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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物医学工程是理、工、医等多种工程学科交叉并向生物医学渗透的产物，与这些工程学科的培养和发

展相得益彰。生物医学工程导论将专业教育、思想教育和就业教育等融为一体，有利于夯实专业基础、

明晰学习目标、提升学生竞争力。将生物医学工程思想融入到电子信息工程专业，通过理论和实践的学

习，引导学生学习生物医学知识，有利于培养电子信息多学科交叉复合型人才。并借助成熟完善的学习

平台和科研平台，激发学生对交叉学科的学习兴趣，促进实践和科研的全方位提升，为深入学习奠定坚

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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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ield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is an interdisciplinary product integrating various engineer-
ing disciplines such as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 permeating into the field of biomedical 
sciences, complementing and enh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engineering disciplin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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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to Biomedical Engineering integrates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deological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education, facilitating the consolidation of professional foundations, clarification 
of learning objectives, and enhancement of students’ competitiveness. Incorporating the prin-
ciples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into the field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through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learning, guides students in acquiring biomedical knowledge, fostering 
talents with interdisciplinary competencies in electronic information. Leveraging mature and so-
phisticated learning and research platforms stimulates students’ interest in interdisciplinary 
learning, promotes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s in practice and research, and lays a solid foun-
dation for further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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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物医学与人类健康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柱[1]，是切实保障国民健康水平的永恒话题。生物

医学工程是生物学学科、医学类学科和理工类学科交叉融合的产物，以生物医学分支和理工类分支作为

理论基础和知识体系[2]，研究方向大致可以分为人工器官及合成材料、电子信息技术、医疗仪器及设备、

生物信息处理等几大类。其涉及内容广泛，难度较大，近年来受重视程度逐步上升。导论课程是生物医

学工程专业课程体系的基础，作为专业教育的先导环节，对培养高素质人才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

在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中开设相关导论课程，首先有利于引入生命教育理念，使学生掌握生物科学和医学

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引导学生珍惜和尊重生命，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3]，为国家和社会

培养具有时代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奋进者和开拓者；其次有助于进一步促进学科交叉，培养理、工、

医相结合的创新型、复合型人才，以多向思维分析和解决电子信息领域相关的专业技术问题；最后，紧

紧围绕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培养目标，确立生物医学工程导论课程的基础地位和引导地位，借助完善的

学习平台和科研平台，将理论付诸实践，丰富和完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知识体系和课程架构。快速激

发学习兴趣，提升学生将生物医学与工程技术相结合的科学研究能力，为深入学习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和良好的科研基础。这是学科特色的要求，也是教育发展的必要路径。云南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导论课程

作为电子信息、生物医学工程等专业的一门基础课，把学科重点实验室平台引入到实验教学中，帮助学

生建立认知与导学，构建多元化的知识体系，并取得了良好的实践成效。 

2. 在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开设生物医学工程导论的必要性 

我国的生物医学工程学科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4]，至今已有 40 余年的发展历程。随着社会和科学的

发展，对生物医学工程领域的创新型、复合型人才需求不断增加，对生物医学工程导论课程的开设范围

和开设对象也提出新的要求。不再局限于各个医学院校，逐渐扩大至其他高校的理工科专业，如大数据、

人工智能、工程科学等学科的教学中，实现生命科学与多个学科的交叉，并不断扩大生物医学工程学科

的研究领域、推动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的发展。我国的生物医学工程主要发源于信息技术类专业和力学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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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5]，因此，电子信息工程与生物医学工程息息相关。即便如此，生物医学工程对于电子信息工程专业

的学生来说依然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要在原有的知识基础和知识框架下实现拓展和飞跃，必然需要更好

的引导。在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开设生物医学工程导论课程，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满足优化学科结构

需要。 
刚入学的电子信息专业新生在面对庞杂的专业知识体系时，对未来的学习和职业道路缺乏了解，会

充满未知的恐惧感。并且没有形成生物医学和电子信息的基本概念，需要尽早、及时的给与帮助和引导。

因此，在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开设生物医学工程导论，有助于学生建立对生物医学的学科性质、学科领域、

研究范畴等基本概念的认知和厘清未来研究发展方向。通常而言，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研究生至少需要

修完全部 20~30 门专业必修课程和数量众多的公共课、选修课等。因此，对于电子信息专业学生而言，

生物医学工程导论课程就是了解生物医学的最佳途径。将生物医学导论课程作为电子信息工程学生的一

门基础课程，引导学生建立生物医学的基本思想，不仅有利于获取生物医学专业基础知识，充分发挥发

挥自身优势，以完善全面的电子信息专业知识来支撑生物医学理论和实践学习。更有利于弥补专业空白，

加强在生命科学方面的基本知识积累，构建多元完善的电子信息工程知识体系，更好促进生物医学与电

子信息的交叉与融合，培养社会需要的复合型人才，从而有效提升学生竞争力。 

3. 生物医学工程导论在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课程体系中的定位 

生物医学工程导论课程是大多数医学院校都会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课，而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是集信

息技术、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等于一体的专业，主要研究信号的获取与处理、传输与存储，电子设备

和信息系统的研究与制造、应用与开发等。实际上，较多电子信息工程本科生选择生物医学工程作为研

究生期间的学习方向[2]。要明确生物医学工程导论课程在电子信息类专业课程体系中的定位，需要先清

楚教育者在教育策略上的选择。工程科学专业常见的两种教育策略：“结构–要素”策略和“结构–要

素–结构”策略[6]。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对事物的认识方式差异：“细节–综合”和“概貌–细节–

综合”。对于电子信息类专业的新生而言，采用“概貌–细节–综合”培养方式，强调学生在学习具体

的知识之前，先掌握体系框架，再进入细节内容的学习，最后进行交叉的学科综合分析与应用(图 1)。 
 

 
Figure 1. Positioning and role of introduction to biomedical engineering 
图 1. 生物医学工程导论的定位与作用 

 
生物医学工程导论课程作为“结构–要素–结构”教育策略的要点之一，是整个教育策略的基础，

引导后续深入学习，也是学生获取知识的首要环节和第一步骤，对学生课程学习的完整性来说不可或缺。

因此，导论课程在知识体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其以介绍和引导为主，以了解或者比较熟悉为目的，

知识难度不大但是涉及面广。将生物医学工程导论作为电子信息工程专业教育的入门课程，帮助学生建

立起生物医学的知识体系框架，形成清晰的学习脉络。引导学生了解专业基础、专业应用和未来发展，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学习信心，更好的与电子信息技术相融合。这样的教育策略符合认知接受规律，循

序渐进，温故知新，因此在学习效率和创新思维能力方面更具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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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物医学工程导论的引导作用体现 

导论课程具有不同于其他专业课程的特点和性质，在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中开设生物医学工程导论，

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引导作用：思想引导性、实践引导性[7]和科研引导性(图 2)。 
 

 
Figure 2. Guiding role of Introduction to Biomedical Engineering 
图 2. 生物医学工程导论的引导作用 

 
1) 思想引导性。学生阶段是培养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阶段。生物医学工程专业是一门具

有社会属性的自然学科，面向的主体是人，是文化的产物，也是人类文化的一种。建立生物医学人文关

怀、以人为本的科学理念和法律意识对学生的成长不可或缺。通过导论课程的教学，适当融入职业教育、

素质教育等，使学生建立正确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对生命科学的敬畏，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品德修养，明

确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社会责任。树立正确的专业思想，激发学习热情，快速适应大学生活，

为整个研究生学习生涯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也为未来就业提升竞争力。例如讨论医疗伦理问题可以高

效引导学生思考。通过讨论医疗器械的研发与使用过程中可能涉及的如患者隐私保护、人体试验伦理、

医疗资源分配等伦理问题，学生可以了解到在生物医学工程领域，科技发展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还涉及

到人性、道德和社会责任等方面，从而培养其对医疗伦理的敏感性和责任心。 
2) 实践引导性。通过生物医学工程导论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明白实践是理论知识的来源，而理论研

究又服务于实践，共同解决实际问题。对于电子信息专业的学生来而言，需要更加注重培养对实践重要

性的认识。电子信息工程是融合多个学科的新兴专业，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变革和发展，与其他学科相

互交叉、相互融合势不可挡，知识脉络和技术体系不断横向延伸，向新的学科方向和应用领域迅速发展

[8]。因此，开设生物医学工程导论课程，一方面通过理论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生物医学的学科基础

知识。再通过实践课程，将基础知识融入到专业实践中，通过参观、实践不断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积

累解决交叉工程学科实际问题的路径和方法。生物医学工程导论课程可以通过实践活动来引导学生深入

理解理论知识与实践的关系。例如，可以组织学生参观医疗器械生产企业或医疗机构，实地了解生物医

学工程技术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和实际操作，学生可以亲自观察并了解医疗设备的制造过程、临床使用情

况以及与患者交互的情况，从而深刻认识到生物医学工程理论知识与实际医疗工作之间的紧密联系。不

仅可以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还可以激发他们对生物医学工程领域的兴趣，促进他们更好地理解和应用

所学知识。 
3) 科研引导性。兴趣是最好的导师，但对于新入学的研究生而言，需要适当的引导，参与到科研活

动中，才能切实有效的提高科研积极性和主动性。电子信息类专业新生结合生物医学研究方向，找到和

本专业契合的切入点。将生物医学工程导论课程引入到电子信息专业中，借助重点实验室，通过参观、

讲解、实操等课程内容，为学生搭建科研活动平台，使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充分结合，调动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通过学生的探索获得研究能力的提升，增强学生自信心和成就感，提升教学效果。同时，使学

生在生物医学这个全新的领域进行拓展和飞跃，为未来的科研能力提升奠定基础。生物医学工程导论课

程可以通过科研项目的参与来激发学生的科研积极性。参与小型研究项目，如探索某种生物医学技术的

应用或改进医疗器械设计等。通过这样的实践，学生可以提升科研能力和创新意识，为未来的科研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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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基础。 

5. 结语 

生物医学工程是电子信息技术在生物医学领域的运用和发展[2]，生物医学注重生命教育理念，引导

学生掌握生物科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随着社会和科学的不断进步，生物医学和其他理工科专业交叉融

合的必要性日益增强。将生物医学工程导论课程引入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符合时代对高素质人才培养的

需要和学科交叉的需要。电子信息类专业基础的学生在获取相关的医学知识之后，可以快速地建立生物

医学的基本概念和知识框架，用已有的专业知识结合医学领域的研究，实现从单一学科到交叉学科的转

变，促进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并在导论课程的引导下，借助科研平台开展学习研究工作，通过横向课题

等研究，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培养良好的科研能力，为深入研究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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