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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探索·

科普短视频对提高医学生物理课程学习兴趣的实践研究*

贾 兰1,周 瑜1△,冯 宇1,贾 蓉2

(1.陆军军医大学基础医学院物理学教研室,重庆
 

400038;2.陆军特色医学中心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重庆400038)

  [摘 要] 物理类课程在医学人才培养中具有开阔思路、培养创新精神和提高科学素养的重要作用。然

而,近年来,该课程在医学院校中的教学实施越来越困难,学生对课程重视程度不够,考试不及格率高,两极分

化现象严重。该文以本科医用物理学教学为切入点,通过问卷调查和个别交流的方式,对学生的物理基础、求

学心理和学习喜好等进行分析,提出以科普短视频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改革措施,并持续多年在大班教学和小

班教学中开展混合式教学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改变了部分学生对物理认知较为片面的现状。学生的期末考

核成绩快速提升,优良率稳步增长,不及格率大幅下降。该研究表明学习兴趣能极大促进学生发挥主观能动

性,是教师围绕以学生发展为中心进行教学改革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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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培养大批创新型人才是建

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是创新型人

才辈出的重要社会基础[1]。综合国内外学者机构的

探讨,科学素质概括为科学知识、科学的研究过程和

方法、科学品质3个方面。物理学作为自然科学中最

基础的学科,是研究物质的基本结构、基本运动形式、
相互作用及其转化规律的科学,其对提高学生科学素

质和培养创新意识具有重要作用[2]。
医学生学习物理,能有助于系统地掌握现代医学

所需要的物理学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技术和方

法,为后续专业课学习及将来从事医疗卫生和科研工

作打下必要的理论基础,在医学人才培养中起着开阔

思路、激发创新精神、提高科学素质的重要作用[3-5]。
然而,近年来,大学物理相关课程在医药类专业大学

的教学实施越来越困难,根据教育部大学物理教指委

医药专业物理工作委员会对76所医药类专业大学物

理课程调查研究表明,在参与调查的绝大部分一般高

校中,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无论是学校还是学生,均在

一定程度上都未能对这门如此重要的基础课程给予

应有的重视,导致课程教学效果不理想,直接影响了

学生的数理基础,造成人才培养质量的下降[6]。

1 开展教学实践研究的学情分析

  2019年起中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世界公认的普

及化阶段,教育发展的重点也正在向内涵式质量提升

转型。随着时代的发展,高校必须提升人才培养质

量,需要强化以学生为本,关注学生学习投入和质量,
因材施教已成为教师们心中达成的共识。在独立设

置的医学院校中,物理这样的公共基础课程面临的困

境与近几年学生的物理基础、学习心理、学习方式等

方面均密不可分。

1.1 新高考下学生的物理基础差异大 2014年9月

国家关于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正式发布,这
也是自恢复高考以来最为全面和系统的一次考试招

生制度改革。为增加学生的选择性,分散考试压力,
促进学生全面、有个性的发展,有的地区实行“3+X”
的高考方式,按照“专业+总分”的考录模式进行人才

选拔。物理在这样的改革政策下,最先并未受到试点

地区学生足够的重视,2017年浙江高考生选择物理科

目百分比约为27.5%,上海也仅约30.0%。在参与

教育部大学物理教指委医药专业物理工作委员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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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76所医药类专业大学中,42.1%学校医药类专业

的考生高考选物理的百分比为80.0%及以上,11.8%
的学校学生选考物理的占比为60.0%~79.0%,

18.4%的学 校 选 考 物 理 占 比 为40.0%~59.0%,

9.2%的学校选考物理占比为40.0%以下[6],这说明

医学类院校存在一部分高考没有选择物理的学生,这
部分学生进入大学后物理基础相对比较薄弱,畏难心

理明显,课程学习信心不足。

1.2 学生具有较强的“重专业,轻基础”的学习心

理 在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改革的浪潮下,许多高校

结合本校实际积极改进本科教育,这也导致高等教育

出现“重科研,轻教学;重专业、轻基础”的双重现

状[7]。物理学,作为传统意义上理工科最为重要的基

础课程,在文科类、医学类、农业类等大学教学中均遭

遇了许多严峻的挑战,面临着被消减学分、减少学时

的困境。在基础课程不被重视的导向下,许多学生也

逐渐形成专业课学习认真,基础课程考前临时抱佛脚

的现象[8]。部分学生本来对物理存在着误解,比如:
很难、很抽象,以后在临床上也没有什么用。这些心

理因素必然无法提起学生课程学习的兴趣。从学生

长远发展来看,如果没有明白课程的理论和应用价

值,忽视物理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就很难有自

主学习的内在动力,影响打牢扎实的数理基础。

1.3 信息时代学生的学习方式和喜好发生变化 在

信息时代下,知识传播方式发生变革,学生可以通过

电脑、iPad、手机等终端方便获取互联网上的教育资

源,大学对知识的垄断地位不再[9]。北京大学原校

长、教授林建华认为,社会快速变化,仅有专业知识已

远远不够,作为网络社会“原住民”,学生的知识非常

丰富但更加碎片化,教育普及引发教育的功利化和工

具化倾向显现。同时,社会蕴藏着丰富的教育和学术

资源[10]。近年来,高校在各级教学管理部门的支持

下,建立了大量可在线共享的课程资源。但是,面对

有些投资不少金钱且花费教师不少精力建立的课程,
学生的主动参与度并不高。以慕课为例,大规模的班

级授课对学生自身素养、自制力、进取心均有一定要

求,而这样的学生毕竟是少数的。反之,院士科普“刷
屏”,物理“吴姥姥”走红,短视频学习受到越来越多年

轻人的追捧,“手机+互联网”时代的“新形态”教学资

源需求量增加[7]。如何准确把握信息时代下学生的

学习方式和喜好也是高等教育在与时俱进过程中必

须思考的问题。

2 教学改革实施

  本校作为一所历史悠久、军队重点建设的医药类

大学,学生在上述学情分析的3个方面更具有代表性

和典型性。本校招收来自浙江、山东、北京等高考改

革地区学生,还接收通过全军高考考试入学的战士学

生,学生的物理基础两极化现象更加明显。本校大部

分学生毕业分配工作,就业压力无法激励他们在大学

一定要认真对待每一门课程,学生“重专业,轻基础”、
“及格万岁”的功利心态突出。一方面,由于学生学习

与训练齐头并进,课程学习时间相较于地方大学生更

加少且分散化。另一方面,仅仅靠课中偶尔的点拨,
很难让学生对物理的魅力及其在医学上的实用性有

全面的认识,这就导致学生对物理产生了临床上无太

大用的认识,从而降低他们课程学习的积极性和参

与度。
针对上述问题,物理教研室以激发学生内在学习

动力为出发点,充分利用学生的碎片时间,以学生喜

爱的短视频形式,展示医学、军事、生活领域现象及应

用的科学原理。这些科普短视频以幽默风趣、通俗易

懂的风格呈现问题,再利用物理原理加以解释和分

析。不仅能在短短几分钟让学生了解课程的实用性,
还有助于提高学员的科技素养,激发学习兴趣,提高

课堂参与度及课后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2.1 短视频内容注重突出医学特色 网络科普短视

频选择非常多,但是许多短视频都是以了解为主,针
对青少年受众群体较多,较少就某一个小问题进行深

入的原理分析,其中体现物理与医学、军事医学的优

质短视频更是远远不够。针对学生“重专业,轻基础”
的学习心理,以及部分学生认为物理在临床上没多大

用处等片面认识,在短视频制作内容上注重突出医学

特色,精选出与现代医学和军事医学研究相关的知识

点,结合网络公开资料信息制作短视频,让学生切实

感受到物理是研究生命现象的基础,以及物理学发展

对医学现代化的促进作用。教学实施过程中,充分利

用与授课内容相关的短视频,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

学,使短视频成为课堂教学的引子,激发学生的好奇

心和求知欲,为课堂中进行更加深入的讲解和讨论提

供基础。比如:关于激光的短视频,就从学生最关心

的激光矫正近视眼的应用入手,提出激光为什么可以

精准作用于角膜的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再结

合激光的产生和特点给出物理原理解释。课堂中针

对短视频中提到的受激辐射及谐振腔的作用进行更

加深入的分析和讨论。

2.2 研究过程 研究通过问卷调查、个别交流的方

式推进展开,在学生开课前开始物理学情的分析,对
学生的物理基础,课程认识、学习兴趣和思维能力等

方面进行调查问卷统计。经过一段时间的科普短视

频学习之后,再对学生上述几个方面进行问卷调查统

计,其中特别关注课程认识和学习兴趣数据是否有所

提高,并对前后2次所有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教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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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过程中,充分利用好与授课内容相关的短视频,开
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课程教学全部完成后,对比

统计分析课终考核成绩与未进行科普激励的考核成

绩。通过个别谈话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评估科普短

视频对提高学生课程兴趣方面起到的作用。整理分

析年轻群体喜爱的科普内容和科普风格,以便准确把

握学生的需求和喜好,调整短视频的制作方向。组织

学生在全校范围开展物理基础科学宣讲活动,让学生

自己成为科学知识的传播者,物理与医学学科交叉的

宣传者,从而提高科学素养和社会实践能力,促进全

面发展。

3 教学实践结果分析

  医用物理学课终考核题目是通过在章节练习题

库中随机筛选组合成卷,试卷的难度、区分度、可信度

长期保持稳定,变化差异不大。注意到学生长期较高

的不及格率现象后,作者随机选取150名新生开展了

物理学情问卷调查。统计结果发现,17.2%的学生认

为自己物理基础比较差或很差,35.23%的学生认为

自己物理基础比较好或很好,55%的学生认为物理学

习过程比较难或者很难,56.25%的学生对课程仅有

一点学习兴趣,31.25%的学生只想求考试通过。
针对学生物理基础两极化且对课程学习兴趣不

大等问题,从2020年起教研室在各级教学管理部门

的支持下,制作完成与课程教学内容相关的科普短视

频40多个、科普微课7个,精选和整理优秀科普短视

频40个,动画演示短视频13个,并在大班和小班教

学中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

践,基本上解决了本校医用物理学不及格率高、学生

不重视等教学中长期困扰的问题,使本校医用物理学

的教学质量得到明显提高,学生对教师的满意度得到

提升。

3.1 临床医学专业大班教学实践 短视频通过班级

交流群或B站等新媒体渠道,在课前推送给学生,帮
助他们了解物理在医学、军事、生活中的应用,激发学

生课程学习兴趣。从临床医学专业学生近3年的期

末考试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在借助科普短视频教学

后,2020、2021级学生只想通过课程考试的心态明显

减弱,优良人数大幅增加,不及格率明显降低,挂科现

象得到有效控制,平均分以约7分的增长速度快速升

高。见表1。但值得一提的是,2021级教学实施过程

中受疫情影响,大部分课程是通过线上教学,但期末

考试仍然取得明显进步,这说明教师对学生学习心理

的关注、学生对课程的学习兴趣及学生自身的主观能

动性是决定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

3.2 影像技术专业小班教学实践 2021级任课教师

通过科普短视频激发学生课程学习兴趣,学生期末考

试的平均分和优良率最高,不及格率为0,考试成绩在

高分段比较集中。2020、2022级教学实施中,任课教

师尝试对教学方法作出一些改变,但由于未能有效激

发学生的课程兴趣,导致部分学生反馈对课程的学习

动力仍然不足,最终考试成绩不理想。见表2。虽然

这个结论只是基于较小样本,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说

明学生才是学习的主体,学生对课程的学习兴趣决定

了其学习的主观能动性,而这也是教学过程中教师不

能忽视的重要因素。
表1  临床医学专业医用物理学课程近3年期末

   考试成绩统计

项目 n
平均分

(分)

优良

(n)

优良率

(%)

不及格

(n)

不及格率

(%)

2019级 436 71.7 138 31.7 60 13.8

2020级 341 78.4 180 52.8 19 5.6

2021级 297 85.5 233 78.5 13 4.4

表2  影像技术专业医用物理学课程近3年期末

   考试成绩统计

项目 n
平均分

(分)
优良(n)

优良率

(%)

不及格

(n)

不及格率

(%)

2020级 12 79.5 8 66.7 1 8.3

2021级 16 83.8 12 75.0 0 0

2022级 14 79.6 9 64.3 2 14.3

  教学实施完成后,作者继续对所有学生期末考试

成绩提高的原因做了匿名问卷调查,100.00%的学生

认为科普短视频帮助他们认识到物理学科的重要性,

93.75%的学生认为短视频提高了课程学习兴趣,课
程学习兴趣会促使其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在物理的学

习上,从而重视物理知识在平时的积累,64.71%的学

生认为这种促进作用很大,35.29%学生认为这种促

进作用比较大。
总之,通过科普短视频展示医学、军事、生活领域

现象及应用的科学原理,不仅让学生对打牢物理基础

的重要性认识更加深入,还有效激发了学生的好奇心

和求知欲,学生对医用物理学课程学习兴趣得到明显

提升,课程学习的主观能动性明显提高。利用短视频

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基本上解决了本校医用物

理学不及格率高、学生不重视等教学中长期困扰的问

题。学生的期末考核成绩快速上升,优良率显著提

高,不及格率大幅缩减,期末考试两极分化现象得到

有效控制,学生对教师的满意度提高。本研究也进一

步表明,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为出发点的教学改革方

向是正确的,学生对课程的学习兴趣对他们发挥学习

的主观能动性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145·现代医药卫生2025年2月第41卷第2期 J
 

Mod
 

Med
 

Health,February
 

2025,Vol.41,No.2



参考文献

[1] 冯娟娟,郭党委,王心华.大学物理学科竞赛的课程化探

索[J].物理与工程,2023,33(5):36-40.
[2] 黄菊英,张海霞,黄晓清,等.HPS

 

模式在医学院校医用

物理课程思政教学中的应用[J].物理与工程,2022,32
(4):91-95.

[3] 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物理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医药类

专业大学物理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医药类大学物理实验

课程教学基本要求(2021年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

社,2021:23-29.
[4] 林珊,李俊庆,高金伟,等.文科大学物理实验教学中的

“课程思政”探索与实践[J].物理与工程,2021,31(5):

47-51.
[5] 李荣,侯庆军.面向文科学生的开放性大学物理实验教学

改革新探[J].大学物理实验,
 

2018,31(4):118-120.
[6] 刘凤芹,张琦玮,刘建强.医药类专业大学物理课程现状

调查研究[J].物理与工程,2022,32(4):84-90.
[7] 沈黄晋,王建波,乔豪学,等.树立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理

念促进大学物理课程体系的改革与创新[J].物理与工

程,2022,32(4):96-100.
[8] 李晓春,李新梅.大学物理混合式翻转教学实践与探索

[J].物理与工程,2021,31(S1):95-98.
[9] 贾兰,冯宇,李振声,等.远程视频直播在医用物理学理论

教学中的应用研究[J].现代医药卫生,2020,36(3):449-
450.

[10]智慧时代催生大学新模样[N].中国教育报,2023-06-01
(06).

(收稿日期:2024-07-11 修回日期:2024-10-11)

·教学探索·

5G数字化临床病理讨论在临床病理学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

吴茉莉1,张丽芝2,孙秀娜3,韦 鸿2,孙 旭2,高 雪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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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5G数字化临床病理讨论教学模式的教学效果,为进一步优化临床病理教学模式提

供参考。方法 根据《临床病理学》结直肠癌病理诊断及肺癌病理诊断章节,对2020级临床医学4班34人、
5班34人,硕士研究生8人,共76名学生,先后采取传统临床病理教学和5G数字化临床病理讨论教学模式教

学,课程结束后,进 行 理 论 考 试 和 问 卷 调 查 并 对 结 果 进 行 回 顾 性 分 析,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P<0.05)
 

。
结果 与传统临床病理教学相比,5G数字化临床病理讨论教学模式有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75.00%

 

vs.
 

90.79%,P=0.011),与临床紧密结合(59.21%
 

vs.
 

82.29%,P=0.038
 

),重视师生的互动(53.95%
 

vs.
 

60.53%,P=0.019
 

),5G信号下临床病理讨论教学授课图像更清晰、方便指示典型病变、利于复习、考试

(81.58%,Z=8.082,P<0.01),并且能够培养自己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93.42%,Z=8.468,P<
0.01),显著提高了学生对教学方式的认可度(59.21%

 

vs.
 

85.53%,P=0.001)和对教学的整体喜欢程度

(7.89%
 

vs.
 

92.11%,Z=8.425,P<0.01),学生成绩明显提升(38.04分vs.
 

41.75分,t=-22.035,P<
0.01)。结论 临床病理教学中引入5G数字化临床病理讨论教学模式,能够让学生由被动学习转为主动学习,
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理解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学效果较好,是一种值得推广和应用的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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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教育数字化”之后,习
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教育数字化是开辟教育发展

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关键点。随着5G信

号的覆盖,数字化教育在5G信号的赋能下,焕发出新

的生命力,重点培养能够服务“健康中国”战略、服务

生命全周期和健康全过程的创新型医学人才[1]。
临床病理学是以组织病理或细胞病理为基础,综

合临床信息、免疫组织化学、分子检测等进行病理诊

断,为临床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重要定性依据的重

要学科[2],是联系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桥梁学科。
临床病理学实践能力很强,侧重从形态学研究疾病,
整个教学过程需要大量教学资源(病变组织的大体标

本和切片)[3]。目前,面临着因病理切片时间长染色

褪色导致病变不清晰、经典的病变组织和少见疾病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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