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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medical	education	is	to	cultivate	qualified	clinical	doctors,	and	clinical	internships	and	internships	are	essential	paths	
for	the	growth	of	medical	students.	With	the	advent	of	the	“Internet”	era,	WeChat	and	WeChat	classrooms	have	led	to	significant	
changes in people's learning and thinking, and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channels for medical students to learn independently.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needs	 to	meet	 the	challenges.	As	clinical	 teaching	 teachers,	we	should	seize	 the	opportunities,	update	
teaching concepts, reform and innovate teaching modes, promote the reform of medical humanities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meet	students’	differentiated	and	personalized	learning	requirements,	and	meet	the	challenges	of	the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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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期间骨科“云见习”新模式构建的实践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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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医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合格的临床医生，临床见习、实习是医学生成长过程中的必经之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微信、微课堂已经使得人们学习和思维发生重大变化，医学生自主学习的渠道越来越多。传统的带教模式要迎接挑战，作
为临床带教老师，应该抓住机遇，更新教学理念，改革和创新教学模式，以推动高校医学人文教育的改革，提高教学质
量，满足学生差异化、个性化的学习要求，以迎接时代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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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务院颁布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2021—2025）提出：“信息化引领现代化，助推智慧教育

建设，要优化布局基础设施，完善资源平台建设，同时提高

师生信息素养，推进智慧课堂建设。”[1] 对高校医学人文教

育课程建设提出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培养合格的临床医生是

医学教育的目的，而临床见习是学校本科教学的延续，它可

以让医学生体会作为临床医生的思维方式、工作方法等过

程，是医学生走上临床岗位、提高临床工作技能、向医生迈

进的必经之路。不同于理论教学内容固定的特点， 临床见

习的内容有具体化和个体化的特点 [2]。

2 相关研究现状分析

当今社会，国内外卫生领域的突发事件频频成为全球

背景下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尤其是今年以来，一场由新型

冠状病毒引发的没有硝烟的“战争”首先在武汉爆发，并逐

渐波及全国及全世界。今年 1 月 31 日，WHO 宣布新冠肺

炎属于“国际紧急公共卫生事件”。因其有突发性、潜伏性

和破坏性，严重影响人们的正常工作和生活，要求我们时刻

做好迎战的准备。因为疫情防控的需求，全国各地正常的教

育节奏被彻底打断。但是“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怎

样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的教学工作，是所有医学院校老师的共

同难题。这次突发的疫情让网络“云”授课成为主流，虽然

授课形式多种多样，采用的学习软件及直播平台种类繁多，

但医学生学习的效率并不理想。通过调研得知，目前网络教

学效果差，大多数原因是直播效果差，直播单调缺少学习氛

围。同时肯定了利用科技化信息化平台教学的优势 [3]。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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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骨科见习授课需要学生随带教老师进入病房及手术室，

才能开展教学活动，学员无法有效远程参与临床实践。这次

疫情期间，虽然有大部分课程选择多个软件联合授课，但是

由于网络技术问题，学生不能实时开展双向互动，大大影响

了学习效果 [4]。疫情期间的教学工作要求高校教师必须做好

课程服务，在课程设计、教学方式上进行变革，同时也要对

网络服务、硬件设备等一系列“后勤”服务的完善。

3 本模式对促进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
作用和意义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临床与教学已经开始紧密相连，

临床见习是医学院校临床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临床见习是

培养和提高医学生临床思维与临床实践能力的重要措施，它

在医学教学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是实现由医学生向实习

医生角色转变过程的关键所在，是当好医生的第一堂“临床

课”。在所有外科系统的教学中骨科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骨科实习的内容繁多且专业性强，专业涉及面广，骨科专科

查体非常复杂，加之骨科临床见习时间相对较短，学生要想

全面了解骨科知识存在一定难度，所以医学生在骨科见习阶

段时普遍感到困难、被动，积极性不高。随着社会经济的飞

速发展和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传统的临床带教方法已不能

满足现如今临床见习的需要 [5]。在这一阶段，如何引导学生

尽快适应这些变化，提高骨科见习教学的质量，是至关重要

的课题。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期间由于疫情防控的要求，无法

开展大规模临床见习工作，骨科作为一门对临床思维、实践

能力要求非常高的学科，这一问题尤为突出。由于骨科临床

实践的缺失，会对医学生的学习效果有非常深远的影响，所

以通过骨科“云见习”新模式的构建，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

见习的不足之处。

4 新模式研究

4.1 新模式的具体研究内容
①关于建立以学生为中心“Student-Centered”，符

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建构主义学习观的网络教学模式的研 

究 [6]；②关于模拟仿真临床情境、还原临床场景，让学生“身

临其境”把接诊骨科患者的诊疗流程演示出来方法的研究；

③关于如何通过讨论、互动以及老师的“口传心授”，启发

引导，激发学生自主思考的研究 [7]；④关于教学效果科学评

价方案的研究；⑤关于与之配套远程医学示教工作站的技术

需求的研究，具备平台稳定，可适应不同的网络环境，多角

度、多机位的拍摄，转播视频音质画质高清，线上能够充分

双向互动等特点。

4.2 最终研究目标
建立以“互联网 + 教育”为主要形态、以多功能的工

作站为基础，模拟仿真临床情境、还原临床场景为手段，以

激发教育活力为中心，以临床真实病例为载体，以岗位胜任

力为导向，以培养临床思维为主线的新型骨科见习模式 [8]。

4.3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如何把相当于“身临其境”见习过程移到网络上，把

接诊骨科患者的诊疗流程演示出来，老师“口传心授”启发

引导，体现出以学生为主的教学理念，学生可以实时、高清

观看导师的医疗过程，并开展良性的双向互动，激发的自主

思考。最大程度上做到与非疫情期间同样的见习效果。

5 新模式的特色、创新及推广应用价值

本研究第一次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疫情防控期

间，研究了一套既能适应于当代骨外科学教学的发展，又具

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一种全新的、科学的、有效的骨科见

习带教模式。此模式同时兼顾传统教学模式中所具有的灵活

直观的语言沟通和真诚、真实的情感交流优势，又和内容丰

富、形象生动的多媒体教学相结合起来，相辅相成，协同

发展。

人工智能技术（AI）将根据学生搜寻内容，智能推荐

医学资讯、文献、慕课（MOOC）等资源 [9]，实现所想即所见，

所见即所得。随着中国 5G 技术的全面普及，当今社会中的

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顺利通过无线设备访问

网络进行学习，此即为 4A 学习模式（anybody、anytime、

anywhere、anydevice）。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自主学习能力，

打破了地域与时间的局限性，帮助教师和学生真正实现了

“任何时间（anytime）、任何方式（anyway）、任何地点

（anywhere）”的 3A 式教学和自学 [10]。学生可以通过网络

资源进行广泛性阅览学习，还可以根据自己的疑问和需求在

网络上查询相关资料来拓展自己，这种模式极大提高了学生

们的学习兴趣和自主学习探索能力。通过在网络视频课程中

对重点、难点的深入讲解，有助于让学生全面掌握并对相关

知识有更深刻的理解，从而起到更佳的教学效果。学生通过

课前预习，可以先了解课程中较浅的概念知识和教学内容，

进而在课堂直播上更加深入学习教学重难点内容，提出自己

通过预习不懂的疑惑，并借助网络平台扩展自己的知识面，

使得所学不局限于书本。另外，优质网络教学视频可以通过

调节语速，省略部分无用信息（如语气词、语速慢等），使

学生快速掌握知识；针对未能理解的知识点及时回看，可以

使学生更深入理解知识要点，从而加强记忆；并且可以通过

重复观看视频资料进行复习，从而加强对知识的掌握，提高

学习效率。

形成科学教学评估体系与传统教学评估不同，网络教

学充分利用了网络的便捷性 [11]。在传统教学中，大学教师

在课堂结束后较少布置课后作业，因每节课授课教师不同，

常常导致教师无法在课后直接收到本次课程的反馈以及学

生对于知识要点的吸收程度。而教学后在网络平台上布置作

业，可以及时并明确了解学生知识点掌握情况，学生填写答

案后可以立即查看题目的解析与考查的知识要点，从而查缺

补漏，并进行课后复习。这将精确评估学生每堂课以及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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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情况，实现教学的连贯性与科学的教学评估体系。

工作站将摄像、分配矩阵、视音频编解码及网络通信

等多种业务模块有机融为一体。整机设计为一台可以在院内

任意搬移的专用设备（形态可参照并类似于床旁立式 X 光

机）。科室可以根据需要将工作站移动到手术室或病房，摆

放在适当位置，现场多机位拍摄手术过程或临床诊断活动。

工作站可以就近连接医院网络，进而接入互联网，将上述示

教视频推送给学员的数字终端（如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或

手机等）。对于集体观看的学员，还可以利用专用终端以更

为清晰的画面展现到大型屏幕上，并行开辟多个示教课堂。

通过工作站，更多的学员可以同时、实时观摩医疗示教，而

不受地点和人数的限制。由于工作站配备了多台摄像设备，

甚至给示教老师配套了穿戴摄像器材，示教的视角不仅清

晰，而且主观、全面。示教过程中，经过授权的学员，还可

以远程向示教导师提出问题，实现了信息的交互通联暨教学

的双向互动。工作站不但解决学员远程或异地参与示教课程

的问题，更为示教活动，特别是手术示教提供了更加丰富的

视角和内容，同时也使参加每次示教课学习的学员数量大为

增加，是医学临床示教的技术创新与有益尝试。依托 5G 统

一的网络承载，能实现万物互联，打造智慧化的教学实践环

境 [12]。交互智能大屏（如 4/8K 屏）、学生终端、高清摄像头、

展台等硬件终端都将实现 5G 化，所有终端均能像手机一样，

可随时接入 5G 网络。超高带宽不仅保证智慧课堂中的交互

显示终端、信号传输及处理设备能够完美地再现 4K 级别的

画面效果，还能够承载即将到来的 8K 交互终端设备，从而

为师生带来清晰、自然、完美的显示呈现效果 [13]。借助“高

清摄像头 +5G 网络 + 显示屏”的系统，构建双师课堂，将

检查室、手术室、救护车等空间有限的实战场景进行跨空间

传输，并进行高清立体显示。使得每个学生都能真实感受到

整个检查、手术或抢救的全部过程、要点和细节，存在的疑

问也能及时得到解答。真实直播实战环境，将直接提高教学

互动水平，有效降低纯粹理论教学的枯燥，解决医学生见习

中走马观花看热闹的弊端。

6 结语

这次突发的疫情让网络“云”授课成为主流，学生与

教师均卷入了这场变革之中。然而伴随授课方式变革的网络

服务器、硬件设备等一系列“后勤”服务尚未完善，急需业

界与学界进行探讨 [14]。但是，在有限的资源中，笔者认为，

高校教师必须做好课程服务，在课程设计、教学方式上进行

不同于线下课程的变革，这才是此次网络“云”授课的可行

之路。综上所述，探索新颖、多样的教学模式旨在充分调动

学生学习和实践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增强师生的交互和反

馈，从而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出符合新时代需求的综合性医

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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