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理医药学杂志  2023 年 1 月第 36 卷第 1 期  J.Math.Med.  Jan. 2023, Vol.36, No.174

·教育与争鸣·

DOI: 10.12173/j.issn.1004-4337.20220505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基金项目（72004098）；2020 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20SJA0302）；

南京医科大学研究生优质教育资源建设项目（2021F005）；2021 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2021SJA0304）；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项目“护理学”（苏政办发〔2018〕87 号）

通信作者：蒋荣，Email：75151423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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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为培养学生将信息技术引入病人安全领域，面向南京医科大学医

学生开设临床事故案例分析课程，探讨教学效果。方法  组建教学团队，依托超星学习教

育平台对 150 名医学专业学生进行线上教学，同时开展以相关案例讨论为蓝本的线下教学

活动模式，通过自制问卷收集课程开设前后相关资料，采用 SPSS 22.0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  与开设前相比，临床事故案例分析开设后大部分学生学习该课程的原因清晰明确，

93% 学生认为病人安全是科室管理的第一要务；83% 学生认为将来能够恰当处理医疗护

理差错；74% 学生对课程满意度较高，且认为课程创新性高，几乎所有的学生（97%）

自我效能较高。此外，大部分学生具有较高的医学职业精神和认同感。结论  将信息学

融入病人安全课程，对培养医学生借助信息技术评估医疗风险，增强医学生使命感具有

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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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In order to cultivate students' new ideas of introducing 
intelligent medical treatment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o the field of patient safety, an 
elective course called "clinical accident case analysis and intelligent medical treatment" was 
opened for medical students and the teaching practice effects of the course were preliminarily 
discussed. Method  After establishing a teaching team, online teaching for 150 medical students 
was conduct based on superstar learning and education platform, and offline teaching activities 
based on discussing relevant cases were carried out. The results of the questionnaire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teaching effects. Result  Most students had clear reasons for learning the 
course of data Informatics, and 93% students believed that patient safety is the first priority of 
department management; 83% students thought that they could properly deal with medical 
and nursing errors in the future; 74% students have high satisfaction with the curriculum 
and thought that this curriculum was innovative, and almost all the students (97%) had high 
self-efficacy. In addition, most of the students have high medical professionalism and s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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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identity. Conclusion  Integrating informatics into patient safety course is of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to cultivate medical students to evaluate medical risks with the help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nhance their sense of mission.

【Keywords】Integration course; Informatics; Patient safety; Medical malpractice

新一轮科技革命给医学的发展带来了根本性

的影响，近年来医学知识快速更新、多学科交叉

融合趋势明显 [1-2]。在此背景下，2018 年政府工

作报告提出了“新医科”的理念，医学与信息学

结合成为当今医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3-6]。将信息

学知识以及技术引入医疗领域，可减少诊治的人

力需求，为构建新的诊疗模式提供思路。目前，

国内外医学院已开展了现代信息技术相关课程，

但在与医疗安全课程融合研究方面较少见。鉴于

医疗安全是医院管理和诊疗质量核心目标，如何

融入病人安全与信息技术值得探讨。

本研究基于南京医科大学医学教育实际情况，

借鉴国内外医学院校课程交叉融合的经验，首次

开设了健康信息学的分支课程临床事故案例分析。

该课程以学生为中心、以案例为导向，基于奶酪理

论，创新性地将信息学理念融入病人安全培训，在

课程中介绍计算机科学、数据库和知识库、人工智

能、统计学、以及各种通讯技术优化处理过程，引

导学生从信息系统角度对临床安全案例进行讨论和

分析，培养学生的病人安全意识；共同探讨该新兴

技术超越现在的潜力，以及将该技术引入临床后对

病人安全产生的影响和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 2021 年 2 月至 7 月参加南京医

科大学临床事故案例分析选修课程的学生。在开

课前一周通过自编问卷调查表，借助问卷星网络

平台对授课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获得授课学生的

一般资料。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2021 年 2 月至 7 月参加南京医科

大学临床事故案例分析选修课程的学生，且自愿

参加课程问卷调查者；排除标准：不同意参加课

程问卷调查者。

1.3  课程设计
临床事故案例分析课程参考教材为肖明朝主

译的《患者安全案例研究》和裘加林主编的《智

慧医疗》。课程总学时为 30 学时，计 2 学分。

课程内容主要包括医疗安全的基本知识、临

床事故案例分析和医疗安全的关系三个部分。课

程独创性地将“奶酪模型”理论贯穿始终，通过

把不良事件的发生喻为四片“奶酪”（四个层面）：

组织的影响、不安全监督、不安全行为预兆、

不安全的操作行为，每一个层面都代表一层防

御管理机制，而奶酪上的“洞”呈动态变化，

代表着防御机制中的缺陷之处，当四个层面上

的“洞”位置大小完全吻合排列成一条直线时，

不安全因素就会穿过防御机制，导致不良事件

的发生 [5]。课程中利用奶酪模型，将信息学技术

形象地比喻为可以弥补病人安全管理“奶酪”中

每一个层面洞的“补丁”，和学生一起探讨如何

在临床工作中将信息学理念融入病人安全培训，

建立多层防御体系，通过多层防御体系对系统漏

洞的相互拦截，减少将来的临床工作中的不必要

差错（图 1）。

通过设计抢救失败案例、麻醉剂过量案例等

贯穿于整个授课内容中，借助超星平台与学生就

医患沟通、共同决策、健康信息、以及信息学与

临床安全事故发生的联系等问题展开讨论，并让

图1  课程设计思路

Figure 1. Curriculum design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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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平台进行回答，评估学生在生动的临床案

例中对病人安全的意识水平以及将信息学相关知

识应用于临床实践中的能力。此外，将具体的信

息技术方法，如计算机科学、数据库和知识库、

人工智能、统计学、以及各种通讯技术在课程中

做一个概要性的介绍，引导学生具有利用信息学

技术优化处理过程，提高医疗安全的意识。

1.4  教学目标
课程立足于提高学生构建患者安全目标核心

能力，引导学生从信息学角度出发，使用数据 -

信息 - 知识 - 智慧模型，锻炼学生基于数据分析

解决病人安全问题，了解具体信息技术方法的原

理，如计算机科学、数据库和知识库、人工智能、

统计学、以及各种通讯技术，从原始数据探寻规

律的信息能力，培养学生突破创新、知识归纳、

信息收集利用与沟通等方面的能力。培养医学生

具备较强的信息素养，通过引导学生判断、获取、

评价、利用信息，解决临床实践问题，保证病人

的健康安全，进而加强医学生职业道德认同感和

使命感，把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的特殊职业

需求转化为学生内心的信念。

1.5  问卷设计
为综合评价课程的教学效果，研究者通过查

阅文献资料、课题组成员相互探讨等基础上设计

临床事故案例分析课程问卷，包括病人安全意识

评估模块，学生的信息素养模块，学生课程体验

和能力提升情况模块以及学生的职业认同感和使

命感模块。其中，病人安全意识评估模块有 3 个

条目，例如“我知道怎样合理指导与病人安全有

关的问题、科室管理工作中病人安全为第一要务、

医疗护理差错能被恰当处理”等；学生的信息素

养模块有 9 个条目，例如“促使你学习数据素养

方面课程的主要原因是课程学习、学术需求、社

会实践、科研实践或者其它”；学生课程体验和

能力提升情况模块有 3 个条目，包括满意度、创

新性和自我效能；职业认同感和使命感模块有 3

个条目，例如：对于学生是否认为自己是被使命

召唤到专业学习、工作使命是帮助患者满足他们

的需求等。问卷操作性强，信、效度分别为 0.896

和 0.692。在实际调查时，采取学生自愿原则，

借助问卷星网络平台在规定时间内发放和回收问

卷，并由任课教师提醒学生认真对待，确保数据

采集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1.6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2.0 软件包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

析；因数据不满足正态分布，因此选择 Wilcoxon

符号秩检验方法进行计算，P＜0.05 为有显著差异。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共 150 名学生参与临床事故案例分析课程，

男生占 47%，女生占 53%，年龄为 18~24 岁，其

中专业多以临床医学（五年制）（33%）、护理

学（13%）、儿科学（7%）及康复治疗学（7%）

为主。此外，绝大多数未参加信息学相关培训、

医疗事故与病人安全相关培训、医疗事故与信息

学相关培训（表 1）。

表1  研究对象一般情况（n，%）

Table 1.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included participants (n, %)

特征 人数（%）

性别

 男   71（47）

 女   79（53）

年龄（岁）

 18~21 147（98）

 22~24     3（2）

年级

 本科一年级   92（61）

 本科二年级   55（37）

 本科三年级     3（2）

专业

 临床医学五年制（五年制）   45（30）

 护理学   17（11）

 儿科学   10（7）

 康复治疗学     9（6）

 临床药学     8（5）

 临床医学（5+3）     6（4）

 其他   55（55）

信息学相关培训

 是   19（13）

 否 131（87）

医疗事故与病人安全相关培训

 是   10（7）

 否 140（93）

医疗事故与信息学相关培训

 是     8（5）

 否 14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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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病人安全意识分析
在课程内容进行到一半（第五周）收回病人

安全意识评估模块的回答共 100 份，结果如表 2

所示。数据结果表明，经过本课程的学习，大部

分学生认为病人安全在科室管理中为第一要务

（93%）；对于工作表现，83% 的学生认为将来

能够恰当处理医疗护理差错，但能够合理指导与

病人安全有关问题的同学比例相对较低（70%）。

2.4  学生课程体验和能力提升分析
在规定时间内收回课程体验和能力提升情况

模块的回答共 98 份，结果如表 4 所示。数据结

果表明，课程开设后，74% 的学生对课程满意度

较高，且认为课程创新性高（74%），几乎所有

的学生自我效能较高（97%）。

表2  病人安全意识调研结果（n，%）
Table 2. Results of investigation on patients' 

safety awareness (n，%)
条目 人数（%）

科室管理中病人安全为第一要素

 非常不认同   0（0）

 有点不认同   0（0）

 说不上   7（7）

 有点认同 40（40）

 非常认同 53（53）

医疗护理差错能被恰当地处理

 非常不认同   0（0）

 有点不认同   0（0）

 说不上 17（17）

 有点认同 45（45）

 非常认同 38（38）

能合理指导与病人安全有关的问题

 非常不认同   0（0）

 有点不认同   1（1）

 说不上 26（26）

 有点认同 44（44）

 非常认同 29（29）

2.3  信息素养分析
在规定时间内收回学生信息素养模块的回答

共 106 份，结果如表 3 所示。数据结果表明，学

生学习信息学课程的主要原因有课程学习需要、

学术需求、提高病人安全意识以及工作效率。
表3  学生信息素养分析（n，%）

Table 3. Analysis of students' information 
literacy (n, %)

条目 是 否

课程学习 89（84） 17（16）

学术需求 81（76） 25（24）

社会实践 66（62） 40（38）

科研实践 70（66） 36（34）

病人安全 81（76） 25（24）

个人工作效率 88（83） 28（17）

个人兴趣 71（67） 35（33）

没有明确原因 45（43） 61（57）

其他 39（37） 67（63）

表4  学生课程体验和能力提升评价（n，%）
Table 4. Evaluation of students'
curriculum experience and
ability improvement (n, %)

条目 人数（%）

满意度

 非常低   0（0）

 比较低   1（1）

   一般 24（24）

 比较高 25（26）

 非常高 48（49）

创新性

 非常低   0（0）

 比较低   1（1）

 一般 25（26）

 比较高 44（45）

 非常高 28（29）

自我效能

 非常低   0（0）

 比较低   0（0）

 一般   3（3）

 比较高 42（43）

 非常高 53（54）

表5  职业认同感和使命感调研结果 （n，%）
Table 5. Investigation results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mission (n, %)

条目 是 否

我深信我是被使命召唤到目

前的专业学习中

  97（94） 6（6）

工作使命是帮助患者满足他

们的需求

101（98） 2（2）

使命感使自己从事专业学习 103（100） 0（0）

2.5  职业认同感和使命感分析
在规定时间内收回职业认同感和使命感模块

回答共 103 份，结果如表 5 所示。数据结果表明，

经过本课程的学习后，大部分学生认为自己是被

使命召唤到专业学习（94%），并且以后会从事

专业学习（98%），所有同学均认为工作使命是

帮助患者满足他们的要求（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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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国家卫生健康委于 2018 年发布了《医疗质

量安全核心制度要点》，强调医疗机构服务质量

与病人安全的重要性 [7]。但目前医学院校开展的

医疗安全课程较少，部分院校仅在医学人文类课

程中简单介绍医疗安全核心制度、医疗安全环境

等理论内容 [8]。基于此类教学问题，课程内容穿

插典型病人安全事故案例，引导学生对一系列真

实生动的临床案例进行讨论和分析，指引学生基

于奶酪理论站在系统的角度思考问题，探究如何

使用信息系统预防安全隐患。

问卷调查结果和课程案例讨论结果发现课程

的开展对于培养医学生从系统角度评估医疗风

险，解决临床问题，做出正确决策，进而减少或

者避免医疗差错发生的能力具有深远的意义。但

仍有近三分之一的同学并不清楚怎样合理指导与

病人安全相关的临床问题，其主要原因可能有：

①选择该课程的学生以大一、大二学生为主，对

真正的临床安全环境缺乏感性认识；②课程内容

偏重于拓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对于临床具体的诊

疗技能介绍较少。因此，在未来的课程建设中，

引入临床情景模拟教学是十分必要的。

大多数医疗错误不是由于粗心大意或故意行

为而造成伤害，错误是由于未能捕获和防止人为

错误的系统和流程而引起。本课程创新性地将信

息学引入医疗安全系统中去，引导学生在临床工

作中以信息化技术为抓手，建立正确的信息素养，

探索利用切实有效的手段预防临床错误的发生。

在医学信息学中，培养学生的信息数据素养，实

质是培养学生合理地获取、评价、有效利用信息

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 [9-12]。了解学生学习信息学

课程的原因和动机是培养学生信息素养的首要环

节，通过课程反馈结果发现，大部分学生学习数

据信息学课程的原因明确而集中，主要集中在课

程学习需要、学术需求、病人安全意识以及工作

效率等几个方面，这提示在下一阶段的课程内容

设置中要针对学生的信息素养需求，引导学生如

何利用信息学知识来提高临床工作效率、拓宽科

研思路、提升医疗安全意识，真正促进信息素养

的提高。

自我效能是人们对自身完成既定行为目标所

需的行动过程的组织和执行能力的判断 [13-15]。本

课程为病人安全和信息学课相结合，提高了医学

生的学习主动性，养成自我学习的习惯。课程反

馈结果显示经过学习，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提高，

促进了学习行为的形成。学生能积极将所学知识

运用到病人安全案例中，同时采取主题问题讨论

培养医学生评判性思维能力，引导医学生通过自

己的努力，完成有一定困难的案例分析学习任务，

增强学习的自我效能感。

医学生正进行着从医学生向医生的角色转

换，处于职业认同感、职业道德逐步形成的重要

阶段。职业认同教育在医学生的教育中起着桥梁

和纽带的作用，能够帮助医学生在入职以前对医

生这一职业有健康积极的认识 [16]。而在课程中引

入利用健康信息学知识解决日趋多发的医疗差错

或者医疗不良事件，营造安全的医疗环境，为缓

解医患矛盾，构建发展和谐的医患关系提供了保

证，进而可以进一步增强医学生对医生职业精神

和素质的认同，加强了职业归属感。

信息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病人安全实践可

使用信息技术辅助避免伤害，然而，若对于人们

的健康信息缺乏管理，智能或信息技术本身如果

使用不当，会带来病人安全事件。尤其在当前的

信息急速膨胀期，大数据时代的安全与隐私概念

更为模糊，加剧了数据保密性和安全性的保护难

度 [17-19]。同时，数据及安全、隐私等问题涉及政策、

法律和伦理等多方面，这也是数据安全与隐私保

护界定过程的难题。因此，在后续的课程内容设

置中应补充健康信息管理方法、数据安全与隐私

保护等内容。此外，目前课程实施的反馈结果主

要反映了学生经课程学习后的病人安全意识、信

息素养和职业道德认同感的水平基线，缺乏在开

设课程之前的学生各参数值的基准水平，以及课

前课后各参数值的比较，但考虑该课程目前为首

次开设的实践探索性课程，因此会以该部分调查

结果作为基数水平，为下阶段课程的改进与提高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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