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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物理学的教学改革与实践
上官王佐，黄自谦，蔡卓，洪锐，鞠志萍，莫嘉雯，袁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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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医用物理学是医学院校各专业学生的一门必修基础课。本文针对目前该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弊端，探讨了理论和

实验教学改革的措施和方法，提出从强化理论课绪论综述、改革物理实验教学、引入课程思政元素、加强物理任课教

师的医学素养、在课堂教学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等方面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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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dical physics is a compulsory basic course for students of all majors in medical schools. This article 

explores measures and methods for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teaching reforms in response to the 

current problems and drawbacks in the teaching of this course. It proposes reforms in areas such as 

strengthening the introduction and overview of theoretical courses, reforming physics experiment teaching, 

introduc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he curriculum, enhancing the medical literacy of physics 

teachers, and stimulating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during classroom i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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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医用物理学是面向医学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必修基础课，该课程为其后续医学专业课程的学习打下必须的和扎实的理论基础，同时

也培养了他们的实践能力和科学思维方法，从而早就对事物的分析、判断和认识等诸多方面的基本科学素养，这些都是其他基础学科所

不能替代的 [1]。这是一门把物理学的原理和方法用于人类疾病预防、诊断、治疗和保健的交叉学科，是医学专业学生的一门重要的基础

课程。目前我国的医学物理教育中存在诸多问题，因而有必要做相应的改革以提高教学质量，从而能够继续培养高水平、高素质的医学

人才。

本文基于笔者多年医用物理学的教学工作和实践，总结了在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而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经过对医用物

理学的教学重新定位和思考，提出了突出并强化医用物理学的绪论部分、改革物理实验教学等措施，并努力在课堂教学中激发学生对本

课程的学习兴趣，为培养适合社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强能力、知识结构合理的创新型医学人才奠定基础。

一、医学物理教学现状

从文献上看，近年来有关医学物理教学改革的建议可谓是层

出不穷，但是根据多年来的教学经验，我们注意到医用物理教学

中仍然存在一些需要并可以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课程地位边缘化

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不仅存在于学生中，也存在于医

科大学的教师和管理部门中。作为医科学生，大部分人不理解为

什么还要学习物理学，更不可能把它上升到一门专业必修课来对

待，因此学习兴趣不足，修读该课程的目标也仅仅是为了应付考

试。另一方面，教学行政部门里的一些决策者对本课程也存在认

识偏差，没有认识到这门课对后面学习医学专业课的重要性，因

此往往把它设置成了选修课，相应的教学课时数也很少，例如有

些专业的医用物理学课程包括实验课在内也只有区区的40课时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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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更少，有的医学专业甚至都不开设医学物理 [4]。从任课老师的

角度看，则体现在没有能够很好地向学生解释为什么必须上医学

物理课程，也没有把该课程的学习重要性传达给学生。这三方面

的因素导致了大部分学生认为学习医用物理学对自己的医学专业

课没有什么帮助，因此缺乏学习的自主性和学习兴趣，有的甚至

产生了消极应付的心里。

（二）教学模式不合理

目前医用物理学教学模式单一，国内大部分医学院校是按照

“主讲物理顺带医学”的模式授课，也就是保持物理学的完整性，

以物理学知识为主，适当地结合一些医学应用 [5]。这种授课模式

导致大部分医学院系的学生对物理学的学习存在疑问。调查表

明，大部分的学生都医用物理学这门课缺乏学习兴趣，认为它难

学而无用 ,但迫于学校规定，只好应付应付通过考试而已。

（三）任课教师缺够医学素养不足

不难发现，现有医学院校中的绝大多数从事医用物理学教学

的教师都毕业于师范院校或综合性大学的物理系。他们虽然拥有

较扎实的物理学基础和一定的教学经验，但一般而言比较缺乏相

关医学知识，因此很难把物理学和医学知识有机结合起来 [6-8]。

举个例子，在学习液体表面现象时谈到由于附加压强差导致大小

气泡联通后，小气泡内气体会流向大气泡而导致小的更小大的更

大，由此联系到人体内的肺泡是如何维持大小肺泡协同正常工作

并给出合理解释。由此可见，如果没有丰富的医学知识为基础，

教学内容会与医学脱节，这样学生就很难从教师的教学环节中，

认识到医学物理课程的实用性和重要性。

二、教学改革思路

（一）突出并强化绪论部分

我们首先从这门课程的第一次课，即绪论，开始改进。一门

课的绪论部分，是这门课的关键。学生对这门课是否感兴趣，教

师在绪论课上所呈现和传递的信息非常重要，因为它关系到能否

激起学生对本门课程的兴趣，对后续的学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在绪论课里首先谈到了物理学在医学中的重要性，谈到多个

横跨医学和物理学的名人，并提到许多在物理学上有重大贡献的

科学家，他们本身也是医生，接着联系到物理学与上课学生的专

业，如制药工程或中药学，分析并强调物理学知识与分析问题的

方法是学好其专业的基础。

在绪论课里我们还分享了如何学好物理学的经验，推荐学习

效果比较良好的学习方法，比如课前预习、课堂里有针对性地认

真听讲、课后做必要的练习。此外，通过多媒体教学手段，如观

看短视频，使学生们领略到物理学的本质是真，即客观规律、真

理；领略到物理学的价值是善，即能够造福人类；领略到物理学

的追求是美，即简洁明快、均衡对称、和谐统一。通过这些内容

和教学手段，激发学生们学习物理学的兴趣 [9]。

（二）改革物理实验教学

进实验室进行物理实验前，学生们需要完成实验前的预习，

并要通过预习测试。测试的题型主要是选择题和简答题。实验指

导老师则需要在实验前登录智慧树平台，对学生所提交的预习测

试与实验方案给出评价。

在当天物理实验课上，实验指导老师不再讲解实验原理，也

不演示实验操作步骤，而是简要地提醒学生们实验中的注意事

项，以及其他导致不安全问题的因素。在实验完成后限定的时间

内，学生们必须登录平台，完成实验数据的提交与处理，完成课

后练习测试，并提交实验报告，包括误差分析，以及可能的改进

建议等。

在完成医用物理学这门课程的所有必修实验项目外，学生们

需要自行组队，以2-3人为一组，根据理论课上所学的知识和实

验原理，设计一个物理实验，并利用实验室现有的设备，完成相

关测量以及数据的采集与处理，然后撰写实验报告并提交。这样

不仅可以提高学生们的实验操作能力和动手能力，也加深了对物

理知识的理解，从而进一步激发学生学习物理学的兴趣。

（三）引入课程思政元素

在医用物理学课堂中适时适当引入一些思政元素，能起到很

好的作用。比如在学习 X射线这一章节内容时，我们可以提及在

伦琴偶然发现 X 线之前，早在1861年通电的阴极射线管有放电

产生的光线这一物理现象就已经被英国科学家威廉·克鲁克斯注

意到，但却未引起他的足够重视和深究从而与这个伟大的发现失

之交臂。20 多年后伦琴也发现这个现象，他决心查个水落石出。

经过非常认真细致的实验，他宣布了自己的新发现，并将这个性

质不明的射线叫做 X 射线。正是这一发现，他获得了第一届诺贝

尔物理学奖。通过这个故事告诉学生，每一项科学成果的发现并

不都是特定实验的成果，教育学生要善于把握深入了解那些容易

被忽略的现象，可能有新的发现，所谓机遇只垂青有准备的人。

又如，在学习角动量守恒定律时，可以利用该定律解释回转仪定

向原理，引出早在汉代就发明的“被中香炉”，显示出非凡的技

巧，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学生坚定文

化自信。

这些例子是很多的，在此不再枚举。医用物理学课程在高校

人才培养体系中具有十分独特的地位，教师有责任充分发挥物理

学课程在实施课程思政中的特色优势，有效融入思政元素，将医

用物理学课堂打造成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有机结合的良好载体和

平台，将物理知识的传授与课程思政有机融合，在潜移默化中影

响学生的思想、世界观和价值观，从而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

（四）加强物理任课教师的医学素养

鉴于目前医学院校承担医用物理学教学的教师绝大多数毕业

于物理专业而比较缺乏医学知识，为了使学生能够将所学的物理

学理论应用于医学相关课程，医用物理学的授课教师应坚持不懈

地通过各种途径学习相关医学基础知识，建立起物理理论和医学

知识之间的联系，并应用于实际教学中。另外，任课教师还应及

时了解当前医学领域的最新进展，比如最新 CT技术，掌握其背后

所蕴藏的物理学知识或原理并尽量通俗易懂地介绍给学生，从而

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

值得欣慰的是，笔者所在学院曾多次在全校范围内举办中医

药知识培训班，邀请多个具有丰富教学和临床经验的老师或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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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授课，全面系统地传授中医基本理论和医学基础知识，包括中

医基础理论、中医学概论、临床中医学、方剂学等多门课程，使

笔者收益良多，这也促进了本教研室物理教师在医用物理学上的

教学，可谓相得益彰。

（五）在课堂教学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兴趣永远是好的老师；有了兴趣，学习变得轻松，学习效率

也提高了，反过来又激发进一步的学习和探索，从而形成良性循

环。这就要求我们从传统的灌输式教学，变成以学生为本，让学

生积极参的教学模式，比如采用启发式，探究式，互动式等教学

方式，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另一方面，也要鼓励学生积极

思考并提问，培养和发展独立思考的能力，正如爱因斯坦所言：

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创新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

应当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

除此之外，还可以制作多媒体课件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课件的内容要强调物理学在医学中的应用。事实上，在具体教学

过程中，我们经常在适当地方播放相关的视频，从而加深学生对

刚刚所学的物理知识的理解并激发学习的兴趣。

另外我们也通过加强物理学史和物理学家生平事迹介绍来激

发他们的学习兴趣，适时适量地介绍与知识点有关的物理学家的

事迹和创新经历。适时地结合相关知识点，我们也通过介绍在全

国大学生物理实验竞赛中本校上届或历届参赛学生获奖情况及获

奖作品，激发他们学习物理的兴趣和来年参赛的热情。

三、总结

通过几年来的教学实践和课后反思，我们看到上述多项教学

改革措施能够有效提升医用物理学的教学效果，促进了学生在知

识、能力、素质上的提高。这首先反映在课堂教学气氛有了明显

改善，较以前活跃了，学习兴趣普遍较高。此外也体现在全体学

生的教评及反馈中，学生们给出的评分普遍较高，认为主讲教师

教学认真，教学方法灵活，能够广泛应用现代教学技术，学生评

教优秀率从68%升至92%，报名参加全国物理实验竞赛的学生人

数也较过去大幅增加1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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