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tatistics and Application 统计学与应用, 2025, 14(3), 75-83 
Published Online March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sa 
https://doi.org/10.12677/sa.2025.143060   

文章引用: 杨茜茜, 全雨欣, 杨琳琳. 医学专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人工智能技术采纳意愿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J]. 统
计学与应用, 2025, 14(3): 75-83. DOI: 10.12677/sa.2025.143060 

 
 

医学专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人工智能技术采纳

意愿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杨茜茜1，全雨欣1，杨琳琳2* 

1聊城大学医学院，山东 聊城 
2聊城市人民医院护理部，山东 聊城 
 
收稿日期：2025年2月10日；录用日期：2025年3月3日；发布日期：2025年3月17日 

 
 

 
摘  要 

目的：调查医学专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人工智能技术采纳意愿的现状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便利取样

的方法，于2024年9月~2024年12月期间，选取山东省四所公立医学院校350名医学专业教师作为调查

对象。使用一般情况调查表、感知人工智能有用性量表、感知人工智能易用性量表、使用人工智能态度

量表、人工智能技术采纳意愿量表进行调查。采用t检验、F检验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

归分析探索医学专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人工智能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最终有效问卷有329
份，医学专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人工智能技术的采纳意愿处于中等水平，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熟悉程度、感

知人工智能易用性和使用人工智能的态度是影响医学专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人工智能技术采纳意愿的影

响因素(P < 0.05)。结论：医学专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人工智能技术采纳意愿有待进一步提高，建议高等医

学院校针对以上影响因素，开发有效的干预策略，促进医学专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使用人工智能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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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tention to adopt artificial intelli-
gence (AI) technology in teaching process among medical teachers. Methods: From September 2024 
to December 2024, a total of 350 medical teachers from four public med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
ties in Shandong Province were selected as the subjects of the survey by convenient sampling 
method. Data were collected using general information questionnaire, perceived utilization of AI 
scale, perceived ease of AI scale, the attitudes towards AI technology scale and the intentions to use 
AI technology scale. Single factor analysis of variance was performed by t test and F test.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tention to 
adop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echnology in teaching process among medical teachers. Results: 
There were 329 valid questionnaires. The intention to use AI technology is at a medium level. The 
familiarity of AI technology, perceived ease of AI technology and the attitudes towards AI technol-
ogy ar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tention to adop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echnology in teaching 
process among medical teachers (P < 0.05). Conclusion: The intention to adop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echnology in teaching process among medical teachers needs to be further improved. Medi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develop targete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according to the above 
influencing factors, so as to promote the us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the teaching pro-
cess of medical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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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划时代的通用技术，人工智能对医疗、卫生保健、金融等多个领域均产生了广泛且深远的影响，

在医学教育领域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1] [2]。医学专业教师在教学实践中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对于提高教

学效率、改进数据驱动的教学方法、实现跨学科合作，促进学生将来在临床工作中创新、提高医疗服务

效率并最终改善患者的治疗效果至关重要[2]。近几年，有研究开始探讨人工智能在教育当中的应用现状。

有证据表明，相当比例的学生对人工智能这一新兴技术表现出显著的兴趣，并且表达了使用人工智能技

术的意愿[3]。然而，目前鲜有研究关注医学专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人工智能技术采纳的真实意愿。在未

了解教师人工智能技术采纳意愿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情况下，盲目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会影响其实践

质量及未来努力的方向。 
既往有研究探讨了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因素。例如，信息技术的使用经历可以减轻恐惧和焦虑，

从而更好地理解人工智能[4]。Teo 和 Zhou 发现，对技术的使用持积极态度可以培养学生使用人工智能技

术的兴趣，并影响他们是否采用人工智能技术的意愿[5]。但是，尚未查见医学专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人

工智能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是一项广泛应用于

研究用户对新技术采纳行为的理论框架[6]，TAM 认为个体的行为意向主要受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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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因素影响[7]。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进一步扩展了这一模型，强调个体的行

为意向还受使用技术的态度影响[8]。基于文献回顾、技术接受模型和计划行为理论，本研究拟探讨与医

学专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人工智能技术采纳意愿的现状及相关因素。探明影响因素对于设计开发有效的

教学改革提升策略至关重要，这些策略可以帮助医学专业教师有效地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改进教学质量，

并为人工智能驱动的医疗保健发展做出贡献。 

2. 对象与方法 

2.1. 调查对象 

本研究采用便利取样的方法，于 2024 年 9 月~2024 年 12 月期间，选取山东省四所公立医学院校的医

学专业教师作为调查对象。纳入标准为：① 来校任职满一年的正式在编教师；② 已获得高等学校教师资

格；③ 系统承担过 2 门及以上的本科生课程；④ 愿意配合完成线上问卷的填写。排除标准为：① 退休返

聘教授；② 无编制教师；③ 发生教学事故的。基于横断面研究设计中的样本量计算公式，样本量为变

量数目的 10~20 倍[9]，在本研究中，经过文献回顾，确定变量数目为 12 个，考虑 20%的无效应答率，本

次调研所需的样本数量为 150~300 例。 

2.2. 调查工具 

2.2.1. 一般情况调查表 
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确定一般人口学变量，具体包括：年龄、性别、学历、职称、授课课程、工作年

限、每日互联网的使用时间、人工智能技术的熟悉程度。 

2.2.2. 感知人工智能有用性量表和感知易用性量表 
使用 Shinners 等[10]在 2012 年开发的人工智能对职业的影响量表去评估医学专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感知人工智能的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该量表最初是用以评估参与者对人工智能在医疗保健领域应用的

看法。为了更好地适用医学专业教师这类群体，本研究在此基础上做了微小的调动。该量表包括两个维

度：感知人工智能的有用性和感知人工智能的易用性，每个维度包含 6 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 7 级 Likert
量表评分，分值范围为 1 至 7 分，其中 1 表示“非常不同意”，2 表示“中度不同意”，3 表示“比较不

同意”，4 表示“中立”，5 表示“比较同意”，6 表示“中度同意”，7 表示“非常同意”。每个维度总

分为 6~42 分，得分越高表明被试在教学过程中使用人工智能感知到的有用性和易用性越强。该量表在既

往研究中使用的信效度较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66 和 0.950。 

2.2.3. 使用人工智能态度量表 
医学专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人工智能技术使用态度量表由 Dos Santos (2019 年) [11]编制。该量表

包括 12 个条目，用于评估被试对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观点、看法和态度。每个条目采用 5 级 Likert 量表

评分，分值范围为 1 至 7 分，即 1 表示“非常不同意”，2 表示“不同意”，3 表示“一般”，4 表示“同

意”，5 表示“非常同意”，总分为 12~60 分，得分越高表明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态度

越积极。该量表在既往研究中使用的信效度较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873。 

2.2.4. 人工智能技术采纳意愿量表 
评估医学专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人工智能技术的采纳意愿参考 Venkatesh (2003 年)开发的量表[12]。

本研究在此量表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改编，最终确定了 3 个条目。这三个条目分别是：1) 我认

为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有效提升医学教育的教学质量；2) 我愿意在未来的医学课程教学中主动尝试使用 AI
辅助教学工具；3) 我计划将 AI 技术整合到临床案例分析和医学课程教学中。每个条目采用 5 级 Likert

https://doi.org/10.12677/sa.2025.143060


杨茜茜 等 
 

 

DOI: 10.12677/sa.2025.143060 78 统计学与应用 
 

量表评分，分值范围为 1 至 5 分，即 1 表示“非常不同意”，2 表示“不同意”，3 表示“一般”，4 表

示“同意”，5 表示“非常同意”，总分为 3~15 分，得分越高表明教师在实践教学过程中人工智能技术

的采纳意愿越积极。依据总分将采纳意愿分为 3 类：低意愿(3.00~6.99)—表明医学专业教师对将人工智能

技术纳入教学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不情愿；意愿适中(7~10.99)——表明医学专业教师表现出中度的意向，

对采用人工智能持开放态度，同时可能保持一些谨慎或需要进一步鼓励。高意愿(11~15)——表明医学专

业教师有强烈的热情和意愿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教学过程中，对人工智能技术的采用表现出积极主动

的态度。该量表在本研究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935。 

2.3. 资料收集与质量控制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收集采用微信和 QQ 两种线上形式。首先，将整理的一般资料和问卷用问卷星进行编

辑，然后将链接发给符合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的医学专业教师进行填写。在问卷星首页介绍本研究的目

的、方法及意义，被试阅读并且知情同意后方可进行线上问卷的填写。为确保回收的问卷完整且有效，

研究者对每项数据进行逐一检查(例如“回答线上问卷的时间不超过 5 分钟”，或者“问卷信息有缺项、

漏项”，均应去除)。 

2.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5.0 进行统计分析。若变量属于计量资料且符合正态分布，则采用平均数±标准差描述；

若变量属于计数资料，则采用频数、百分比描述。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或 F 检验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感知人工智能有用性、感知人工智能易用性、使用人工智能的态度和人工智能技术采纳意愿之间的相关

性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探讨医学专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人工智能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采用多元

线性回归分析。P < 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医学专业教师的一般资料 

本研究通过微信或 QQ 共发放线上问卷 350 份，最终完成调查的有 329 份，问卷有效应答率为 94%。

参与调查的样本年龄为 29~55 (42.77 ± 6.71)岁，其他一般资料详见表 1。 

 
Table 1. Single factor analysis of intention to adop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mong medical teachers (n = 329) 
表 1. 医学专业教师人工智能技术采纳意愿的单因素分析(n = 329) 

变量 例数(百分比)[n(%)] 采纳意愿总分(x ± s) t 值/F 值 P 值 

年龄(岁)   −1.154a 0.249 

<35 178 (54.10) 9.74 ± 1.74   

³35 151 (45.90) 9.99 ± 2.21   

性别   −0.195a 0.845 

男 125 (37.99) 9.82 ± 1.98   

女 204 (62.01) 9.87 ± 1.96   

学历   −0.464a 0.643 

硕士 97 (29.48) 9.77 ± 2.13   

博士 232 (70.52) 9.88 ±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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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职称   0.350b 0.789 

助教 43 (13.07) 10.05 ± 2.00   

讲师 142 (43.16) 9.91 ± 1.92   

副教授 129 (39.21) 9.73 ± 1.99   

教授 15 (4.56) 9.80 ± 2.18   

授课课程   −1.173a 0.242 

医学基础课程 149 (45.29) 9.71 ± 2.00   

专业核心课程/专业提高课程/专业任选课程 180 (54.71) 9.97 ± 1.93   

工作年限   0.148b 0.931 

1~5 年 52 (15.81) 9.81 ± 1.97   

6~10 年 160 (48.63) 9.75 ± 1.82   

11~15 年 94 (28.57) 9.87 ± 2.21   

16 年以上 23 (6.99) 9.93 ± 1.91   

每日互联网的使用时间   2.847b 0.038 

<3 h 129 (39.21) 9.50 ± 1.82   

3~6 h 134 (40.73) 9.91 ± 1.89   

>6 h 66 (20.06) 10.38 ± 2.44   

人工智能技术的熟悉程度   20.003b <0.001 

差 26 (7.90) 8.58 ± 1.70   

低于平均水平 87 (26.44) 9.14 ± 1.85   

平均水平 184 (55.93) 9.99 ± 1.72   

高于平均水平 15 (4.56) 11.47 ± 1.77   

优秀 17 (5.17) 12.53 ± 2.00   

注：at 值；bF 值。 

3.2. 医学专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感知人工智能的有用性、感知易用性、使用态度及采纳意愿

的得分情况 

医学专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感知人工智能的有用性量表得分为(28.13 ± 5.72)分，感知人工智能易用

性量表得分为(26.55 ± 5.49)分，使用人工智能态度量表得分为(32.77 ± 5.74)分，人工智能技术采纳意愿的

得分为(9.85 ± 1.97)分，详见表 2。 
 

Table 2.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key variables (n = 329) 
表 2. 关键变量的描述性分析(n = 329) 

变量 平均数 标准差 

在教学过程中感知人工智能的有用性 28.13 5.72 

在教学过程中人工智能的感知易用性 26.55 5.49 

在教学过程中使用人工智能的态度 32.77 5.74 

在教学过程中人工智能技术采纳意愿 9.85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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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医学专业教师人工智能技术采纳意愿的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显示，每日互联网的使用时间(P = 0.038)、人工智能技术的熟悉程度(P < 0.001)影响医学

专业教师人工智能技术的采纳意愿，详见表 1。 

3.4. 医学专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感知人工智能的有用性、感知易用性、使用态度及采纳意愿

的相关性分析 

医学专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感知人工智能的有用性与感知易用性(r = 0.777, P < 0.001)、使用人工智

能的态度(r = 0.628, P < 0.001)、采纳意愿(r = 0.247, P < 0.001)呈正相关；感知易用性与使用人工智能的态

度(r = 0.564, P < 0.001)、采纳意愿呈正相关(r = 0.338, P < 0.001)；使用人工智能的态度与采纳意愿(r = 
0.276, P < 0.001)呈正相关，详见表 3。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key variables (n = 329) 
表 3. 关键变量的相关性分析(n = 329) 

变量 感知有用性 感知易用性 使用人工智能的态度 采纳意愿 

感知有用性 1    

感知易用性 0.777*** 1   

使用人工智能的态度 0.628*** 0.564*** 1  

采纳意愿 0.247*** 0.338*** 0.276*** 1 

注：***P < 0.001。 

3.5. 医学专业教师人工智能技术采纳意愿的多因素分析 

以医学专业教师人工智能技术的采纳意愿量表得分为因变量，将每日互联网的使用时间、人工智

能技术的熟悉程度、感知人工智能的有用性、感知人工智能的易用性、使用人工智能的态度作为自变

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进入回归方程的自变量赋值为：每日互联网的使用时间 < 3 h = 1，3~6 h 
= 2，>6 h = 3；人工智能技术的熟悉程度差 = 1，低于平均水平 = 2，平均水平 = 3，高于平均水平 = 4，
优秀 = 5；感知人工智能有用性、感知人工智能易用性、使用人工智能的态度以原值代入。多元线性回归

分析显示，人工智能技术的熟悉程度、感知人工智能的易用性和使用人工智能的态度是医学专业教师人

工智能技术的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P < 0.05)，详见表 4。 
 

Table 4.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intention to adop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mong medical teachers (n = 329) 
表 4. 医学专业教师人工智能技术采纳意愿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n = 329) 

变量 偏回归系数 标准误差 标准回归系数 t 值 P 值 

常量 4.487 0.635  7.061 <0.001 

每日互联网的使用时间 −0.018 0.100 −0.009 −0.178 0.858 

人工智能技术的熟悉程度 0.844 0.112 0.374 7.523 <0.001 

感知有用性 −0.018 0.028 −0.051 −0.621 0.535 

感知易用性 0.080 0.028 0.223 2.817 0.005 

使用人工智能的态度 0.045 0.021 0.132 2.111 0.036 

注：R = 0.510，R2 = 0.260，调整后的 R2 = 0.260，F = 22.748，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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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 

4.1. 医学专业教师人工智能技术采纳意愿有待进一步改善 

本研究发现，医学专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人工智能技术的采纳意愿得分为(9.85 ± 1.97)，处于中等水

平，这一发现与当前教育技术领域的相关研究具有一致性[13] [14]，表明尽管人工智能技术在医学教育中

展现出显著潜力，但其全面推广仍面临一定障碍。分析其原因，第一，人工智能技术在医学教育领域的

应用日益广泛，例如虚拟仿真教学、智能辅助诊断等，这些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教学效率和效果，

使得部分教师对人工智能技术的采纳持积极态度。第二，人工智能技术的操作复杂性和技术门槛可能对

部分教师构成心理障碍。第三，医学专业教师普遍面临繁重的教学和临床任务，时间和精力的限制可能

进一步降低了其探索和采纳新技术的积极性。最后，伦理和隐私问题也是医学教师关注的重点。医学教

育涉及大量患者数据和隐私信息，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可能引发数据安全和伦理争议。这种担忧可能在

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教师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积极态度。综上所述，医学专业教师对人工智能技术的采纳意

愿适中，反映了其在技术潜力与实际应用之间的权衡。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探讨如何通过优化技术设计、

加强组织支持和培训、制定相关政策和激励措施以及制定明确的伦理规范，来提升医学教师的技术采纳

意愿，从而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医学教育中的深度融合与应用。 

4.2. 人工智能技术的熟悉程度是人工智能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结果显示，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熟悉程度是人工智能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与既往研究结

果一致，即个体对新技术的熟悉程度是预测其采纳行为的关键因素之一。Kim 与 Lee 等研究发现，增加

对信息技术(包括人工智能)的体验可以减轻恐惧和焦虑，从而更好地理解人工智能[4]。分析其原因，对人

工智能技术越熟悉的医学专业教师，越能深刻理解其在医学教育领域的潜在价值和应用前景，例如个性

化学习、智能评估和虚拟仿真等。这种认知优势能够有效降低教师对新技术的不确定性和焦虑感，从而

提升其采纳意愿[15]。此外，技术熟悉度较高的教师往往具备更强的技术操作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这进

一步增强了其将人工智能技术整合到教学实践中的信心和意愿。但是，鉴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迅速、应

用场景复杂多样，以及医学教育领域缺乏系统性的培训和资源支持，医学专业教师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熟

悉程度仍需进一步提高[16]。未来，应进一步探索提升医学专业教师人工智能技术熟悉度的有效策略，一

方面建议高等医学院校开展针对性培训、搭建交流平台等，帮助教师深入了解人工智能技术的原理、应

用场景和操作方法。另一方面，提供技术支持团队、开发易用性工具等，及时解决教师在使用过程中的

技术问题，以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在医学教育中的广泛应用和深度融合。 

4.3. 人工智能的感知易用性是人工智能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研究结果揭示，感知人工智能的易用性是人工智能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这一结果与以

往研究结果相一致，即个体对技术易用性的感知是预测其使用意愿的关键因素之一[17]。医学专业教师越

认为人工智能技术易于学习和操作，其采纳意愿就越强烈。这是因为感知易用性能够降低教师学习和使

用新技术的认知负担和心理压力，从而提升其使用意愿[18]。此外，感知易用性还能够增强教师对人工智

能技术的控制感和自我效能感，使其更愿意尝试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教学实践中[19]-[21]。但是，目前

部分医学专业教师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感知易用性仍然较低，这可能与人工智能技术本身复杂多样、操作

界面不够友好、缺乏系统性的培训和支持等原因有关。因此，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探索提升医学专业教师

对人工智能技术感知易用性的有效策略。例如简化技术操作流程、优化用户界面设计、提供引导式操作

等，以降低教师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门槛[18]。同时，设立技术支持团队、定期开展技术培训并建立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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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改进机制等，为教师提供全面的技术支持[13]，促进其在医学教育中的应用。 

4.4. 使用人工智能的态度是人工智能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 

回归分析显示，使用人工智能的态度是人工智能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该研究结果与计划行为

理论和技术接受模型的核心观点一致，即个体对技术的态度是预测其使用意愿的关键因素之一[20] [21]。
具体而言，对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持积极态度的医学专业教师，更倾向于认可其在提升教学效率、优化教

学效果和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等方面的潜在价值。这种积极态度能够有效激发教师探索和应用人工智能

技术的动机，从而提升其采纳意愿[22]。此外，积极的态度还能够促使教师克服技术使用过程中遇到的困

难和挑战，例如技术操作复杂、教学资源匮乏等，从而更持久地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教学实践[23]。 

5. 小结 

医学专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人工智能技术的采纳意愿处于中等水平，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熟悉程度、

感知人工智能的易用性和使用人工智能的态度是影响医学专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人工智能技术的采纳意

愿的影响因素。建议高等医学院校依据以上影响因素开发有针对性的干预策略，进而提升医学专业教师

在教学过程中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但是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第一，本研究仅从山东省四所公立

医学院校的医学专业教师选取调查对象，样本的代表性和结论的推广性受限；第二，尚未调查人工智能

技术采纳意愿的产生机制；第三，该研究仅用量性研究的方法探讨了医学专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人工智

能技术采纳意愿现状及影响因素，但是并没有获取阻碍教师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原因。将来可以扩大样

本量、采用多中心调查以及质性研究的方法深入了解医学专业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人工智能技术采纳意愿

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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