盖学科的病种数量。 
病人的诊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包括问诊、体格检查、初步诊断、开具处方、结果判读、修正诊断、

治疗、疗效转归观察等。人工智能系统可以将各个模块独立设计，让学生根据自身实际学习情况和现存

不足自行选择相应模块训练，实现个性化、针对性线上教学。 
我校的人工智能临床医学训练系统见图 1 所示： 

 

 
Figure 1.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linical medicine training system 
图 1. 人工智能临床医学训练系统 

4. 人工智能在临床教学的挑战 

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在临床教学中虽然有很多优势，也存在如下的挑战。 

4.1. 数据质量和隐私保护 

人工智能系统需要大量的实际临床医学数据来进行分析和学习，但医学数据的质量和隐私保护是一

个重要的问题，如何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保护患者隐私是一个挑战。 

4.2. 人工智能算法的透明性 

人工智能系统的决策过程通常是通过神经网络、决策树、机器学习等多种算法进行的，这些算法往

是黑盒子，难以解释其决策的原因，这对于临床教学的透明度和可信度是一个问题。 

4.3. 技术依赖和操作复杂性 

人工智能系统的开发和维护需要专业的技术支持，对于一些医学教育机构和医生来说计算机知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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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够，可能存在技术依赖和操作复杂性的问题。 

4.4. 人机交互和用户体验 

人工智能系统在临床教学中应该与医学生和医生进行良好的人机交互，但如何设计和实现良好的用

户界面？让用户有好的使用体验是一个挑战，需要考虑到用户的需求和习惯。 

4.5. 道德和伦理问题 

人工智能系统在临床教学中的应用涉及到一些道德和伦理问题，如何确保系统的公正性和公平性，

以及如何处理患者数据的使用和保护等。 

5. 人工智能系统在临床教学的应用优势 

5.1. 提供高效快捷实时的临床决策支持 

人工智能系统可以根据大量的临床医学文献和临床患者数据，提供高效快捷实时的临床决策支持，

帮助医学生和医生做出准确的诊断和治疗方案。 

5.2. 模拟真实临床环境 

人工智能系统可以模拟真实的临床环境，通过虚拟病例和模拟手术等方式，让医学生在安全的环境

下进行实践和培训，提高他们的临床技能和经验。 

5.3. 个性化推荐学习 

人工智能系统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和需求，提供个性化的学习内容和教学方法，帮助每个学生

更好地掌握知识和技能。 

5.4. 大数据分析和疾病预测 

人工智能系统可以对大量的临床数据进行分析和挖掘，发现潜在的规律和趋势，并预测患者的病情

发展和治疗效果，为医学教育和临床实践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5.5. 跨地域交流和协作 

人工智能系统可以实现跨地域的医学教育交流和协作，医学生和医学教育者可以通过远程会诊和远

程培训等方式，互相学习和分享经验，促进医学教育的全球化和标准化。 

6. 总结与展望 

人工智能系统具有人类无法比拟的优势，未来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必将在临床教学中具有广阔的

应用前景，以下是一些未来可能的愿景。 

6.1. 疾病智能辅助诊断教学 

人工智能系统可以帮助临床学生进行临床诊断，提供诊断建议和辅助决策。通过分析临床数据和病

例信息，系统可以给出可能的诊断和治疗方案，并根据学生的反馈和结果进行优化和调整。 

6.2. 临床大数据分析 

人工智能系统可以帮助临床学生分析和解读临床数据，发现隐藏的模式和关联。通过分析大量的临

床数据，系统可以提供准确的诊断和预测，帮助学生了解疾病的发展和治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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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多学科协作教学 

人工智能系统可以连接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技能，帮助学生进行跨学科的学习和合作。例如，系统可

以将临床数据与生物学、化学等学科的知识进行整合，帮助学生了解疾病的发生机制和治疗方法。 

基金项目 

本研究获广西教育厅本科教学改革工程重点项目支持(项目编号：2020JGZ110)。 

参考文献 
[1] 熊利平. 人工智能系统在 C 语言编程教学中的应用研究[J]. 互联网周刊, 2023(12): 57-59. 

[2] 樊敏, 王晓锋, 刘金花, 等. 人工智能在“新医科”医学教育中的应用研究[J]. 智慧健康, 2023, 9(8): 41-45.  

[3] 李志敏, 肖永涛, 张雪菲. 新医科背景下听力与言语康复学人才人工智能素养提升路径的探索[J]. 中国高等医

学教育, 2022(6): 12-13. 

[4] 宋元明. “人工智能 + 医学”新医科人才培养探索——以部分高校实践为例[J]. 中国高校科技, 2020(8): 65-68. 

[5] 范舜, 谈在祥.人工智能背景下“新医科”建设的挑战与变革[J]. 中国高校科技, 2019(7): 56-59. 

[6] 王梦溪, 王娜, 张欣多, 邱艳芬, 陈慧. 人工智能医学教学平台的构建[J].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2020(3): 46-48. 

[7] 谭飞翔, 黄肇明, 罗佐杰, 等. 计算机模拟病例系统在医学生临床思维培养中的应用价值分析[J]. 教育教学论坛, 
2014(53): 87-88.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3.1110452

	新医科背景下人工智能在临床教学的应用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Clinical Teaching in the Context of New Medical Science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目前临床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2.1. 病人配合教学问题
	2.2. 教学医院服务理念问题
	2.3. 线上教学资源不足
	2.4. 教学方式和方法较为单一
	2.5. 教学资源和临床教师数量不足

	3. 人工智能系统在临床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3.1. 模拟训练
	3.2. 智能辅助诊断
	3.3. 自适应学习
	3.4. 虚拟现实教学
	3.5. 人文关怀训练
	3.6. 医患沟通训练
	3.7. 罕见病模拟训练

	4. 人工智能在临床教学的挑战
	4.1. 数据质量和隐私保护
	4.2. 人工智能算法的透明性
	4.3. 技术依赖和操作复杂性
	4.4. 人机交互和用户体验
	4.5. 道德和伦理问题

	5. 人工智能系统在临床教学的应用优势
	5.1. 提供高效快捷实时的临床决策支持
	5.2. 模拟真实临床环境
	5.3. 个性化推荐学习
	5.4. 大数据分析和疾病预测
	5.5. 跨地域交流和协作

	6. 总结与展望
	6.1. 疾病智能辅助诊断教学
	6.2. 临床大数据分析
	6.3. 多学科协作教学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