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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大数据的时代下，人工智能走进各行各业。医学人工智能这一方向的发展也逐渐成熟和深入。Python
作为人工智能领域最通用的语言，要求每个医学生都能够掌握并熟悉应用。本文基于OBE理念，探讨

Python教学的方式方法。课程内容以医学案例为导向，帮助学生掌握编程技能，并且理解如何在医学领

域应用该能力。通过采用理论实践相结合，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方式，综合评估学生的学习成果。该

方式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参与度。文章还探讨了课程思政的融入，强调数据隐私、社会责任等

问题，培养了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团队合作能力，为未来新医学的发展储备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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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big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entered various industries. The develop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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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gradually maturing and deepening. Python, as the most widely used 
language in the fiel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quires every medical student to master and be fa-
miliar with its applicatio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teaching methods of Python based on the OBE 
concept. The course content is guided by medical cases, helping students master programming 
skills and understand how to apply this ability in the medical field. By adopting a teaching approach 
that combines theory and practice, as well as online and offline methods, students’ learning out-
comes are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d. This method effectively improves students’ learning enthu-
siasm and participation. The article also explores the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
tion into the curriculum, emphasizing issues such as data privacy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cultivat-
ing students’ collectivist spirit and teamwork ability, and reserving talents for the future develop-
ment of new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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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大数据时代的背景下，人工智能正在影响各行各业的发展。《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指出，要建设学习型社会，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教育变革。《卫生健康行

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参考指引》明确提出了 AI 在多个医学场景中的应用。对于 AI 来说，最重要的是如

何掌握这门编程技术。Python 凭借其简洁易学、功能强大等特点，迅速成为非计算机专业学生学习编程

的首选语言之一[1]。 
数据素养是每一个新时代大学生都需要具备的能力。该能力是一种通过数据分析、数据挖掘发现数

据价值的重要技能素养，数据素养培养现已成为大数据时代的教育研究热点，但是医科学生接受人工智

能、机器学习等数据挖掘技术的学习训练机会很少[2]。对于医学院校来说，计算机课程并不是主流课程，

整体对该课程的重视程度较低。当前的教学模式仍然停留在理论讲解、简单案例实操和传统的理论考试

等阶段，学生往往难以理解这门课程的实际意义，导致学习热情较低。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积极引

入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3] [4]，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实际案例引导医学生学习，使课程内容更贴近医

学实际需求，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 

2. OBE 理念概述 

OBE (Outcome-Based Education)是成果导向教育的简称，它以成果作为教学风向标，要求学生接受专

业学习后应该获得相关的专业能力和职业能力[5]。对于 Python 教学来说，以工程能力为导向，授课应围

绕工业级项目展开设计。在 OBE 理念中，学生是整个教学活动的中心，由“以教师为中心”、“内容为

本”的传统教学设计思路向“以学生为本”做出根本转变[6]。学生在实现特征可视化的过程中，学习

Matplotlib/Seaborn 等库，教师作为辅助，帮助学生解决在实践过程中产生的问题。OBE 提倡学生根据自

身情况安排学习过程，在不同时间和不同空间利用不同方法达成目标[7]。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Python
教学方式让学生具备更加灵活的学习方式和时间，大大提高学习效率。此外该理念提倡在第一课堂的基

础上新增第二第三课堂，多段式的教育，积累实践经验，从社会需求的层次出发。OBE 强调，所有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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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都能在学习上获得成功[8]。需要根据学生个体差异进行教学修正，教学评价侧重学生对内容的精熟，

学校对学习成效应该要负更多的责任，在教育过程中应列出学生需要掌握的能力。 

3. 医学生 Python 课程教学现状与问题分析 

(1) 传统教学以教科书为中心。强调知识的起源和系统性，对知识的应用层面关注较少。 
(2) Python 的学习对于医学生来说具有一定难度，而且从传统思想来看该课程与他们的专业无关。从

而产生消极情绪。 
(3) 学生学习完这门课之后很难找到知识的落脚点，因此产生“水课”等消极评论。 
(4) 对于医学生来说，计算机操作是他们认为的重点，但是对于“深度学习”，“机器学习”在他们

专业领域的应用却知之甚少，然而现阶段医学类院校开设的 Python 课程仅仅停留在语法、计算机原理的

讲授，忽略了学生最关注的点——“学习这门语言能解决医学领域的什么问题”。 
(5) 此外教学方式也相对单一，以老师讲授，学生被动地去学习为主。缺少上机实操。考核主要集中

在纸质试卷，对语法结构的考察。缺少对实际应用的考核。 

4. 基于 OBE 理念的 Python 课程教学改革方案 

4.1. 课程授课形式 

采用“理论课 + 验证性实验 + 设计型实验”的方式进行授课，线上 + 线下的模式相结合，其中理

论课程占 40 学时，验证型实验课程占 20 个学时，设计型实验课程占 4 个学时。上课通知、课件及实验

报告的分发、收取作业、学生成绩分析均通过学习通来完成。 

4.2. 明确教学目标 

4.2.1. 知识目标 
Python 的学习主要帮助学生具备编程思维，从基础语法到医学领域的应用层次递进。语法是基础，

要掌握对象与变量的联系与区别，数据类型(整型、浮点型、字符串、列表、元组、字典)，运算符的使用

规则，三个基本控制结构(顺序结构、分支结构、循环结构)，函数的定义与调用，熟练使用顺序传递、关

键字传递、默认值传递等参数传递方式。掌握列表、字典等数据结构的增删改查。并且能够熟练地将这

些组合型数据应用到医学工程领域。具备文件读写能力，可以处理常见的医学数据的格式。最终学生应

该深入理解 Python 语言的特性与设计方式，了解 Python 在医学数据分析，医学人工智能开发等领域的应

用场景，从而培养医学生的计算机编程思维，让计算机能力成为医学生的基础能力。 

4.2.2. 能力目标 
医学生应当掌握独立编写 Python 程序的能力，可以复现常用的机器学习模型和深度学习模型。能够

运用变量定义、函数封装、类的实例化等基础编程技术解决实际问题，并且具备基本的算法调优意识。

学生需要具备系统化的医学问题分析能力与利用 AI 技术解决医学问题的能力。在逻辑思维方面，学生应

当形成严谨的编程思维习惯，熟练使用分支及循环结构，利用 break 及 continue 辅助控制，精确的复现现

实场景的逻辑。创新能力及自学能力也是必须掌握的能力，通过项目导向的方式，同学们能够自学相关

的技术，并且能够提出比原有解决方案更好的方式。在使用 Python 进行医学 AI 项目的编写时，鼓励同

学们团队合作，培养出沟通合作的能力。 

4.2.3. 情感与价值目标 
Python 教学的情感与价值目标在于培养学生对于编程的热情，让学生们学会解放人力，将重复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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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力活动交给计算机，将人在医学领域的判断能力赋值给计算机。让学生们在代码实现和智能赋能中获

得成就感，从而产生对 Python 语言的主动探索精神。在 Python 实战过程中鼓励学生大胆创新，打破常

规。敢用新思路来解决老问题，课程将引导学生认识编程技术的社会价值，通过分析人工智能、大数据

等案例建立起科技为民的价值观，培养积极向上的社会责任感，使其成为具有人文素养的数字化医学人

才。 

4.3. 案例导向教学 

表 1 呈现出了三种不同层次的医学案例，借助 BMI 指数等基础性的编程案例来展开教学，以此让同

学们掌握 input 以及数据类型转换等基础语法知识，随后运用机器学习方法针对乳腺癌数据集展开分析，

提高医学生对于数据分析的理解程度，第三个案例的难度相对较大，采用复杂的 MEDSAM 网络架构来

对医学图像实施分割操作。如此层层递进的教学设计，保证了教学有系统性，还体现出了计算机技术在

医学领域所有的应用价值。 
 

Table 1. Medical case 
表 1. 医学案例 

基础编程案例教学 
通过 BMI 指数计算程序，帮助学生掌握

input、数据类型转换、条件判断等基础语

法，夯实编程基础。 

巩固 Python 基础语法知识，建立编程思维

框架，实现医学与计算机的初步结合。 

机器学习案例教学 
基于乳腺癌数据集，开展数据预处理、特

征工程和分类模型构建，培养医学生的数

据分析能力。 

提升医学数据处理技能，增强对机器学习

在医疗诊断中应用价值的认知。 

深度学习案例教学 
采用 MEDSAM 等网络架构进行医学图像分

割实践，直观展示 AI 技术在影像诊断中的

应用，激发学习兴趣。 

培养医学 AI 应用能力，提高知识迁移水

平，为智能医疗研究奠定实践基础。 

4.3.1. 基础编程案例教学 
图 1 展示了 BMI 指数的算法，通过这个简单的医学案例，学生可以掌握 input 函数、分支结构等基

础语法。用户通过输入自己的身高和体重数据，程序将其转换为浮点型数据，进行数值计算。通过 BMI
公式，程序计算并输出 BMI 值，用于评估体型是否正常。BMI 值经过格式化处理，保留两位小数。程序

通过多分支结构对不同的 BMI 范围进行分类，并给出相应的体型建议。 
对于医学生来说，该程序可以应用于专业领域，帮助医学生和临床医生判断个体是否存在体重异常。

通过这个程序，医学生能够初步体会到编程在医学领域的辅助功能，并了解到如何将 Python 程序应用于

医学数据的分析。这为进一步应用到其他领域(如血糖、血压等)的数据处理和分析奠定了基础。掌握这些

基本编程技能对于医学研究和数据分析至关重要。通过这个案例，医学生不仅能更好地理解体重异常的

医学意义，还能将编程知识扩展到更多医学应用中。 
图 2 展示了血压数据的加载与清洗。学生需创建一个血压数据的字典，并且将其转换成 DataFrame

数据类型，使用填充的方式填充 None 值，并且过滤异常值，移除收缩压为负值的记录。通过该案例同学

们需要掌握 pandas 库的知识，并且能够理解 DataFrame 数据类型。学会使用 pandas 库对数据进行清洗和

填充。教师在教学过程主要负责解决学生碰到的问题。通过这种“学生为主”的方式，更加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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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BMI calculation chart 
图 1. BMI 指数算法图 

 

 
Figure 2. Blood pressure data loading and cleaning 
图 2. 血压数据加载与清洗 

4.3.2. 机器学习案例教学 
乳腺癌是女性中常见的癌症之一。通过机器学习模型建模，可以辅助医生在早期诊断阶段通过临床

数据对肿瘤进行分类，对肿瘤的良性和恶行进行预测。该案例使用 sklearn 库中的 load_breast_cancer 数据

集。该数据集包含乳腺癌诊断中三十多种特征和良性、恶性两种标签。 
首先对程序所需的必要库 pandas、numpy、matplotlib、seaborn、sklearn 等库进行导入。接着对临床

数据进行预处理，将数据加载成二维带标签的数据表格——DataFrame。将标签和特征分别存储在变量 x
和变量 y 中。使用 train_test_split 函数将数据集划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使用 StandardScaler 模块对特征

数据进行标准化。加速模型收敛速度并且提高性能。使用 SVM 模型进行训练，使用到的方法是 fit。通过

训练数据拟合模型，并且在测试数据集上面进行预测。输出精确度(precision)、召回率(recall)、F1 得分(F1-
score)等指标。 

计算得出并绘制出混淆矩阵，以此来展示模型的预测效果究竟如何，混淆矩阵可清晰呈现出模型的

正确预测情况以及错误预测情况，运用 matplotlib 把混淆矩阵进行可视化处理，呈现出来的结果如图 3 所

示，计算并且绘制出 ROC 曲线，其目的在于评估分类模型的性能表现。ROC 曲线呈现出假阳性与真正

率之间的关系，而 AUC 面积则是用于衡量模型区分不同类别的能力大小，如图所呈现的那样，SVM 在

分析 load_breast_cancer 数据集的时候准确率比较高，可辅助医学生开展临床诊断工作，凭借提供这样一

个医学场景，使得医学生的参与度得到提升，提高授课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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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SVM analysis results of breast cancer data 
图 3. SVM 分析乳腺癌数据结果图 

4.3.3. 深度学习案例教学 
在医学影像范畴内，数量众多的医学图像数据给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给予了珍贵的研究材料。此案例

借助 Python 开展医学图像分割工作，运用 MEDSAM 模型[9]对器官数据集实施训练，把训练好的模型给

予保存，以便用于后期的推理，在本案例的教学进程里，先是导入了 numpy、matplotlib、torch 等基础科

学计算库，接着基于 PyTorch 深度学习框架加载预训练模型来进行推理。借助自定义的 show_mask 函数，

可在原始图像上直观呈现分割掩码，并且运用 show_box 函数标注出目标区域的边界框，达成了分割结果

的可视化，这一系列处理办法提升了模型的可解释性，还为后续的临床分析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撑，利

用 Matplotlib 库达成了数据的降维可视化，让医学生能更直观地理解分割结果。图 4 中清楚展示了医学

图像分割的精确成果，依靠这种更直观的医学案例教学，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知识的接受程

度和应用能力。 
 

 
Figure 4. Medical image segmentation 
图 4. 医学影像分割 

4.4. 课程思政 

Python 程序设计基础课程着重强化课程思政元素的设计与融入，从课程自身、学习进程以及医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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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相关实例里渗透思政元素[10]。学生要明白，处理医疗数据时，不只是技术方面的问题，还涉及伦理

等诸多复杂问题，这可使学生认识技术与社会责任的关联，也能让他们更深入理解技术在医学领域的应

用。弘扬科学精神与创新思维，鼓励学生勇于探索、不惧险阻，编程时，学生应从技术创新角度审视医

学问题，激发创新意识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集体主义精神，使其在团队合作中感受分工协作的

意义，强调借助多学科、多专业团队合作完成项目，提升学生合作能力与团队精神，课程思政的融入，

帮助学生掌握编程技能，还助其树立正确价值观与伦理观，使其在职业素养与社会责任方面实现全面发

展。这为学生未来医学事业发展奠定坚实思想基础，培育他们成为有社会责任感、创新能力与团队精神

的医学科技人才。 

4.5. 学生考核评价 

采用理论和实践、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考核方式，以此全面评估学生的学习成果，最终成绩由期末

考试、学习通测试以及实验上机三部分共同构成，其中期末考试占比百分之六十，学习通线上测试占比

百分之二十，线下上机实验占比百分之二十，期末考试是上机考试形式，题型有选择题、填空题、算法

设计、算法改错以及判断题等，目的在于考查学生对课程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应用能力。学习通测

试主要考查学生对各章节知识点的理解和记忆情况，实验课考核同学们运用 Python 解决医学领域实际问

题的能力，借助这种综合考核方式，可全面评估学生对课程内容的掌握状况，保障理论学习与实践能力

的均衡发展。 

5. 教学成效分析 

依靠开展问卷调查、进行走访以及统计学生课后使用 Python 的情况等途径，以此来知晓同学们对课

程的满意度以及实际应用状况，基于 OBE 理念展开的教学改革实践收获了一定成效，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有所提高，课程的参与度也有所提高，并且及格率相较于之前有了提升，针对学生所提出的问题，会持

续改进课程内容，对于学生感到满意的部分也会加以强化。 

6. 结论 

本文围绕如何把 OBE 理念融入 Python 课程展开探讨，深入探索编程与医学领域的融合情况，经过

改革后的课程借助医学案例导向的形式，使得编程技术有了具体的落脚点，学生在应对实际问题的时候

可运用所学的知识点，将伦理意识、团队意识、创新意识等课程思政内容融入教学进程，提升学生的人

文素养，促使学生发展更为全面。借助理论与实践的考察，综合评估学生的学习成果，该课程可提升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与参与度，提高教学效果，为医学生在未来发展道路上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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