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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伴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医用物理学在医学专业人才培养上的基础性、支撑性作用不

断凸显，对普通高校医用物理学教研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结合一线教学实践，从理性认同、学习兴趣、

教学方式、课程资源等角度对当前普通高校医学物理教学现状进行分析并指出存在的问题。从全面培育

新人、夯实理论根基、增强课程医用性、统筹运用课堂教学资源等维度对医用物理学课堂教学策略进行

优化，同步提出解决有关问题的方法，有效促进医用物理学课堂教学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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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medical technology, the fundamental and 
supportive role of medical physics in the training of medical professionals has become increa-
singly prominent, putting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 medical 
physics in gener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ombined with front-line teaching practice, the c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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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t situation of medical physics teaching in gener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rational identity, learning interest, teaching methods, and course resources,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are pointed out. From the dimensions of the perspectives of comprehen-
sively cultivating new talents, consolidating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enhancing the medical 
nature of the course, and making overall use of classroom teaching resources and other dimen-
sions, the classroom teaching strategies of medical physics are optimized, and methods to solve 
related problems are simultaneously proposed, which effectively promote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medical physics classroom teaching. 

 
Keywords 
Medical Physics, Teaching Strategies, Course Ideology and Politics, Course Resources 

 
 

Copyright ©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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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用物理学是把现代物理学原理和研究方法用于疾病预防、诊断、治疗、医疗器件研发等方面的一

门交叉学科，并以在医学领域方面的实际应用和理论研究为目的，其中包括激光医学、超声医学、电子

医学、磁医学、微波医学、核医学等，是医学专业学生的一门必修基础课程[1] [2]。该课程知识面宽、信

息量大，一方面优化了医学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为其打牢了必备的物理学基础；另一方面对进一步激

发学生的探索精神、创新精神，提高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3]。
结合一线教学工作实际，对当前普通高校本科阶段医学专业医用物理学课堂教学现状进行分析，同时指

出存在的问题，并通过优化课堂教学策略这一途径，对有效解决相关问题进行探索。 

2. 对医用物理学教学现状的分析 

随着对医学专业人才教育培养的不断深化，以及现代医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医用物理学在医学专业

人才教育培养过程的基础性、支撑性作用不断凸显，在医学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中占据的权重也越来越

大，医学物理学课堂教学受关注的程度也越来越高。 

2.1. 从“理性认同”的角度来观察 

 
Figure 1. Results of “Your impressions of medical physics” questionnaire 
图 1. “你印象中的医学物理”问卷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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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学生对医用物理学在疾病预防、诊断、治疗、医疗器件研发等现代医学领域起到的重要作用的

认识有差距，对自身未来的职业定位思考还比较缺乏。采用无记名的方式，对 140 名医学物理课程学生

进行“你印象中的医学物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有 53%的学生认为医学物理课程对其以后从事医

学专业类实际工作帮助不大或一般(图 1)。 

2.2. 从“学习兴趣”的角度来分析 

部分学生对医用物理学在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教育中的重要性、实践性认识不深刻，学习的主动性、

积极性不够高；部分学生物理基础、数学基础相对薄弱，加之医用物理学教学安排比较紧凑，课时相对

不足，给教师和学生都带来一定的挑战。特别是在新高考制度下，不同地区学生物理基础差异大，部分

学生的物理知识碎片化严重，给课堂教学带来一定困难[4]。采用无记名的方式，对 112 名医学物理课程

学生进行“医学物理你感兴趣吗？”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有 44%的学生认为自己对医学物理课程学

习兴趣不大或一般(图 2)。 
 

 
Figure 2. Results of “Are you interested in medical physics?” questionnaire 
图 2. “医学物理你感兴趣吗？”问卷调查结果 

2.3. 从“教学方式”的角度来阐述 

 
Figure 3. Results of “Medical physics teacher in your mind” questionnaire 
图 3. “你心目中的医学物理老师”问卷调查结果 

 
目前，医学物理课堂教学仍然是以“围绕物理讲医学，适当结合临床案例”的讲授方式为主。任课

教师个人学习经历多以理(工)学为主，缺乏相关医学理论知识背景，对国内外医学物理学的发展现状了解

不够深刻，很难将物理知识同医学知识深度融合起来，容易给学生造成“医用物理学和医学专业关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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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调查，调查结果(图 3)显示 64%的学生希望任课教师具有较全面的物理学理论功底和较好医学知识背景。

当前，在教学实践中，具有较好物理学功底、医学知识背景的教师占比较低，是医学物理课程教学实践

中的一块短板。 

2.4. 从“课程资源”的角度来梳理 

近年来，有关医学物理方面的教材较为丰富，特别是网络教学资源不断涌现，比如，以有关课程内

容知识点为中心的教学微课视频、动态演示等。采取无记名的方式，对 124 名医学物理课程学生进行“你

经常通过网络进行学习吗？”问卷调查，调查结果(图 4)显示 79%的学生表示经常使用或偶尔使用网络进

行学习(新冠疫情期间参加学校网络教学等特殊情况除外)。因此，通过网络途径进行学习已经成为当前高

校学生重要的学习方式，这就对如何系统运用好各类教学资源提出了新的要求。 
 

 
Figure 4. Results of “Do you often study online?” questionnaire 
图 4. “你经常通过网络进行学习吗？”问卷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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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来说，就是一项必须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高效落实的具体工作，每一名任课教师都要“守好一

段渠、种好责任田”[8]。 
医学物理课程主要授课对象是医学专业学生，要深入研究医学专业的特点和优势，进一步提升课程

思政教学设计能力，避免简单说教，要如“糖融水、盐入味”一样，让医学物理课程更有味道，达到“润

物细无声”的效果。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实践：其一，要运用好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中广大医护人员所起到的突出作用，以及所展现出的新时代高尚医德医风的鲜活实践，始终在加强医

德医风教育上用劲；其二，要广泛结合医学专业的育人目标，深度挖掘提炼专业知识体系中所蕴含的思

想价值和精神内涵，在培养学生“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医者精神上聚力；第

三，要科学合理拓展医学物理课程的广度、深度和温度，从课程所涉国家、历史、医疗行业、身边故事

等角度，增加课程的知识性、人文性，提升引领性、时代性和开放性，在潜移默化中坚定学生理想信念、

厚植家国情怀、培塑医者仁心、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神，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3.2. 从夯实理论根基的维度，突出医用物理学教学的基础性、完整性、物理性 

医用物理学作为医学专业人才培育的基础性、支撑性学科，为其后续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为此要

始终突出有关课程教学的基础性、完整性和物理性，不断夯实理论基础。 
在教学内容的设置上，力学、光学、热学、电磁学等有关内容不应随意简化。同时，要针对当前新

高考制度下学生物理基础、数学基础不一的实际问题，教学内容要相应增加部分物理、数学基础知识，

为有效开展课堂教学做准备。当前，现代医学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且不断向着更

加精密、高度分化与综合的庞大科学知识和技术体系方向发展，比如，常见的医学影像技术有：CT、B
超、X 光片、核磁共振、心血管造影、多普勒彩超等。这就要求对医学专业人才的培养要更加注重基础

性，知识结构也要更加系统、完整、全面。然而，实际教学过程中课时量往往存在不够充足的现实问题，

这就要求我们一线教学老师要不断优化教学内容，既要将重点内容讲透彻，又要注重内容的系统性，这

对教师的能力素养提出了较高要求。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要更加强调物理过程和物理性质的讲授。比如，我们在介绍生物电时要讲清楚

膜电位的形成机理，讲清楚细胞膜通道打开后产生动作电位，同时一个个肌肉细胞排列整齐，就像一个

个电池串联起来那样，从而形成一定强度的生物电这一完整的物理过程；再比如，在讲授骨的力学性质

章节时，不但要介绍骨强度、弹性模量及刚度等骨力学性能，而且要详细讲解拉伸、压缩、弯曲、剪切、

扭转和复合载荷等骨骼的受力情况以及骨的力学特性与骨的结构关系等物理性质[9]。 

3.3. 从增强课程医用性的维度，不断强化在教学中有关医学典型案例的引入 

在教学中，持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是提升教学质量的有效方法。医用物理学的教学要在保持物理

知识的基础性、完整性的基础上最大限度的提升其医用性，从而进一步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 
结合教学实践，在课堂讲授过程中要注重用医学典型案例特别是临床案例引入，课堂氛围也比较轻

松愉快，很受学生的欢迎。比如：在讲授泊肃叶定律(Poiseuille law)： 
4

8
R PQ

L
π
η
∆

=  

(R 是管子的半径，η是流体的黏度，L 是管子的长度) 
可以从临床治疗冠心病讲起。通常情况下对冠心病的治疗常用方法，即药物治疗、介入性治疗等。

心肌缺血是冠心病病理表现之一，也就是血流量变小了，即Q 变小了。通过泊肃叶定律，我们可以知道

可以通过扩张血管或者降低血液黏度的方法来有效提高血液流量，对应到临床上，可以采用活血化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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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进行治疗，输入一些脉络宁、丹参之类的药物即降低η值的方法[10]；再比如，在讲授几何光学时，

我们可以引入在临床上常用到的内窥镜。内窥镜是一种光学仪器，由体外经过人体自然腔道送入体内，

对体内疾病进行检查，可以直接观察到脏器内腔病变，确定其部位、范围。目前，在诊断食管、胃、十

二指肠疾病时通常采用内窥镜检查的方法。例如，胃镜检查，这种方法优势明显，其他多种方法包括消

化道钡剂造影、胃电图和胃肠道彩色 B 超等都难于取代它。临床胃镜管径小，且可弯曲，检查时患者痛

苦少。 

3.4. 从统筹运用课堂教学资源的维度，注重发挥出学校特色优势 

课堂教学资源的有效配置是优化教学策略的重要方面。在教学实践中要充分发挥出各类课堂教学资

源的独特作用，从而有效形成系统优势，助力教学质量提升。首先，要用好传统课堂教学资源，特别是

要选好、用好教学用书以及教学参考用书，梳理好经典教学案例，设计好课堂教学评价体系。对于普通

本科院校医学专业的学生，建议选择一本基础性强、基本概念讲解清晰、临床案例丰富、适当结合现代

医学发展前沿的教材作为教学用书或教学参考用书；其次，要用活数字化课堂教学资源。信息化、数字

化手段和教育之间的结合是当前理论教学的重要方式，特别是在新冠疫情发生后，网络教学已经成为高

校课堂教学的重要延伸载体，为有效完成教学工作起到了十分突出的作用。当前，超星学习通、钉钉课

堂、腾讯课堂等各类网络教学平台层出不穷，网络教学资源非常丰富，要有针对性整理、组织好各类网

络教学资源并将其融入到课堂教学中；再次，要充分发挥出学校教育体系优势，建立起一支物理学理论

功底扎实和对医学知识具有一定程度了解的优秀师资队伍。以笔者所在高校为例，学校拥有 19 个学院(部)
和一个直属附属医院。形成了以工科为主体，以安全、地矿、爆破等学科为特色，工、理、医、管、文、

经、法、艺协调发展的办学体系。直属附属医院(临床医学院)设置 37 个临床科室、19 个医技科室、18
个中心，博士硕士生导师 77 人，技术力量雄厚。因此，在深化医科与理科、工科等学科专业深度融合、

培养复合型医学人才方面具有较大优势。在承担医学物理课程的教师队伍建设培养上，可以组建以理学、

工学、临床医学、一线医师为成员的教学团队，针对医学物理课程中的教学要点，区分不同阶段，由教

学团队中不同成员来教授，形成“1 + 1 > 2”的合力，充分发挥出学校教育体系的系统优势。在教学方法

上，可以采取分组教学、研究性教学、现场教学等丰富形式，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探索精神和

创新意识。 

4. 结语 

综上所述，课堂教学在普通高校医学物理教学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是有关教学活动的主要载体

平台，是提升医学专业类学科建设质量的重要环节。深化教学策略研究是有效提升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

也是提升任课教师教学素养的重要抓手，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探索、去实践，

持续为促进医学类专业课程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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