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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物理学“三三三”混合式教学新模式的改革与探索
周旭聪，温振川，彭福军，姜雁杰，李军

山东第二医科大学，山东 潍坊  261053

摘      要  ：   医用物理学是一门融合现代物理与生物医学新技术的必修基础课程，对培养医学生跨学科思维至关重要。针对医用物

理学教学呈现出的教学方法传统僵化、课时量少、实验教学仪器落后等不足，本文从医学本科生自身特点出发，提出

“三三三”混合式教学对《医用物理学》进行教学改革。通过三阶段、三环节、三分类的教学新模式，以学生为中心，

遵循科学教育规律、人才成长规律，全面切实提升学生创新能力，提高学生专业素质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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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medical physics is a fusion of modern physics and biomedical technology compulsory foundation 

course, and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cultivate the medical students interdisciplinary thinking. In view of the 

common pain points of medical physics teaching, such as traditional rigid teaching methods, less class 

hours and backward experimental teaching instruments,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edical undergraduates, puts forward the hybrid teaching of "three-three-three" combining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to reform the teaching of Medical Physics. Through the new teaching model of three 

stages, three links and three classifications, student-centered, follow the law of scientific education 

and the law of talent growth, comprehensively and effectively enhance students' innovation ability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tudents' professional qualit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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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用物理学教学的“痛点”

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医用物理学课程的学习存在诸多问题 [3-4]：

（1）从授课对象看，学生基础薄弱，思维转变困难。本课程主要

针对大一医学生，物理学习缺乏系统性。大部分学生普遍认为医

用物理学与医学关联性不大，且具有畏惧心理，认知上的不足导

致学生难以重视课程的学习 [5-6]。（2）从课程设置看，既定的课

时安排难以充分容纳课程内容的多样性和深度。课程内容丰富全

面，然而课时的不足就直接导致授课老师加快课堂进度，压缩课

堂内容，节选重要的部分进行授课，这不仅加大了学生的听课难

度，降低听课质量，也大大缩减了学生将物理知识融入医学实践

的时间 [7]。（3）从教学设计看，理论教学方法传统呆板，手段单

一枯燥。物理与医学缺乏灵活性的结合，学生难以将所学知识有

效转化并应用。实验教学仪器设备落后，经费亟待增加。实验教

学难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致使学生对待实验的态度敷衍，

仅满足于表面应付，不能深入挖掘并培养其独立思考与解决问题

的能力。因此，改善提高我校医用物理学的教学现状，积极探索

创新教学模式，对增强本科生自主学习与创新能力至关重要。

医用物理学是物理学原理和方法在医学领域的交叉应用学科，它研究人体在各个状态下的生命活动规律以及疾病的发生、发展、诊

断、治疗和预防的物理学过程，在医学影像、放射治疗等多个领域有广泛应用 [1-2]。“三三三”混合式教学新模式是一种结合线下课堂教

学、在线教学和独立学习的教学模式，旨在培养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临床思维。新模式主张将教育的重心由教师向学生转变，以此打破

传统教学模式的局限，给医用物理学课程教育带来全新的体验和效果，达成高质量的教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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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构建“三三三”混合式教学新模式

“三三三”混合式教学新模式主要由“课前阶段 +课堂阶段

+课后阶段”三阶段、“导入环节 +互动环节 +讨论环节”三环

节、“学习型 +思考型 +混合型”三分类共同构成，通过确定课程

目标，优化教学内容，丰富教学手段，对整个教学过程进行科学

合理的规划，提高学生学习医用物理学的兴趣和效果。课程示意

图如下所示：

（一）“三阶段”教学流程优化

在新模式中，“三阶段”教学流程的优化是实现连贯性学习

的关键 [8]。课前阶段，线上导学是学生预习的重要环节，是提高

学生自主学习技能的有效途径。教师通过线上平台（国家智慧教

育平台、慕课等）准备课前导学内容，整理和完善导学教学设

计，利用问题引导学生，辅助学生进行前置性学习。学生通过线

上自主学习，可以有效解决课时不足的问题 [9-10]。课堂阶段，教

师采用“三环节”教学策略，通过导入、互动和讨论，引导学生

积极参与课堂互动，深入探究医用物理学中的核心概念和应用。

课后阶段主要需要教师对本次教学进行评估和反思，包括自我总

结经验和不足、邀请学生参加教学评价和反馈等，及时了解学生

对于课程内容和教学质量的看法和建议，为下一次课程做好充分

准备。同时，教师将与本节课程相关的教学材料（如 PPT、视频

等）提供给学生，以方便他们巩固知识点。这种连贯性的教学设

计，既能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参与度，还能促进他们自主学习

和合作学习能力的发展。

（二）“三环节”课堂互动创新

以导入、互动和讨论为主的“三环节”课堂互动创新在混合

式教学新模式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11]。导入环节主要是通过

生动有趣的案例或问题吸引学生注意力，激发兴趣，使学生在开

课前就能够进入状态，为后续课堂开展打下基础。导入环节形式

可根据不同课程内容和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方式，如：1) 提出问

题；2) 展示图片或视频；3) 分享案例；4) 演示实验等。课堂互动

环节能够促进师生交流，加深学生对概念的理解及应用，主要方

式有：1) 问答环节；2) 实验操作；3) 案例分析；4) 投票环节等。

通过以上方式，让学生在课堂上沉浸思考、探究并提出问题，加

深对医学物理学的理解。同时，教师也能够了解学生的学习情

况，及时调整教学方法和策略，以便更好地满足学生的需要和期

望。课堂讨论环节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教学方式，鼓励学生发表自

己的观点和见解，通过辩论和协商，培养其批判性思维，增强自

主学习和协作学习的能力。讨论可采取以下方式：1) 头脑风暴；

2) 角色扮演；3) 学生报告；4) 案例研究；5) 讲解实验结果。讨论

环节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和理解医用物理学的相关知识和技

能，并提高其思维能力、组织能力和表达能力。

这种多样化的互动方式，不仅能够增强学生的课堂参与度，

激发思维活力，为医用物理学混合式学习注入新的生命力，还能

够深入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在课堂中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

家国情怀，增强学生的历史使命感。

（三）“三分类”学生管理策略

“三分类”学生管理策略是一种创新且有效的教学方法，旨

在根据学生的不同学习特点和需求，提供个性化的教学指导和管

理 [12]。其分类依据及标准主要是根据课前预习及课堂导入环节学

生表现，将学生分为“学习型”“思考型”“混合型”3类。将不

同类型的学生分组并进行随后的课堂讨论，通过分组既保障学生

的个性发展，又实现学生之间学习的互助、互补。“学习型”学生

通常具有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和良好的学习习惯，能够按时完成

预习任务，对课程内容有较为深入的理解。他们在课堂导入环节

往往能够积极参与讨论，提出有见地的问题。教师通过提供丰富

的学习资源和拓展性任务，鼓励他们深入探究医用物理学的核心

概念，同时组织线上线下的交流活动，提升他们的表达能力和合

作能力。“思考型”学生善于思考，对课程内容有较为独特的见

解。他们可能在预习阶段对某些知识点存在困惑，但在课堂导入

环节能够主动提出问题，寻求解答。教师则提供有深度的问题和

案例，引导他们深入思考，培养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并鼓励他们参与课堂讨论和辩论，提升表达能力和自信心。“混

合型”学生的学习水平介于学习型学生和思考型学生之间。他们

可能具有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但在预习和课堂导入环节的表现

不够稳定，需要引导和帮助。教师则根据他们的学习特点和兴趣

点，提供多样化的学习建议和指导，帮助他们找到适合自己的学

习方法，巩固基础知识，提升学习效率 [13-15]。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 003

三、总结

在本课程教学改革中，以医学影像技术的物理机制解析、生

命系统的生物物理规律探究、放射诊疗中的物理过程剖析等临床

医学场景为切入点，深度融合物理理论与医学实践，既完整保留

了经典物理学知识架构，又通过临床医学应用场景的嵌入式教

学，成功构建起具有医学专业特色的新型课程体系。本项目通过

科学合理的教学内容和循序渐进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全面而深

入地掌握物理学的基本原理与核心方法，改革成果和实践效果

良好。此外，本项目将推动我校医用物理学教育体系的持续优

化，对于提升医学院校本科生的培养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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