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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医用物理学专业性强,应用范围广,理论与临床相结合对于培养医学人才尤为重要,然而随着课时数减

少和课容量增多,传统教育模式逐渐不再适用.因此,提出将面授教育与热门软件相结合,重构课程的教学结构,借

助抖音平台、数据库资源和大数据算法技术定位学生个体的各类所需,向其提供精准化内容,并且通过社交功能增

强学习中生生和师生之间的互动性和共享性,改善理论与临床实践的脱节状况,建立自主的临床学习模式,培养现

代化的医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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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医用物理学属于交叉学科,是医学生学习医学

基础、培养理性思维、激发学生创新精神和熟悉使用

医疗仪器设备的重要渠道[1].在普通医学院校中由

于学生在中学阶段的物理基础薄弱,所以在大学阶

段学习医用物理学比较吃力,逐渐丧失学习兴趣,进
而影响学生的学习成绩和教师的教学效果.至今,为
解决学生学习物理课程困难的问题,众多专家和物

理教师提出许多的教学方法改进和教学理念创新,

如做好中学和大学的知识衔接、精心设计物理实验、

Problem-BasedLearning教学和翻转课堂教学等,

在教学过程中都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2~4].然而,由
于每学期医学生的专业课程多,每门课程内容丰富,

导致学生各学科知识冗杂记忆,并且鉴于国内各医

学院校逐渐减少本课程理论教学课时量,加之学生

投入医用物理学习时间少,致使医用物理学的教学

效果较差.因此,本文提出将抖音融入教学,利用抖

音丰富的数据库资源和大数据算法技术达到靶向推

送、时时推送和关联推送医用物理的短视频内容,使
学生随时随地巩固物理概念和拓展临床应用,达到

“线上+线下”同向发力以提升教学效果,培养学生

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创新精神,进而培养卓越医学人

才的目的.

2 医用物理学习困难原因分析

2.1 抽象和广泛知识概念

从课本角度进行分析,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

第9版《医用物理学》课本共计19章,涵盖力学、声
学、热学、电学、光学和近代物理等内容以及拓展其

在医学领域的应用.本书包含知识范围广,概念抽

象、物理公式复杂和知识点间关联密切.例如:难度

较高的粘性流体的运动规律和毕奥 萨伐尔定律的

应用,以及振动章节与机械波章节和波动光学章节

之间的密切联系,都对医学生梳理知识框架、掌握概

念原理和思维逻辑能力要求较高.此外,本书教学内

容集中于大学一年级第一学期,且理论教学时数仅

48学时,教学节奏快,章节一恍而过.如笔者所在医

学院校医用物理学的教学进度表,核磁共振章节和

激光章节内容分别安排两个学时(50min/学时),振
动章节、静电场章节和X射线章节内容分别安排3
个学时.学生难以在短时间内掌握所学的医用物理

定律和公式,更难以将物理原理应用于学习和研究

有机生命体,导致学生在潜意识里感觉医用物理

好难.
2.2 学习能动性弱

步入大学,学生依旧对教师的依赖性强,学习方

式还未从中学“跟学”模式转变为大学“自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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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阶段与中学阶段的教学方法不同,大学教师不

侧重于对医用物理学某一定律或公式进行反复讲解

和练习,每节课通常教导学生多个物理定律和公式,
更注重教导学生科学的学习方法和树立辩证唯物主

义世界观.因此,学生每节课学习新内容和吸收信息

量远大于中学物理课堂.主动性弱的学生学习方法

和学习模式不对,逐渐跟不上教学进度,渐渐挫伤此

类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此类学生无法独立完成课

堂作业,物理难题不与同学相互讨论和不向教师请

教,不利用图书馆和互联网资源查阅相关资料,甚至

于直接照搬照抄同学作业.从心理学角度进行分析,
医学生在学习医用物理学和医学专业课的过程中更

重视后者,认为物理与医学关联不深,对今后职业发

展没有帮助,所以不愿意在医用物理学课程上投入

过多精力,甚至逃避物理和厌学物理.
2.3 联系医学临床应用浅

《医用物理学》19个章节中讲解各方向的物理

基础概念和公式,并在每章最后一节简介本章物理

知识在医学方面的应用.例如流体的运动和 X射

线,流体运动章节的最后一节为血液在循环系统中

的流动,然而本节内容仅用一页(本书P41~P42)简
单讲述心脏做功、血流速度分布和血流过程中的血

压分布等三方面的内容.关于医学中 X射线的应

用,本书浅尝辄止地介绍 X射线常规透射、摄影、

X CT(X射线计算机辅助断层扫描成像装置)以及

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技术等基本概念,没有深入阐述

其构成清晰图像的原理,更甚于没有介绍上述3种

X射线应用的联系和区别.综上所述表明文字描述

和语言讲述等教学手段不能较好地使医学生联想物

理在临床中的应用,不能满足学习和研究对象为有

机生命体的医学生需求.课堂中发现学生对X射线

仪器构造与操作流程和X射线常规透射成片实物

等充满兴趣.物理背景的年轻教师是否可以借助互联

网资源和附属医院资源设计教学过程,激发学生对医

用物理的学习兴趣和探索有机生命体奥秘的精神.

3 医用物理学习困难的应对策略

3.1 教师成为短视频制作高手

随着竖屏时代的到来,研究表明抖音软件位居

90后移动网民最爱软件榜首[5].笔者经常发现学生

在课间和课后沉迷抖音刷视频,针对以上情况,教师

可以尝试将医用物理学教学过程与学生爱不释手的

抖音结合起来,将复杂且枯燥的物理概念和公式与

音乐、动漫和特效相结合,观看此类视频既学会知识

又收获欢乐,有助于提高学习兴趣和提升教学效果.
要把抖音与教学内容联系到一起,教师首先要成为

短视频制作高手,会熟练使用多媒体软件并利用抖

音发布作品.例如,教师可以使用flash软件制作或

搜集优质的人体血液在血管中流动的动画,以动画

演示血液从主动脉流入毛细血管时流速变化的情

况,通过动画特效让学生直观地理解连续性方程

S1v1=S2v2 的流速与横截面积成反比的概念和应

用.教师借助抖音的滤镜和特效功能增加医用物理

教学的趣味性,经过创意设计剪辑在抖音软件上发

布,有助于活跃课堂气氛,加深物理学与医学的联

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线上“预习+复习+
拓展”和线下“讨论+答疑+延伸”的教学效果,不仅

使能力强的学生得到全面发展,基础薄弱的学生也

能反复学习至学懂.
3.2 构建短视频库

正如上述所说医用物理学教学内容多且课时

少,部分学生难以跟上教师的教学节奏,渐渐对本课

程丧失学习兴趣,甚至厌学物理,作为倍受青少年喜

爱的抖音可以改善上述现象.抖音上传视频的最长

时间为5min,浓缩精练有趣的短视频符合现在学

生的学习心理.学生通过自主观看教师自制视频学

习医用物理基础知识.教师分享学习内容前,要全面

分析教材、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紧扣医用物理学教

学内容.根据医学院校的专业特点、学生已有的物理

知识和生活经验,将知识细化成微小的模块,搜索国

内外高校的优质资源,教师将基础物理知识与医学

应用和医学案例相结合进行精心地剪辑创新短视

频.如液体表面现象章节中表面活性物质与人体呼

吸系统相结合,人的肺泡总数约3亿个,有些肺泡彼

此相连,肺泡的表面液层分布着表面活性物质.从表

达式Δp=2αR
拓展到正常呼吸过程.呼气时,肺泡表

面积减小,单位面积上的表面活性物质增多,α的值

变大,小肺泡半径小.反之,吸气时,单位面积上的表

面活性物质减小,α的值变小,大肺泡半径大.综合

考虑α和R 对附加压强的影响,不会产生小肺泡气

体流向大肺泡,不会造成小肺泡萎缩现象.这也可以

拓展解释新生儿肺透明膜病,对于新生婴儿出现呼

吸衰竭和进行性呼吸困难等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

征,主要归因于新生儿肺泡缺乏表面活性物质导致

肺泡进行性萎缩所引起.不仅限于在液体表面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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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医学紧密联系,借助多媒体软件和抖音平台,本教

研室教师已把医用物理学中部分内容录制成21个

时长在5min之内的短视频,视频目录如表1所示.
表1 医用物理教学短视频目录

流体物理理论的建立

1.理想流体和稳定流动

2.理想流体的伯努利方程及应用

3.3D演示体循环原理

电学理论的建立

4.电场强度和电势

5.静电场中的电介质

6.电容器与除颤仪

7.心电场和心电图的研究

8.直流电的基尔霍夫定律

9.生物膜电位

磁学理论的建立

10.稳恒磁场中磁感应强度

11.毕奥 萨伐尔定律的公式推导

12.电磁泵和电磁船

13.磁流体发电

14.人工心肺机和人工肾工作原理

光学理论的建立

15.几何光学的建立和完善

16.薄透镜与眼睛的光学成像

17.光学纤维内镜和电子内镜简介

原子核和放射性
的建立

18.原子核的基本结构

19.原子核的衰变类型和规律

20.辐射剂量与防护及测量原理

21.放射性元素在医学上的应用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借助抖音平台和作品库,既
重新构建学生学习医用物理学的流程,又巧妙地克
服物理专业教师在医学背景薄弱的问题.学生可以
挑选其薄弱章节随时随地反复观看短视频至学懂物
理知识,辅助教师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此外,抖音
的社交功能也延长了生生和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
如学生遇到疑难问题或刷到有趣短视频,可以通过
点赞、评论、分享和求更新等社交活动推送给同学和
老师.教师可以针对点赞量高的问题在课堂上讲解
和答疑,更甚于通过回复评论和私信进行实时解答.
3.3 推送“私人订制”内容

抖音利用数据挖掘技术,根据用户关注、社交活

动和浏览痕迹等分析用户媒介使用曲线,并基于用

户自身需求与特点推送相关的短视频[6].教师引导

学生在抖音上主动关注其他物理和医学爱好博主,
如抖音名称为“医影师华哥小课”“医学影像图书馆”
和“医路向前巍子”等.医学生玩抖音会实时收到后

台推送已关注博主更新的短视频,选择支持其有价

值的内容.不仅限于在抖音上观看已关注博主上传

的短视频,学生还可以利用软件数据库检索功能,输
入疑难物理概念的关键词搜索相关内容,数据库列

表中将展出国内外名师们从不同角度解说物理概念

和公式推导,学生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反复观看

学习.同时,大数据算法记录学生浏览行为和动因并

预测分析,抖音便会自动将最新同类型的物理科普、
仪器操作和临床案例等短视频靶向推送给学生,拓
展物理理论在医学临床领域应用[7].如学生在抖音

中搜索气体栓塞现象产生的物理原因,大数据通过

预测来延伸拓展,精准推送关于气体进入人体血管

造成血流栓塞的短视频,以及同类型视频关于临床

上“空气针”造成的医疗事故.大数据开启了一场生

活、学习与思维的大变革,有助于建立自主的医学临

床学习模式,培养综合型的医学人才.

4 总结

从笔者教学工作分析,普通院校医学生的物理

基础薄弱,较多学生受中学物理教学模式影响导致

学习能动性差,加之医用物理学进度快和内容多,较
多学生存在学习困难、学习兴趣低和挂课率较高等

问题.因此,本文提出在教学中融入抖音的资源和技

术,借助大数据算法技术分析学生个体的各类所需,
向其提供精准化内容,实现教学资源的优化和配置,
尤其是对于偏远地区的学生也可享有优秀的丰富的

教育资源并拓展眼界,增强学习中师生之间的互动

性和共享性,有助于提升医用物理的教学效率和教

学效果,培养学生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培养综合

型创新型的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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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ofArtificialIntelligence,YangoUniversity,Fuzhou,Fujian 350015)

Abstract:Asarequiredcourseofscienceandtechnologymajors,universityphysicsplaysanimportantrolein

trainingstudentstosetupascientificworldoutlookandimprovingstudents'rationalandinnovativethinkingability.

Inaddition,withtherapiddevelopmentoftechnology,AIhasinjectednewenergyintotheeducationindustryand

openedupanewroadforEducationindustry.Inordertogivefullplaytotheimportantroleofuniversityphysicsin

thetrainingofapplication-orientedtalents,thispaperexploresthereformandpracticeoftheteachingmodeand

teachingmethodofuniversityphysicsinapplication-orienteduniversities.

Keywords:AI;universityphysicsteaching;thereformofteachingmodelsandmethods;application-oriented

personnel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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