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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ise of a new round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volution, digital textbook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education 
digital strategy.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curriculum and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it is urgent to develop new digital 
textbooks.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at the present stage,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for medical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faced with some obvious problems, such as not fully reflec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disconnection between some contents and clinical practice, less content of practical training, and no quality 
control evaluation standards. Therefore,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inherent problems of digital medical teaching materials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in order to explore a more feasible path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medical teaching materials as 
soon as possible.

Key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Medical vocational education; Digital teaching material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医学类职业教育数字化教材建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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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能源职业学院，中国·重庆 401120

摘　要

伴随着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现如今，数字化教材已成为教育数字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提高课程和专业的
建设水平，开发新型的数字化教材已是迫在眉睫。然而在现阶段的教材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医学类的职业教育教材建设面
临着不能充分体现职业教育的特色、部分内容与临床存在脱节、实训内容少、尚未形成质量控制评价标准等显著问题。因
此，本文通过指出医学类数字化教材的内在问题，并提出相应解决方式，以期早日探索出更可行的医学类数字化教材建设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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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由于医学和科技在不断发展，数字技术在某

些领域的发展惊人，人工智能甚至已经取代了部分传统岗

位。由国务院下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

特别强调了要加强职业院校（包括技工院校）对数字技术技

能人才的培养，鼓励企业与院校合作，建立现代产业学院、

联合实验室和实习基地等。[1] 职业教育的核心目标是必须培

养满足地方、行业及企业需求的专业人才，如今这些行业更

加倾向于数字化技术人才，这也意味着未来职业院校必须

与时俱进，承担起积极培养符合现代发展标准人才的重要

职责。

2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和时代特征

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进程实际从来都并没有一个明

确的起始年份，它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近年来，尤其

2008 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互联网的

普及，职业教育的数字化转型在逐渐起步和加速。在 2019

年发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明确地提出了

要推进职业教育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这标志着职业教

育数字化转型有了政策支持，实践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此外，疫情也进一步推动了医学类职业教育数字化教学的普

及。因此，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基本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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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与萌芽时期、加速与整合时期、全面转型与自主探索时

期、深度发展与创新时期。

2.1 初探与萌芽时期（20 世纪 90 年代 -2007 年）
我国在 1994 年首次接入互联网，为数字化教材的发展

奠定了基础。[2] 随后，一些较为先进的出版社开始为教材附

加光盘和录音带等教学资源，并利用互联网辅助教学。与此

同时，部分学校逐步引入一些教学软件和多媒体计算机工

具，提升教学效果。与 1994 年之前相比，借助更先进的电

子设备，教师和学生可以访问各种教辅和音像资料、教育软

件和电子课件等多媒体资源。此外，一些出版社也开始探索，

将传统的纸质版教材转化为电子版，以 PDF、WORD 等格

式呈现。然而，这些早期的尝试主要集中在形式上的改进，

仍然局限于简单的静态展示和传统教材的基本数字化。

2.2 加速与整合时期（2008—2010 年）
2008 年是命运多舛的一年，但这一年开始，我国职业

教育的信息化进程迈出了重要一步。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

程度在不断提升，加速了信息技术与职业教育的深度融合。

各地职业院校开始积极引入多媒体教学设备和网络教育平

台，通过在线课程和远程教学，提升了教学质量和效率。与

此同时，教育部发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2010—2020 年）》《职业教育国家标准（2008 年版）》

等一系列政策，鼓励学校利用信息技术改革教学模式来促进

教育资源的共享。为了响应教育部的诸多政策，许多职业院

校开始开发和使用专业的教学软件，此外，各个行业企业也

参与到职业教育的信息化建设中，推动实践教学与信息技术

的结合，从而培养适应市场需求的技能型人才，这些举措也

为职业教育的信息化发展全面转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在这一时期，教学资源与教材内容的整合程度

还较低，主要是依赖于直接采用现有的资源或者本科教育资

源。这些资源通常缺乏更加贴合职业教育情况的教学加工，

导致学科之间的关联性不强，存在很多知识点重复或遗漏的

情况，使教师和学生深受重复工作和学习的困扰，进而影响

学习效果和整体教学质量。

2.3 全面转型与自主探索时期（2009—2019 年）
2009 年至 2019 年这十年是中国职业教育的全面数字化

转型与自主探索时期。这一时期，国家政策也在不断延续和

支持前一时期的基调，对于职业教育的信息化建设，教育部

推出了一系列指导意见，鼓励职业院校利用信息技术加速改

革教学模式和课程体系。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各类在线学习平台和数字化

教学资源被逐渐引入职业教育中，许多医学职业院校开始建

设虚拟仿真实训室，同时职业院校和医院的合作也在逐步深

化，推动了双方联合开发在线课程和更多实训项目。此外，

实习管理 APPP、移动学习端和大数据分析等新兴技术的应

用，也使个性化学习成为可能。这一阶段，职业教育的数字

化转型不仅极大提升了教学质量和效率，还培养了大量适应

市场需求的高素质医学技能人才，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

有力支持。

2.4 深度发展与创新时期（2020 年至今）
疫情期间，尤其是 2020 年，中国职业教育的数字化转

型在加速推进。在全国范围内的学校停课期间，职业院校迅

速地转向了线上教学，在线教育成为主要的教学方式，这一

转变促使大部分的职业院校加大了对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开

发和利用，开展包括慕课、职业技能培训平台、微课、虚拟

病人仿真实训系统在内的多样化学习模式，使得教师和学生

能够在远程环境下进行有效的互动和学习。此外，医院与学

校的合作也进一步深化，老师通过线上形式提供实习和就业

指导，确保了学生在疫情期间仍能获得实践经验。这一阶段，

不仅加速提升了职业教育的数字化能力，也为未来的教育模

式创新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启示。

3 医学类数字化教材建设面临的问题

3.1 医学类数字化教材尚未形成质量控制评价标准
目前，医学类数字化教材的监督管理和评价机制尚不

健全。同时，由于各个医学职业院校由于地区、教育质量的

不同，在数字化教材的质量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目前数

字化教材建设没有一个统一的质量控制评价标准。[3] 这导致

教材的内容质量、更新频率和教学效果参差不齐，影响了学

习效果和学生的临床能力培养，同时，没有统一的标准，使

得各院校和机构在选择和使用数字化教材时缺乏有效的指

导，无法确保其所使用教材的科学性、实用性以及前沿性。

因此，制定有效的质量控制和评价标准变得尤为重要，这对

于提升医学数字化教材的整体水平和使用效果非常关键，只

有优化教材管理流程，才能推动数字化教材的高质量发展，

完善监管与评估体系，以确保医学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的有效

协调与监督。

3.2 医学类数字化教材不能充分体现职业教育的特色
虽然医学类数字化教材在内容传递和知识获取方面确

实有其独特优势，但与本科医学教育相比，职业教育在数字

化教材建设方面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差异和优势。由于医学

本科教育和高职教育在培养目标、培养方案、课程设置以及

就业前景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异，导致职业教育更着重于职业

性与教育性，因此其数字化教材的编写绝不能像既往一样，

简单地、机械地搬运和修改本科医学教材里的学科知识，而

是应该知识系统与实践系统相统一，并更看重专业知识和职

业岗位要求的衔接。[4]

首先，职业教育更加强调实践导向，学生需要通过实

际的操作和丰富临床经验来掌握相关技能，如果此时数字化

教材还是像纸质版教材一样，主要侧重于理论知识的传递，

这极有可能导致学生实践能力不足。其次，职业教育也更注

重与临床行业的紧密结合，而许多数字化教材若不及时更

新，无法反映和教学最新的医疗技术和反映行业需求。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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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结合数字化教材与实践课程，以提升其在职业教育中的

适用性，增强对二者差异化教材的开发力度，也是未来医学

职业教育工作者教学工作的重点。

3.3 医学类职业教育数字化教材部分内容与临床存

在脱节
数字化技术在医学职业教育领域的应用，无疑是开辟

了诸多新的可能。然而，教材的编写与审核流程却依旧在遵

循旧制，在更新机制方面更是缺乏科学合理性。部分的教材

内容陈旧，未能及时吸纳前沿医疗技术、新型治疗方案及最

新的实践指南，这使得学生所学知识与临床实践之间出现脱

节。学生踏入工作岗位后，常因临床经验匮乏而陷入困境，

教材中的案例与练习设计也与真实临床场景相去甚远，这难

以有效提升学生的实践应对能力。综上，增强教材的实践导

向性，融入更多临床实操内容与真实案例，是提升教学成效

的重中之重。唯有强化教材的实践属性、构建动态更新机制

并优化评价体系，方能切实弥合理论与实践的鸿沟，全面推

动医学职业教育质量的提升。

4 医学类职业教育数字化教材的建设路径

近年来，随着职业教育的深入改革，高等职业院校积

极推进“三教改革”，以满足社会对数字化技术人才培养的

急切需求。相应地，我国职业教育的教材建设面临着诸多新

的挑战。为了促进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也急需加强对医

学职业院校教材建设的指导。

4.1 加强质量监控，制定数字化教材评价标准
在高等职业医学数字化教材的过往开发历程中，构建

数字资源体系时，其内容及实用性向来被视作首要考量因

素。故而，如何评判其内容与实用性是否达标，便成为一项

关键诉求。[5] 有鉴于此，教育主管部门理应制订专门面向数

字化教材的建设规范，以此规避资源重复构建从而难以彰显

信息化教学成效等弊病的滋生。再者，数字化教材的评价准

则需要紧密契合医学职业教育的专业特性与目标导向，进而

切实凸显职业教育的独特风貌。

4.2 牢固临床实践，实时更新教材内容
既往传统的纸质教材出版周期长、更新速度慢，导致

了医学类教材建设跟不上临床发展，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数

字化教材这个工具，紧跟临床动态发展，加入一些模拟病人

互动环节、3D 动画形式来优化教材内容，呈现临床症状的

实时变化、病理生理变化，与新的职业标准和技能要求相匹

配，从而确保职业院校所使用的教材体现出医学的时代性和

科学性。[6]

4.3 多元化探究拓展数字化教材表现形式
当前，数字化改革是职业院校教学改革的内在驱动力，

与只有图像、文本、二维码等静态平面形式的纸质教材、电

子书不同，如今，我们的数字化教材已经可以结合人工智能

各种技术和学习策略进行一些更有意义的学习设计，创建一

个让学生充分打开好奇心的学习环境，并将学生的学习风格

和过程转移到教材上。此外，医学是基于人体本身的科学，

我们应该开发更多的微课视频、高清解剖图谱、三维动画模

拟、互动式创意案例等，使得学生学习环境突破时空的局限

性，同时教学内容也由既往静态枯燥的文本资料、图片、表

格变成有声音、视频、有真实场景的形式，从而多样化地开

发新的数字化教材资源。[7]

5 结语

本文探讨了职业院校医学数字化教材建设的一些问题

和改进思路，相对于传统的纸质版教材，这项工作更亟待完

善，同时难度也相应更高。因此，在数字化教材建设过程中，

需要政府、医院、学校、技术机构等多方合作，各个院校需

要因校制宜，不断加深对临床发展趋势的认知，不断精进业

务能力，积极加深和合作医院的融合，以学生为圆心，定期

收集学生意见和建议，创建一个开放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为了有效应对数字化转型慢慢带来的医学领域新技术

和新模式的革新，医学类教材的数字化建设应强调与构建更

完善的数字化教学理念，并不断对教材内容进行更新和优

化。紧跟临床治疗技术和药物的新趋势，拓展教材的表现形

式，并完善评价标准，以构建高质量的数字化教材，从而提

高医学人才的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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