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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放疗治疗学》是一门交叉学科，需要掌握一般临床
知识、肿瘤学知识、临床放射物理学知识、临床放射生物学知
识。知识较为复杂、抽象、枯燥，传统教学不易引起学生的
兴趣。一种将抽象学习内容具体化、复杂知识简单化，引起学
生学习热情的创新性教学方法格外重要。我们采用了一个大胆的
尝试。微课是信息时代的产物，我们将微课引入到教学实践
中，以期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教师的
教学能力。

1  微课特点
微课是1993年美国北爱荷华大学McGrew教授所提出的60秒

课程的理念，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它是指运用
信息技术按照认知规律，呈现碎片化学习内容、过程及扩展素材
的结构化数字资源，是一种情景化、多元化的网络视频课程。

1.1便利性。其所需内存小，视频播放模式支持线上观看，也
支持下载，方便师生学习。

1.2高效性。对知识点进行了系统归类，知识点突出，提高
了查阅知识的高效性和师生知识交流的高效性。

1.3简短性。其时长较短，是传统教学的1/5，甚至还少，可
以称之为“课例片段”或是“微课例”。

1.4自主性。其内容微小，人人都可以发布一些自己熟悉的、
可讲解的知识。激发了人们学习自主性。

2  教学现状
世界卫生组织（WTO）在90 年代初，统计肿瘤的治愈情况

指出，肿瘤的治愈率可达到45%，其中外科手术为22%，放射治疗
为18%，化学治疗为5%。在肿瘤的临床治疗中，大约有70%的患者
需要进行放疗。《肿瘤放疗治疗学》是肿瘤学的基础，是影像学的
重要课程，随着科技的进步，放射治疗的手段也在不断的进步，不
断的精准，但是也给《肿瘤放疗治疗学》的教学带来很大的挑战。

2.1理论教学方面。过于强调对疾病知识点的死记硬背，很
难引起学生的学习热情，打消了学习的积极性。学生虽然记住了
理论上的疾病特点，但是并不能真正的理解该疾病，而且理论和
实际有一定的差距，学生就很难用他们所掌握的理论上的知识去
解释临床的疾病，降低了他们的临床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学效果
差，也很难展现出老师的教学能力。

2.2临床实践方面。医学的知识都具有很强的临床实践性，一
旦脱离临床实践就显得毫无意义。大多数人认为放射治疗学只是
简单的仪器拍照，不需要太多的专业知识。这是一种普遍的误解，
虽然不用像外科医生一样操作手术刀，但是放射科医生也有他们
特殊的“手术刀”，他们需要用鼠标为患者做计划及实施治疗。所
以与临床的结合至关重要。我们要学会CT 模拟定位、 靶区勾画，
计划的设计及实施等整个放疗的流程。靶区勾画尤为重要，需要
有相当丰富的临床经验。

3  使用微课的优势
3.1 临床性。由于微课的创作方式不受限制，我们可以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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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肿瘤放疗治疗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学科种类较多，知识范围较为广泛，而传统教学内容以文字性叙述为主，教学
枯燥，学生容易反感。使用一种创新性教学方法显得至关重要。微课是以课堂教学视频为载体，既有别于传统单一资源类型的教学
课例、教学课件，又是在其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教学资源。本文将会重点分析微课在《肿瘤放射治疗学》教学改革中
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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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临床案例，结合临床具体案例向同学们传授理论知识，临床和
实践可以更好的相结合。例如可以通过微视学习靶区勾画等，可
以将抽象的理论知识通过视频牢记在记忆中。

3.2广泛性。我们采用微课的形式将肿瘤放射治疗学的知识
进行传播，不仅可以方便我们的学生，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去学
习，对于不是本专业的同学也可以对放射治疗学有一定的基础了
解，打破他们对我们的偏见。打破了传统教学受众的局限性，知
识的传播具有了广泛性。

3.3易掌握性。科学统计发现，人的视觉记忆力较文字记忆
力快速，牢固。微课通过将知识视觉化，较传统教学更易被学生
掌握，提高了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热情。

学生对传统教学方式的印象是专业术语性文字太多，导致课
程枯燥无聊，知识很难理解，很难记忆，和教学初衷相悖。但是
随着微课视频方式的运用，引起了同学们的好奇心，能够主动去
翻阅课本寻找答案，很好的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

4 《肿瘤放射治疗学》微课的制备
微课的核心视频的制作。如何制作视频，制作什么样的视

频，都是微课成功的关键因素。
4.1主题。微课主题的选择，就像锁和钥匙，只有钥匙和锁

般配才可以。所以主题的选择至关重要，我们要选择最新的且同
学们最关注的，这样才能很好的切入问题，进而可以提出问题，然
后引导同学去解决问题，这样才能加深同学们对于知识的掌握。

4.2形式。在制作过程中要注意文字、图片、动画的适当结
合，把复杂的知识简单化，调动同学们的学习热情。把临床的特
殊案列通过微课形式展现给同学，将理论知识和临床实践结合起
来，不要把知识过于理论化。

4.3内容。微课时间较短，所以知识点要简明扼要，但又要
重点突出，使同学们能快速掌握知识点并牢记。

综上，微课在教学改革中的应用，一方面提高了学生的学习
热情，知识的掌握，加强了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的结合；另一方
面提高了老师的教学水平，知识的传播，促进了学科的发展。期
待更多的方法出现在教学改革中，促进知识的普及及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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