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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教育的飞速发展，学习已不再局限于传统教育模式，教育理念及教育形式越来越偏向个性化学

习，自主学习显得日益重要。医学研究生的培养分为学术型和专业型硕士，专业型硕士又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并轨，两种培

养模式各有侧重点，对医学研究生的综合能力提高有所欠缺。因此本研究结合Web3.0个性化、智能化、精准化、人性化等特

点，探讨构建个性化的自主学习知识交流平台对研究生的临床技能和科研能力培养的必要性和独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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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online education, learning is no longer limited to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mode. Educational concepts and educational forms tend to switch towards individualized learning, and independent learning
is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he cultivation of medical graduate students is classified into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master programs,
and the professional master program is integrated with the standardized training of resident doctors. The two training modes have their
own emphasis, but neither is perfect for the improvement in the comprehensive ability of medical graduate students. Therefore, based
on the individualized, intelligentized, accurate and humanized characteristics of Web3.0,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necessity and unique
advantages of constructing a personalized self-learning knowledge exchange platform for the cultivation of clinical skill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ies of graduat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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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经济、文化水平发展快速，世界医学

技术和医学模式也在不断更新，人民群众的医疗需

求日益增长，对医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医学研究

生作为未来医学科学发展的中坚力量，其综合能力

的培养是不可或缺的，既要有扎实的临床专业能力

和较高的职业素质，还应具备严谨的科研思维和

能力。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也不断推动网络环境的

变化，由传统媒体到现在的多媒体，人们的生活和

学习方式也不断发生着重大改变。1994年中国正

式进入Web1.0时代，随后传统媒体网站版的雏形形

成，其主要以单向的推动式网络为主；2004年，Tim
O’Reilly提出Web2.0，标志着网络 2.0时代的正式来

临，这是一种双向的，相互学习、去中心化的交流时

代，以使用者贡献价值、开放以及网络效应，它是由

一系列技术、经济、社会趋势所共同形成的交互式

网络基础。2005年Bill Gates提出Web3.0新的互联

网概念，它是在Web2.0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以服务

为内容，实现应用程序和数据库的智能化、个性化，

实现价值均衡分配［1］，实现了更加智能化的互动交

流［2］，例如治趣APP，一款在线医学虚拟教学与培训

平台，提高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因此，Web3.0时
代的到来让教育方式推进新的阶段，让教育工作者

也有了新的期待。文章结合国内医学研究生培养

的现状，提出构建基于Web3.0的自主学习知识交流

平台的必要性及独特优势，为实现该平台的服务功

能奠定基础，从而提高医学研究生的综合素质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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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医学研究生培养的现状

我国作为一个医疗大国，医学研究生教育是培

养医学人才的最前沿，因此医学研究生的培养直接

影响到了我国医学事业的进步与发展。高水平医

学人才是研究生培养的目标，培养具备扎实的临床

专业能力、严谨的科研态度、良好的职业素养逐渐

成为医学研究生的要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医学

院校为适应新政策对医学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做出

了积极调整，提出培养既具有一定的临床实践能

力，又具有临床应用研究能力，即合格的临床医师

兼备良好的学术资质的高层次适用型人才，这也是

在精准医疗时代下社会的需求。目前，国内医学研

究生的现状主要有以下几点。

1.1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与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

并轨模式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是医学生毕业后

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培训临床高层次医师，

提高医疗质量极为重要。自 2010年起我国在全国

范围内逐步实行“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合”的改革，以临床实践、专

业必修课、公共必修课为培训的主要内容，以在岗

培训为主的临床实践，注重医德培养，强调培训-考

核-晋升相结合，以此来调动培训的积极性。为适应

社会需求，构建专业学位研究生与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并轨模式，可节约时间，有利于整合医学的转

变，提高医学人才培养的规范性，保证专业学位研

究生的临床能力和培养质量。虽然调查表明有些

研究生认为并轨培养有助于提高综合能力［3］，但由

于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分

别由教育部和卫生部提出，“双轨合一”制度尚不完

善，教学管理体系参差不齐，正在积极探索顺应时

代发展的更为合理的医学研究生培养模式［4-5］。

1.2 科研能力与临床能力两极分化 随着教育体

制改革的深入，我国医学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分为专

业学位和学术学位研究生，前者注重临床能力的培

养，主要在临床科室从事医疗工作，解决临床实际

问题，后者注重科学研究的能力，主要以医学基础

理论为根据研究本学科新知识，两者在课程设置、

授课内容及时间、培养方式方法、培养质量的管理

等方面均有不同设置。学术型研究生关注更多的

是科研思维、科研方法、科研成果等，大多时间和精

力都在实验室，临床实践的机会少之又少，这就导

致毕业后临床实践能力不足。而专业型研究生则

相反，大多时间都在临床科室轮转，很少接触科研

事宜，这类研究生的科研思维薄弱，创新精神欠佳，

因此容易出现轻临床重科研或重临床轻科研的现

象［6］。尽管如此，临床型与科研型医学生培养的侧

重点有所不同，但两类研究生都能发挥潜力，为医

学事业做出贡献。

1.3 理论与实践结合不够紧密 临床科室医疗工

作繁忙，尤其是手术科室，往往忽略了教学工作，对

学生的培养不够重视，在出科考核时流于形式，考

核内容形式不规范，缺乏考核细则，对临床能力的

评估不够客观全面。有时临床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不能很好地结合理论知识来解决，专注于个人考

试，疏于在实践中合理应用。掌握专科知识的同

时，临床综合能力不能有效提高［7］。而对于科研型

医学生来说，虽然基础研究方面突出，实际上却很

难与临床结合，不能真正解决临床面临的问题。目

前，我国研究生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培养的质量

与数量问题，教育质量的优劣对我国医学事业和社

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8］。

2 构建基于Web3.0的知识交流平台的必要性及

独特优势

随着互联网基础能力的提升，新的信息技术的

驱动，媒介的形态处于不断的动态变化过程中。从

Web1.0到以交互式为特征的Web2.0，再到现在智能

化的 Web3.0时代，互联网技术将进一步为用户赋

能，促进智能媒体的产生，虚拟现实/增强现实（VR/
AR）技术趋于成熟，现实的虚拟化，强调人的沉浸式

体验［9］。基于此，构建的知识交流平台有其独特优

势：人性化、智能化、精准化、沉浸式传播［10］，与目前

医学研究生的自主学习要求非常契合。

2.1 内容丰富，资源共享 构建的知识交流平台里

学习资源丰富，实现共同学习，网站可与其他网站

信息之间连接，实现了对于不同终端的兼容，从而

实现信息互换，多个网站信息的整合和聚集，使内

容更加完整，以免遗漏知识盲点。Web3.0技术提供

整洁而丰富的互联网平台，将微内容自由整合与智

能聚合，提高检索速度，过滤不相关内容，从而提供

丰富而高质量的内容［11］。医学研究生的培养只有 3
年，在这 3年里要学会从医学生转化为医生角色，医

学知识需要不断丰富，临床技能需不断提高，医学

素养不断提升，充实自身的方方面面，而时间却没

那么足够，只能在有限的时间学习更多、更全面的

知识。该平台可大大缩短查找资料的时间，方便快

捷，实现多个网站的资源共享，例如手术操作视频

的学习，相同或不同疾病的手术治疗操作可以相互

学习借鉴，满足医学研究生的学习要求。在这里可

以学习临床技能操作和临床理论知识，使理论与实

践同步，更快的充实提升自己。

2.2 个性化的资源整合 对于学术学位研究生，他

们的学习方向偏向科研，需关注多个公众号更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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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界知识点和科研热点。Web3.0依据Mashup技
术对用户信息内容进行聚集和整合，构建用户的专

属兴趣数据，使得学习内容的特征性更加明显［12］。

在将用户数据进行有效的整合后，会使信息描述更

加的精确，用户就能够准确的利用相关的信息数据

进行搜索，这样自己感兴趣的最新的热点知识一览

无余。专业型学位研究生在临床工作中遇到的理

论知识或临床操作问题，也可在平台里交流，根据

分析推送一系列的相关文章或视频，内容以临床技

能为主，从而实现个性化的学习。相反，学术型学

位研究生也可在闲暇之余补充临床知识，使科研与

临床结合，专业型学位研究生关注科研热点，在临

床经验的累计下发现突破口，一定程度上消除两极

分化。还可建立反映用户兴趣偏好的兴趣模型，相

关领域信息源会实时更新，有效地整合信息资源，

主动向用户提供个性化的信息推荐服务。

2.3 智能化的搜索 由于医学研究生学习的内容

较多，不仅要掌握专科知识，还应熟悉多个学科的

知识，甚至科研方法及法律法规等，因此搜索的信

息繁多而冗杂。在Web3.0构建的平台里用户可以

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需要来自主创建信息模块，

进行信息清单的构建，打造属于自己的个性化学习

平台，将信息进行分类，实现智能化信息处理，方便

用户的利用，提高学习者的检索信息的速度。

Web3.0可以利用有效的挖掘技术来对数据信息进

行挖掘和聚合，使得引擎的个性化和智能化更加突

出。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思想，

便于学习者管理自己的学习，发挥学习的主动性和

积极性。

2.4 双向信息的交互式学习 来自不同地区的研

究生能力有所不同，掌握的知识水平层次不同，在

对同一问题的探讨中可能不敢说出真实想法，或存

在知识盲点而羞于启齿，在虚拟的平台空间里可以

自由交流，大胆说出自己的理解，提出问题，补充自

己的知识盲点。基于Web3.0构建的平台核心理念

是以人为本，在平台里提供多样化的信息产品，满

足人们多层次的需求，其草根性、低门槛的特点使

人人都能自由创造和接受信息。取长补短，借鉴集

体智慧的结晶，互相学习，充分彰显人的能动主体

的作用。

2.5 人性化的时间、地点 众所周知，医学研究生

的时间总是紧迫的，繁重的临床工作和忙碌的科研

实验，让他们很少有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去学习必修

课以外的内容，遇到问题也很难有在一起讨论的机

会。因此，构建Web3.0自主学习的知识交流平台是

很有必要的，可以随时随地进行交流，提出问题后

不用在线等回复，在自己闲暇之时再讨论，也可以

分享在临床工作中遇到的典型案例，科研方法的改

进等，学习的交流完全根据自己的时间合理安排，

充分利用碎片时间，区别于传统的学习模式，使学

习更加自由、人性化。

3 结语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智能

化，学习模式也在不断改变。构建基于Web3.0的自

主学习知识交流平台让医学研究生的学习方便快

捷，资源共享让知识丰满，因材施教的个性化学习

内容，高效的智能化搜索，满足不同类型的医学研

究生学习要求，充分发挥Web3.0的优势特点，提高

医学研究生的综合能力，适应了我国医药卫生事业

对高质量医学人才的高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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