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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规模开放式在线课程（ＭＯＯＣ）译作“慕课”，其作为一种在线教学模式实现了医学教

育线上全程教与学的融合，带来了医学教育理念和方式的深刻变革，为现代医学教育提出了新的发

展方向。 首个《核医学》线上慕课资源库不仅是线上教学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实现线上线下混

合式教学的有力支撑，进而 “以学生为中心”， 促进本科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达到提高学习能力

的目标。 该文根据《核医学》慕课应用于多校本科生教学的结果，阐述慕课作为线上教学资源库对学

生知识内化的明显优势，为进一步深化本科生医学教育改革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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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规模开放式在线课程 （ｍａｓｓｉｖｅ ｏｐｅｎ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ＭＯＯＣ）译作“慕课”。 ２００８ 年慕课的概念首次被提出， ２０１１ 年

全球 １６ 万人同时参加了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导论》的免费

开放课程，成为慕课发展的里程碑事件［１］ 。 ２０１１ 年底，麻省

理工学院启动开源在线学习项目 ＭＩＴｘ，并于 ２０１２ 年秋在此

基 础上联手哈佛大学建立之后享誉世界的慕课平台ｅｄ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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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核医学》大规模开放式在线课程（ＭＯＯＣ；慕课）学生来源。 根据国家法律有关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安全的规定，２０２１ 年秋季学

期起“中国大学 ＭＯＯＣ”平台对学生信息进行脱敏处理后数据未计入。 ９８５ ／ ２１１ 高校包括华中科技大学、中国药科大学、苏州大学，国家

级 ／省属重点大学包括南方医科大学、江苏大学、扬州大学，普通大学包括江汉大学、甘肃中医药大学、广西中医药大学、西南科技大学，
医学院 ／ 独立学院 ／ 专科学校包括桂林医学院、甘肃医学院、大连医科大学中山学院、曲靖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及四川护理职业学院等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斯坦福大学建立了 Ｃｏｕｒｓｅｒａ 平台。 因此，２０１２ 年

被称为“慕课元年”，慕课开始成为世界性高等教育改革的热

潮和趋势［２］ 。
一、慕课资源库与医学教育

自 ２０１３ 年以来，国内的医学教育者已开始将慕课的优

势和医学的教育特点相结合，由此开启了国内医学慕课资源

建设。 ２０１３ 年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香港大学、复旦大学

等名校先后加入 ｅｄＸ、Ｃｏｕｒｓｅｒａ；同年清华大学推出国内首个

自主开发的慕课平台“学堂在线”；高等教育出版社承担教育

部的“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工程，“爱课程”网由此诞生。
２０１４ 年“爱课程”联手网易推出“中国大学 ＭＯＯＣ”，供全国

高校开发应用慕课，到现在已发展成为国内参与高校最多、
提供课程最多、选课总人数最多的慕课平台，并在医学类慕

课资源建设上实现了快速发展［２］ 。
２０２０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疫情的出现，促

使国内的线上课程、线上教学和线上会议等在线教学与工作

模式成为常态。 慕课作为一种较为成熟的线上授课模式，已
在日常教学中被广大师生接受、认可，在新形势下势必不断

发挥重要作用［３］ 。 然而，国内的慕课及慕课资源库尚未形成

统一的教学体系，虽然课程数量多、种类繁杂，但在课程制作

过程中缺乏统一的规范，导致课程质量良莠不齐，总体可利

用率有限［４］ 。 除了要思考如何利用现有的慕课资源库进行

教学外，更应该关注将线上与线下理论学习相结合，为进一

步深化本科生医学教育改革提供思路［５］ 。
二、《核医学》与核医学慕课

《核医学》作为医学专业课程，是基础医学转向临床医学

的“桥梁课”。 然而很多医学院校并没有设立独立的核医学

教研室，教学医院也存在核医学科室不完整等实际问题。
《２０２０ 年全国核医学现状普查结果简报》显示，全国开设医

学类专业的本科院校有 ４２０ 所［６］ ，而为影像和临床本科提供

核医学课程的教学机构仅有 ２４８ 和 ３１９ 所［７］ ，超过 ３０％的院

校未设置核医学教研室提供本科教育，上述情况限制了学生

综合临床能力的提升，特别是限制了欠发达地区对医学生培

养的全面性［８⁃９］ 。 开设课程的机构多以理论大课结合阅片小

课的教学方式，而大课教学也主要是以教师为主导的“填鸭

式”教学，该教学模式中学生被动接受知识，自主性与参与性

较差，不利于现代医学临床实践能力的培养［１０］ 。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国内首个《核医学》 慕课在 “中国大学

ＭＯＯＣ”正式上线，目前已经播出 ４ 轮，第 ５ 轮正在进行中（编
辑注：本稿刊发时该慕课已播出 ５ 轮，第 ６ 轮正在进行中），注
册学习总人数超过 １．８ 万人次。 课程平台数据显示，前 ４ 轮学

习考核总优秀率 ２２．１％，总合格率为 ３１．７％，超过 １５ 所大专

院校的学生在云端完成学习。 该课程不仅解除了当前核医

学教学领域面临的困境，而且结合“互联网＋”时代下教育信

息传播优势，有效提高了本科医学线下教育质量，实现了线

上与线下联动与有机结合的混合教学模式。
使用慕课资源库的高校不仅包括部属 ９８５ ／ ２１１ 高校、国

家级 ／省属重点大学、省属普通高校，还包括医学院、独立学

院、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及护理职业学院等专科医学院校（图
１）。 该课程同时面向普通民众，有助于全民科普、了解正规、
准确的核医学知识。 尤其课程首轮播出恰逢新冠疫情期间，
近万名学生选课，极大解决了医学生由于新冠疫情不能返校

学习与网络直播课程受场地及实时网络影响较大的问题。
在课程开启并推进的过程中，教师团队利用案例教学、

基于问题的学习、任务驱动式教学、基于资源利用的学习等

多种方式，在掌握知识的基础上注重对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

力的培养。 课前引发思考，带着问题进行课堂学习；课中培

养独立探索与协作交流的能力，深入思考问题；课后自主学习与

交流，巩固知识并解决问题，促进知识的内化和延展（图 ２）。
以首轮慕课资源库上线后使用当期课程后的《核医学》

专业课程期末考试为例，本校临床本科五年制班级 Ａ（总人

数 １２６ 人，男生 ６４ 人，女生 ６２ 人）考试成绩（７９．７±１２．０）分，
前一学年 ／期平行班级在未开设在线课程班级 Ｂ（总人数 ２４ 人，
男生 １１ 人，女生 １３ 人）与班级 Ｃ（总人数 ８１ 人，男生 ３８ 人，
女生 ４３人）考试成绩分别为（７２．４±１０．７）分与（６９．０±１０．６）分，２个

班级考试成绩均低于慕课资源库上线后 Ａ 班成绩，差异有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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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慕课线上教学学习调查问卷结果

图 ２　 《核医学》资源库在大规模开放式在线课程（慕课）教学

中的应用模式

计学意义（Ｆ＝２２．３０；Ａ 与 Ｂ， Ｐ＝０．００９；Ａ 与 Ｃ， Ｐ＜０ ００１）。 对使

用过该课程的本校学生发放调查问卷（ｎ＝ １０６），学生认为使

用慕课资源库能促进自主学习、激发学习兴趣、促进知识掌

握、有利于知识拓展，总体满意度较高（图 ３）。
三、从《核医学》慕课资源库建设探索医学影像教学改革

《核医学》慕课在设计初期就将资源库定位“互联网＋”，
与 ４５ ｍｉｎ 一节课的大课不同，其需要短时间内高度凝练教学

内容，把重点和难点呈现于课堂上。 录制课程“化整为零”，
每章节视频长度控制在 ８～１２ ｍｉｎ，最大限度地减少学生注意

力下降引起的有效教学效率低下的问题。
同时，经过不断地发展与完善，资源库在平台建构、资源

建设、组织路径等方面日趋完善，其教学优势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１）线上教学的学习资料较线下理论教学更为

丰富，在资源库教学平台上，慕课资源库除了可以应用 ＰＰＴ
对教学内容进行展示外，图片、音频、视频以及预先准备好的

其他相关学习资料可以对学生以录播的方式呈现，不会出现

直播中由于卡顿等其他现象产生的影响；（２）慕课资源库可

以反复交替学习，实现教学资源的媒体化，让学生在学习中

更有主动和掌控感，学习变得更有意义；（３）伴随着超大规模

的学习访问、全球范围的协作交流和动态创生的信息资源，
资源库必然产生复杂的大数据，慕课平台将海量的实时学习

数据记录在案，通过“互联网＋”技术对学生学习的大数据储

存分析汇总，实现嵌合式评价、实时评价、分项评价等［９］ 。

四、《核医学》慕课的思考与展望

《核医学》课程推进过程中发现，慕课学习尚面临以下问

题与挑战：（１）学生自主选择学习时间，居家学习或利用碎片

化学习，学习效率有限；（２）部分在校学生虽然帐户“在线”，
实际上同时进行多项任务窗“学习”，不主动参与学习群中老

师的讨论与分析，与同学们的讨论也不充分，此种情况下教

学团队约束力较低［１０⁃１１］ ；（３）由于医学教育的特有知识体系

及专业类别，课程总时长较长，《核医学》视频总长度超过

６００ ｍｉｎ，学生分时段学习近 １０ ｈ，过程中难以保持专注；（４）
在完成章节小测试以及最终考试时，部分学生因为错过了平

台设置的最终测试时间而导致学习获得不了学分［１２］ ；（５）慕
课对在线网络有一定的需求，如果经常切换上课工具，也不

利于学习的整体进行。
《核医学》慕课资源库后续的改革需要：（１）基于大数据

进行分析与评估，结合《核医学》的学科特点，进一步优化与

更新专题学习和“以学生为中心”的影像病例内容；（２）进一

步尝试应用翻转课堂等教学手段，更好地完成大课与实习的

无缝切换，并在运用过程中收集学生的反馈，提高学生线上

线下混合式学习的成效；（３）适时推出《核医学》资源库配套

电子版讲义，提高学员学习的效果；（４）面向学生提供个性化

学习支持服务，“以学生为中心”，帮助学生从心理上、技能上

融入在线学习形式，提高“学习成效”以及增强“自主学习”；
（５）利用社交软件实现“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学习环境，
拉近学生与教师、屏幕与屏幕间的距离。

五、小结

《核医学》线上慕课资源库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是线下

面授课程的有力补充，其深化了医学影像学教学改革，有效

促进了医学教学资源均质化，强化了线下医学影像学教育，
特别是核医学本科教育，具有重要的推广意义。 在未来信息

化快速发展的时代，借助“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策略，
应用线上与线下教学相结合的模式，进一步探索新形势下

“以学生为中心”核医学教学的新方法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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