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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eries of teaching reform and teaching practice of medical physics course are proposed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MOOC) and excellent doctor education, which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edical physics course. The revelation of MOOCs, in coming for medical physics teaching 

reformation is to change teaching concept and learning methods, construct new teaching and learning mode, 

construct network-sharing platform of medical physics course and explore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reformation 

of medical physics. The reform and practice of teaching methods and teaching ways are shown, which obtained 

some good teaching effect. It is a beneficial exploration for the positive and reasonable use of network resources 

and construction of a new education system of medical physics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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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卓越医生教育背景下，结合医学物理学课程内容特点和教学实践，对医学物理学课程的教学模式、教学

方式和教学方法的改革进行了研究与实践。慕课来袭对《医学物理学》教学改革的启示是改变教学理念和学习方法，构建新

型的教学模式，建设医学物理学网络共享平台课程，探索医学物理学的翻转课堂教学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为医学

物理学教学积极合理使用网络资源与新型教育体系的构建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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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医学物理学是一门将物理学原理、理论、方法和技术等应用于医学诊断与治疗的学科，是医药类院校

本专科生必修的基础理论课之一 错误!未找到引用源。。医学物理学的教学对培养学生综合能力有着其他

课程无法替代的作用。因此，要根据卓越医生培养计划的形式和实际情况，不断研究和探索新方法，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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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物理学教学质量，培养高素质的医学人才。 

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进行，教育部、卫生部适时提出了在全国医药学各专业实施“卓越医生”教育的

理念 0。此外，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MOOCs）自 2013 年以来日益受到中

国大学高等教育界的瞩目[5-10]。互联网时代，MOOCs 给传统教育和大学功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推动了

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创新，为提升教育质量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和新机遇。如何紧跟世界潮流，让慕课成

为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建设具有医药特色的医学物理学慕课课程是我们医学物理学教师义不容辞的

责任，并以此提供给医药学类专业在校生课堂内外的学习平台，正是我们教学的改革目标之一。目前，湖

北省尚未有高校在卓越医生教育和慕课背景下，对医学物理学课程慕课化进行教学改革与研究实践

[10-16]。作为一门重要的基础必修课，如何在卓越医生教育和慕课背景下进行《医学物理学》课程的改

革与建设，全面提升医学生的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这需要我们对《医学物理学》教学进行比较深入的研

究和实践，以适应教育改革的时代要求。 

2 医学物理学教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1 理论学时少、教学内容分散，扩展知识点不易展开 

医学物理学的内容覆盖了物理学中力学、热学、电磁学、流体力学、振动、波动、光学和近代物理在

医学中的应用等内容，教学内容较为分散，章与章之间的关联性较低。这些教学内容在理工科院校的课时

一般在 108 学时以上。据调查统计，在全国近 105 所医药院校内，72％被调查院校的医学物理学理论课学

时数不足 60 学时，而我校的医学物理学理论教学学时数仅为 32 学时。如何在较少课时内完成繁重的教学

内容成为医学物理学课程教学的难题。 

2.2 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课前预习及课后复习不够 

医学物理学课程在医药院校中一般为必修考查类课程，知识点与医学主干课较远，学生通常不能对此

课程引起足够的重视，缺乏自主学习的兴趣，学生对医学物理学课程课前不预习，课后很少复习。对课程

的理解慢且掌握不够。同时，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教师主要以讲授法为主，学生被动听课，教师与学生

缺少有效的互动。很多学生对医学物理学的学习只是停留在课堂上教师的授课内容。学生很难将医学物理

学应用于其他相关学科的学习之中。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教学的时间通常是比较固定的。但各学生的作

息时间不同，学生很难自主选择自己效率较高的时间来学习课程。 

2.3 实验课时紧张，实验条件有限 

据调查，在全国近 105 所医药院校内 70％被调查院校的医学物理学实验课学时数低于 30 学时，我校

医学物理学实验课时仅为 18 学时。同时，医学物理学实验的经费投入有限，实验设备相对陈旧，严重地

制约了实验内容的更新。 

3 医学物理学慕课课程建设 

3.1 医学物理学 MOOCs 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的重构 

与传统的教学模式不同，MOOC 教学模式可以提供在线学习资源。在医学物理学中的 MOOC 教学实践中，

我们采用线上与线下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进行重构。首先，我们对教学内容进

行了划分，将预习、知识点的讲解、讨论、课后作业和测验等环节移到线上进行。在线下的课堂教学中，

教师主要对重点和难点的内容进行总结与讲解，并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与答疑。在 MOOC 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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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需要将每一知识点做成独立的教学视频。才能方便学生进行学习。在制作教学视频方面，我们首先在

原有的多媒体课件的基础上，将每一个知识点做成独立的课件。之后我们采用录屏的方式将课件制作成视

频，并用摄像头录制教师讲解的过程。最后运用视频剪辑软件将课件与教师讲解过程合并生成各个知识点

独立的教学视频。 

3.2 医学物理学 MOOC 教学设计 

（1）合理安排教学内容。提高学生独立学习能力在每次上课前，我们将可以激发学生思考的预习资

料及每个知识点的课程视频及教学课件发布于课程平台上，供学生自主学习与理解。同时，我们还对一些

课上不做重点讲解的知识点加上扩展链接，提供更丰富的网络资源，供有余力的学生开拓视野。 

（2）增添计算模拟仿真实验，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在课程平台上增加了计算模拟实验来增

强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同时，学生可以模拟实验环境上操作由于经费限制不能真实操作的实验，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经费限制对实验教学的影响。 

(3)强课程反馈，改进教学方法与策略我们在课程平台上设置有论坛，学生在自主学习的过程中，遇

到不明白的知识点可以在论坛中及时反馈。 

3.3 医学物理学慕课化的优势 

（1）MOOCs 将引领教师在《医学物理学》教学理念和方法上产生巨变。近年来《医学物理学》教学方

面一直都在尝试改革，但最终并没有改变教师“教”的主导地位，学生的主体地位张力不够，以“学”为

本的教学价值取向并未落到实处。MOOCs 突出了学生自主学习的地位，而教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如果学

生可以在网上随时随地看到名家的《医学物理学》课程，那么教师在课堂上该如何讲解才能吸引学生的兴

趣？这将迫使教师不得不变革教学理念和创新教学方法，从而进一步提高自身水平和教学质量，最终使学

生从中受益。 

MOOCs 使教学的本质充分体现出来，可有效解决教与学之间的矛盾。网络课程是当代年轻人喜欢的方

式，扩大了学生学习的空间，提高了自主学习的能力。采用混合式教学，翻转课堂，依赖网络组织学习，

配合答疑课、讨论课，鼓励学生走上讲台，促进学生自我探究式学习、小组协作式学习，从而提升学生思

考辨析力、学习能力、表达能力和协作能力 0。 

（2）MOOCs 改变学生学习《医学物理学》的方法。MOOCs 时代，学生可以在网上搜寻相关的《医学物

理学》教学视频，从中学习自己最需要、最感兴趣的部分，激发他们学习《医学物理学》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可以跳过已经掌握的部分，重复播放难懂的部分，并且启迪思考，与名家互动。

学生从被动变为主动，从“要我学”变成 “我要学”，大大提高了学习效果。 

（3）MOOCs 能够促进医学物理教学团队的建设，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协同发展当前医学物理

学面临的问题不是哪个学校短时间内可以自我完善的，最有效的解决对策就是高质量课程资源的共享。信

息时代先进的网络技术为资源共享提供了理想的途径，使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成为时代的必然。 

4 总结 

《医学物理学》未来的教学改革方向应该以 MOOCs 为契机，借助 MOOCs 资源共享平台，使课内教学和

课外自主学习相得益彰，从根本上提高教学质量并让学生从中受益。利用 MOOC 教学模式对医学物理学教

学进行改进，通过合理安排教学内容，提供多类型的学习资源，增添计算模拟仿真实验和加强课程反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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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分析解决问题能力。我们相信，医学物理学慕课课

程在培养医学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也将发挥很大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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