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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ＯＣ平台给影像医师带来了什么？

李振辉，胡玉川

【摘要】　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ｍａｓｓｉｖｅｏｐｅｎ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ｕｒｓｅｓ，ＭＯＯＣｓ）是近几年出现的在线课程开发模式，在世界各

国得到迅速发展。当前我国医学界正致力于开发自己的医学教育 ＭＯＯＣｓ课程，而 ＭＯＯＣｓ平台给影像医师的继续教育

带来了巨大机遇。本文在阐述了 ＭＯＯＣｓ平台的发展历史和国内外应用现状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医学 ＭＯＯＣｓ平台以及

给影像医师带来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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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的２０年中，我国的医学教育得到了迅速发展，继续医

学教育（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ＭＥ）模式发生了巨大变

化。ＣＭＥ是终生医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医务

人员的知识结构更新、业务水平提高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

用，因此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１］。目前，不管在发达

国家或发展中国家，ＣＭＥ都作为一项强制性规定，多数国家采

用参加会议并获得学分来衡量受教育的质量［２］。最近，大规模

开放在线课程（ｍａｓｓｉｖｅｏｐｅｎ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ｕｒｓｅｓ，ＭＯＯＣｓ），国内简

称“慕课”，作为一种新的在线课程开发模式，可在互联网平台

上实现优质教学资源的广泛共享，将社交服务、在线学习、大数

据分析和移动互联等理念融于一体，致力于提供教育信息化的

综合解决方案，在今后的ＣＭＥ中可能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２５］。

ＭＯＯＣｓ概述

ＭＯＯＣｓ是面向社会公众的免费开放式网络课程，源于开

放教育资源（ｏｐｅ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ＥＲ）的不断发展，通

过信息通信技术向教育者、学生、自学者提供基于非商业用途

并可被自由免费查阅、参考或应用的各种教育类资源。２００８

年，加拿大爱德华王子岛大学的ＤａｖｉｄＣｏｒｍｉｅｒ在曼尼托巴大

学演讲时首次提出了 ＭＯＯＣｓ这一术语
［２］。ＭＯＯＣｓ是一种面

向社会公众的免费教育形式，不仅仅是简单的资源发布，更注

重教学互动。“大规模”意味着没有课堂规模和学习者人数的

限制，使学习变得更加灵活；“开放”意味着对课程感兴趣的任

何人都可以免费注册学习；“在线”意味着教与学的活动主要发

生在网络环境下，没有时空限制。另外，ＭＯＯＣｓ平台还能提供

各种交互性论坛，学习者可以进行知识学习、分享观点、测试和

参加考试、获得学分或证书，囊括了学习的全过程，实现了教学

课程的全程参与。

ＭＯＯＣｓ通过网络信息技术将优秀教育资源传送到世界各

个角落，展示了与现行高等教育体制结合的可能。美国影响力

最大的三个 ＭＯＯＣｓ运营机构Ｃｏｕｒｓｅｒａ、Ｕｄａｃｉｔｙ和ｅｄＸ都开发

了自己的平台。其它国家的 ＭＯＯＣｓ平台也在不断推出，如英

国的ＦｕｔｕｒｅＬｅａｒｎ、欧洲的ＯｐｅｎｕｐＥｄ、德国的ＯｐｅｎＣｏｕｒｓｅＷｏｒｌｄ

和Ｉｖｅｒｓｉｔｙ、西班牙的 ＭｉｒｉａｄａＸ、爱尔兰的 Ａｌｉｓｏｎ、澳大利亚的

ＯｐｅｎＳｔｕｄｙ；此外，日本、印度等国家也纷纷研发了自己的

ＭＯＯＣｓ平台
［６］。

２０１３年是中国的＂慕课＂元年，ＭＯＯＣｓ受到国内教育界的

高度关注和重视。２０１３年５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宣布加盟

“慕课”；同年７月，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亦与全球最大的在

线课程平台Ｃｏｕｒｓｅｒａ签约；随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１２

所顶级高校宣布将共建中文 ＭＯＯＣｓ平台；９月，清华、北大的

数门首批全球共享课程在中国大陆上线。清华大学推出了“学

堂在线”（ｗｗｗ．ｘｕｅｔａｎｇｘ．ｃｏｍ）平台，面向全球提供在线课程。

上海交大推出了“好大学在线”，其他一些高校也开始尝试

ＭＯＯＣｓ课程建设
［７］。２０１４年教育部已启动中国大学 ＭＯＯＣｓ

课程建设，并纳入“十二五”期间教育部、财政部实施的“本科教

学工程”的“国家精品开放课程建设与共享”项目。

国内医学 ＭＯＯＣｓ平台的发展

尽管传统继续教育模式（如学术会议、讲座等）在ＣＭＥ活

动中仍占主导地位，但对其教学效果的质疑越来越多。许多学

者认为，传统的ＣＭＥ模式不能改变临床医师的诊疗水平
［１］。

美国循证医疗中心关于ＣＭＥ的研究表明，与书本相比，网络和

多媒体教学对临床医师技能的提高具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多

种教育手段并存更有助于提高医师的诊疗水平［８］。目前，国内

医学界也认识到了 ＭＯＯＣｓ的重要性，并希望通过 ＭＯＯＣｓ推

动医学教育模式的改革。２０１４年３月，全球首个医学慕课教育

联盟———中国医学教育慕课联盟在北京成立。该联盟是在国

家卫生计生委、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领导和指导

下，由相关从事医药教育的医药院校、科研院所、行业学会、出

版单位和信息技术公司等部门单位，在全国高等医药教材建设

研究会和全国高等学校医学数字教材建设指导委员会成员单

位基础上自愿组成的全国性、开放性、非营利性的中国医学教

育 ＭＯＯＣｓ联盟
［９］，其目标是通过慕课平台和优质课程建设，实

现“开放、共享”的互联网精神，做好在校高等医学教育，以更好

地服务于中国医药卫生人才培养［７］。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陈竺提出：“慕课在互联网平台上实现了优质教学资源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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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共享，中国医学教育慕课平台建设要充分践行开放、共享

的互联网精神，做好与在校医学教育的有机融合，同时兼顾毕

业后医学教育与基层卫生人员培训的需要”［１０］。

随着我国医疗改革的深入，执业医师规范化培训等ＣＭＥ

正如火如荼展开，ＭＯＯＣｓ平台在医师规范化培训上大有可为。

另外，基层医疗卫生人员一直缺乏优质继续医学教育资源，而

卫生信息化建设为广大基层医院或村医配置了电脑和网络，为

接受 ＭＯＯＣｓ教育提供了硬件条件。陈竺指出：“在慕课课程资

源设置上要考虑基层需要，在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辅导、使

用适宜技术和设备培训、做好健康教育和慢性病管理等方面，

开发和提供更多、更好教育资源”。

ＭＯＯＣｓ平台给影像医师带来了什么？

ＭＯＯＣｓ平台给我国医学教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尤

其在基层医师的继续医学教育方面。越来越多的影像医师开

始利用网络教育资源进行学习，以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及科研

教学能力［１１］。２００７年后，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放射科住院医师

的阅读习惯已发生了巨大转变，利用放射学电子资源进行学习

和科研者达到８３％，互联网已成为首选的学习资源
［１２］。约有

９７％的放射科医师在互联网上学习，每天至少一次网上学习者

高达４２％
［１３］。

如果将临床医师与影像医师的学习需求进行比较，我们会

发现二者有很大的不同。临床医师在诊治疾病的过程中更注

重实践技能和经验的提高，而医学影像学具有一定的学科特殊

性，影像科医师临床工作以病例诊断为主，影像医师诊断水平

的提高更依赖于临床、病理和影像病例的融会贯通，解读大量

典型、疑难病例对提高诊断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大量基

于文字、图片、课件和视频讲座的ＣＭＥ模式对影像医师具有更

高的学习价值［６］。传统的在线教学模式如一些高校的精品课

程讲座或课件，其教学资源数量有限，或可能只对本科室或本

单位人员开放，而 ＭＯＯＣｓ平台打破了传统的网络教学模式，其

最大优点是大规模、开放性、在线的教学资源，可汇集全国各大

教学医院的权威影像病例资料，也可云集国内众多专家的视频

讲座，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小型影像专业网站发展的瓶颈问

题，如病例资源缺乏、内容权威性不够以及版权纠纷等。同时，

不受时间和地点限制，影像医师可免费在线获取个性化的教学

资源。其次，ＭＯＯＣｓ平台增加了学习论坛，医师间通过互动性

疑难病例讨论，有助于提升医师的学习兴趣，学习效率得以提

高。因此，对于影像医师而言，利用 ＭＯＯＣｓ平台的学习效果明

显优于其它教学方式［１４］。

另外，如果通过 ＭＯＯＣｓ平台能获得ＣＭＥ学分，并完成晋

升职称必需的公需课、专业课等ＣＭＥ任务，可以大大节省影像

科医师的宝贵时间，尤其对于边远地区和乡村的影像工作者，

可避免不必要的旅途劳顿和开支。近几年，ｉＰａｄ或类似的便携

式电子设备已成为一种新的学习媒介，通过这些设备进入

ＭＯＯＣｓ平台可能会成为未来主流的学习方式。

２０１２年２月，中国医师协会批准成立了中国放射医师学院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ｉｓｔｓ，ＣＣＲ）。学院宗旨是强化放射

医师队伍建设，将整合社会资源对放射医师进行终身职业教育

和专业培养。学院网站专家云集，但截止笔者发稿时，该网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ｉｓｔｓ．ｏｒｇ）未能看到相关在线培训课

程上线，我们期待这一官方网站真正能够做成中国放射医师的

ＣＭＥ平台。

近年来，ＭＯＯＣｓ作为一种新的继续教育模式在国内外得

到迅速发展和应用。虽然大多数机构和专家对 ＭＯＯＣｓ都表现

出极大的热情，但 ＭＯＯＣｓ提出以来就极力推行“学生联结、学

习者导向、摒弃教师的价值”的准则，较传统的在线教育形式更

简单、更缺乏人情味，对传统教育模式造成影响。另外，部分学

习者不适应自主学习方式，部分资源也可能存在版权争

议［１５，１６］。上述可能存在的诸多问题在未来 ＭＯＯＣｓ平台的发

展和应用中有待进一步研究。

总之，ＭＯＯＣｓ的出现给高等医学教育带来了全新的发展

理念与模式，为影像医师的继续教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ＭＯＯＣｓ平台实现了医学影像优质课程资源共享，有助于提高

国内整体影像医师的诊断水平，推动基层医院影像工作者的继

续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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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Ｊ］．中华医学图书情报杂志，２０１４，２３（７）：８１２．

［１０］　中国医学教育慕课联盟成立［Ｊ］．上海医药，２０１４，７（１）：５３．

［１１］　胡玉川，李振辉，崔光彬．重视医学影像网络资源教育和发展［Ｊ］．

放射学实践，２０１３，２８（１２）：１２２０１２２２．

［１２］　ＫｉｔｃｈｉｎＤＲ，ＡｐｐｌｅｇａｔｅＫ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ａｓｕｒｖｅｙｉｎｖｅｓｔｉ

ｇａｔｉｎｇ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ｕｓｅｏｆ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ｎ

ｔｅｒｎｅｔ［Ｊ］．ＡｃａｄＲａｄｉｏｌ，２００７，１４（９）：１１１３１１２０．

［１３］　ＲｏｗｅｌｌＭＲ，ＪｏｈｎｓｏｎＰＴ，ＦｉｓｈｍａｎＥＫ．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

２００５：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ｗｅｂ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ｐｒｅｆｅｒ

ｅｎｃｅｓｏｆ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ｉｓｔｓ［Ｊ］．Ｒａ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２００７，２７（２）：５６３６７１．

［１４］　ＳａｃｈｓＡ，ＰｏｋｉｅｓｅｒＰ．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ｅｄｉａａｎｄｍｏｄｅｒ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ｔｏｏｌｓｉｎ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Ｊ］．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ｅ，２０１４，５４（１）：５３５９．

［１５］　约翰·巴格利，陈丽，年智英（译）．反思 ＭＯＯＣ热潮［Ｊ］．开放教

育研究，２０１４，２０（１）：９１７．

［１６］　何国平，杨云帆，陈嘉，等．“慕课”在护理教学中的应用与展望

［Ｊ］．中华护理杂志，２０１４，４９（９）：１０９５１０９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１１３０　修回日期：２０１４１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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