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    东    医    科    大    学    学    报
JOURNAL OF GUANGDONG MEDICAL UNIVERSITY

第 43 卷第 1 期
2025 年 2 月

Vol. 43 No. 1
Feb. 2025

数智化驱动下医学人文教育的创新改革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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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智化技术的迅猛发展，教育领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医学人文教育作

为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正经历着新的变革。该文探讨了在数智化技术的推动下，医学人文教育模式的创

新发展路径，聚焦于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此文重点分析了数智化技术如何通过新的教育手段和模式促进医学

人文教育的发展。通过整合医学人文教育的核心理念，文章提出了一种系统的创新教育模式，旨在提升医学生的

伦理意识、社会责任感和生命观。研究发现，数智化技术不仅在教学内容上为医学人文教育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还能通过增强教育手段和资源的个性化推动学生对人文素养更深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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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and reform of medical humanities education driven by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JIA Li, HUANG Zu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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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wift progress in technologies lik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big data has ushered in unparalleled 

transformations within the realm of education. As an integral component of medical education, medical humanities 

education is currently  undergoing significant changes in response to these development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nnovative evolution of medical humanities education models propelled by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with a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integration of these technologies into educational frameworks. Furthermore, the paper 

meticulously explores how digital intelligence fosters the growth of medical humanities education through novel 

pedagogical methods and approaches. By synthesizing the core principles of medical humanities, this study proposes a 

comprehensive, systematic educational model designed to cultivate medical students' ethical awareness,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perspectives on life and mortality.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ies not only 

enhance the scope of teaching content in medical humanities but also enable a more personalized and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humanistic values, leveraging sophisticated educational tools and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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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模式指的是教育活动中通过教学理念、内

容、方法、手段及组织形式的结合，以实现教育目标

的特定方法与路径。长期以来，医学教育的传统模

式以科学知识传授和技能培养为核心，采用讲授式

教学、临床实习和实验训练等方法，主要侧重于培

养医学生的临床技能与专业知识，从而实现知识的

传递和技能的训练。然而，随着医学技术的迅猛发

展以及医患关系的日益复杂，医学教育的目标逐渐

从单纯的技能培养转向更全面的素质教育，医学人

文教育因此成为培养医学生的核心内容之一。医

学人文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学生的伦理意识、社

会责任感和对生命的敬畏，从而促进和谐的医患关

系和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在这一背景下，数智化技术（如人工智能、大数

据、虚拟现实等）的迅猛发展，为传统的医学教育提

供了全新的思路与方法。通过智能化教育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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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医学教育尤其是医学人文教育，在教学方式、

教学内容和教学策略上均得到了深刻的变革与创

新。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在信息化和智能化技

术的影响下，教育模式逐渐趋向于更加灵活、多元

和互动的方向。现代医学教育模式强调学生的主

动学习、个性化发展和全人培养，注重批判性思维、

合作学习以及临床与人文素养的结合。因此，本文

旨在探讨数智化技术如何推动医学人文教育模式

的创新发展，着重分析数智化技术在医学人文教育

中的应用价值与挑战，进而为现代医学教育提供新

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1 应用探索与学科根基

1.1   数智化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

数智化技术的快速发展对全球教育体系产生

了深远影响。近年来，人工智能（AI）、大数据、虚拟

现实（VR）等数智化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各级教育系

统中，并显著提升了教育质量和学生的学习体验。

在医学教育领域，数智化技术的应用尤为显著，其

通过模拟真实的临床环境、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指导

等方式极大提升了医学教育的效率和效果[1-2]。具

体来说，AI技术可以通过智能辅导系统为学生提供

个性化的学习建议，大数据技术则可以帮助教师分

析学生的学习数据，从而优化教学策略。而 VR 技

术可以模拟复杂的临床场景，让学生在虚拟环境中

进行临床操作练习，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医

学知识[3]。陈峰等[4]运用文献计量学分析近 10 a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人工智能医学教育应用文

献，探究其现状、热点与趋势，总结出国际研究自

2015 年起升温，热点集中于机器人辅助手术等，且

呈现出特定的演进脉络。姜晶波等[5]探讨了数智化

技术对医学教育的赋能价值、内在机理与实践路

径，涵盖体验、内容、过程等方面，总结了数字化具

有多方面价值，通过多种方式赋能，实践中需从共

享、基座、调节等路径着手。李鸿浩等[6]介绍了我国

医学教育中人工智能应用现状，剖析存在的问题并

给出应对策略。武宗渊等[7]分析医学教育模式变

革，阐述人工智能应用及教学参与者面临的挑战与

对策，提出在医学教育模式变革中 AI 有积极影响

但也会带来风险，师生和院校需分别采取措施应

对。张冉冉等[8]研究了近 3年人工智能在医学影像

教育理论与实践中的应用现状及前景，得出人工智

能在理论教学应用少，临床实践多用于住院医师培

养和肿瘤诊断，前景良好。

本研究进一步在中国知网核心期刊库检索数

智技术在医学教育领域应用的相关文献，检索式为

“（SU = 数字技术 OR SU = 人工智能 OR SU = AI 

OR SU = VR） AND SU = 医学教育”时间区间为

2015－2024年，共检索 482篇核心期刊论文。其中，

刊载相关文献数量较多的期刊为中国继续医学教

育 （44篇）、中国医学教育技术 （29篇）、医学教育研

究与实践 （16篇）、卫生职业教育 （13篇）、中国高等

医学教育 （13 篇）、医学与哲学 （12 篇）。主要高产

团队为海军军医大学海军卫生信息中心沙琨和陈

晨研究团队、昆明医科大学岳梅和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云南有限公司张叶江研究团队等。本文对已有

研究进行总结归纳，得出数智化技术对医学教育的

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数智化技术能

够有效解决传统医学教育中教师资源有限、教学模

式单一的问题，丰富了教学手段；（2）通过数智化技

术，医学教育可以更好地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

求，提升学习效率；（3）数智化技术可以帮助学生在

虚拟场景中获得实践经验，从而弥补了传统教育中

缺乏实际操作机会的不足[9]。

1.2   医学人文教育的学科基础

医学人文教育作为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学科基础涉及多个层面的思维框架和哲学理念，

不仅包括医学的技术性训练，还涵盖了对医学职业

的伦理、道德和人文关怀的深刻理解。医学人文教

育的学科基础来源广泛，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人

文主义理论：人文主义作为医学人文教育的根本理

论基础，强调个体尊严、自由和全面发展。医学人

文教育旨在培养医学生对患者的全人关怀，即关注

患者的生理、心理和社会背景，不仅仅局限于疾病

的治疗。通过这种思想，医学不仅成为一项技术性

职业，更是一项充满社会责任和人道主义使命的职

业，医学生被教育要将患者视为有尊严、有需求的

个体，而非单纯的疾病载体。（2）伦理学与职业道德

理论：医学人文教育深受伦理学理论的影响，尤其

是生命伦理学和医学伦理学。其理论基础不仅关

心如何正确地治疗疾病，还强调如何处理医患关

系、如何做出符合伦理的决策以及如何面对医疗过

程中可能出现的道德困境。医学人文教育的目标

之一便是培养医学生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伦理判

断能力以及对生命的敬畏与尊重。（3）跨学科融合

理论：医学人文教育的理论基础还包括心理学、社

会学、哲学等学科的交叉与融合。例如，心理学为

医学生提供了理解患者心理和情感需求的框架，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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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医学生在诊疗过程中建立同理心；社会学则让医

学生认识到患者生活环境、社会背景与健康之间的

密切关系；而哲学，尤其是生命哲学，促使学生对生

命的意义、死亡的本质以及医疗伦理的复杂性进行

深入思考[10]。（4）人际关系与沟通学理论：医学人文

教育还注重医患关系的培养，其理论基础之一是有

效的沟通理论。在医学实践中，沟通不仅是传递医

学信息的工具，更是建立信任、理解和关爱的桥梁。

通过培养医学生在临床实践中与患者进行良好沟

通的能力，医学人文教育帮助学生树立尊重患者意

愿、同理患者处境的意识。（5）整体健康观与生命尊

严理论：医学人文教育的理论还包括整体健康观，

强调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更是生理、心理、社会

三方面的和谐。医学人文教育促使医学生从更广

泛的视角理解健康，关注患者的全方位需求，而不

仅仅是解决疾病问题。此外，医学人文教育还强调

生命尊严的保护，致力于帮助学生理解每个生命的

独特性与尊严，在医疗过程中始终尊重患者的选择

和需求[11]。

因此，医学人文教育的学科基础是一个多元

化、跨学科的体系，涵盖人文主义思想、伦理学、跨

学科知识以及有效沟通的理论，旨在培养具有技术

能力和人文素养的医学生，使其在未来的职业生涯

中能够真正做到尊重患者、关爱生命，并且在复杂

的医疗环境中做出道德和伦理上正确的选择。

2 数智化技术与医学人文教育融合

通过对数智化技术的引入，数智化技术与医学

人文教育实现了融合，医学教育在教学模式、内容、

评估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革。这一融合不

仅是对现有教育体系的优化，更是对医学人文教育

未来发展的展望，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的学习

体验，从而更好地培养其综合素养。

2.1   数智化驱动的教育变革

数智化技术的引入正在推动教育领域的深刻

变革。教育变革理论认为，随着科技的发展，传统

的教育模式将逐渐被技术驱动的教育模式所取

代[12]。数智化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不仅体现在教学

手段的创新上，更重要的是其对教育理念和教学模

式的深刻影响。通过数智化手段，教育可以实现个

性化、精准化和智能化，从而更好地满足学生的学

习需求。在医学教育领域，数智化技术的应用为教

学带来了诸多新可能。例如，AI可以用于医学影像

的自动分析，帮助学生理解复杂的临床病例；大数

据技术可以用于分析学生的学习行为，提供个性化

的学习建议；VR技术可以模拟真实的临床环境，让

学生在虚拟空间中进行操作练习。这些技术的应

用不仅提高了教学效果，还促进了医学人文教育内

容的更新和发展。

2.2   医学人文教育的数智化创新发展

医学人文教育的数智化创新发展主要是指在

数智化技术的推动下，教育内容和方式发生的深刻

变革。这一发展不仅仅是技术的改良，更是对传统

教育模式的全面审视与创新。通过引入数字化、智

能化的教育手段，医学人文教育实现了从理念到实

践的全面升级，推动了教育内容的多样化、个性化及

更加精准的教育评估。在数智化背景下，医学人文

教育的形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课堂讲授和理论教

学，而是通过现代技术手段，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分

析、虚拟现实等，实现了更加互动、沉浸和个性化的

教学方式。例如，虚拟现实技术为医学人文教育带

来了创新的教学体验，学生可以通过沉浸式虚拟场

景模拟临床环境，体验真实的医患互动。这样不仅

能够帮助学生理解医患关系中的伦理问题，还能在

虚拟环境中提高他们的沟通技巧、同理心和患者关

怀能力。此外，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可以分析学

生在课堂内外的学习数据，实时反馈学习进度和质

量，帮助教育者进行个性化的教学调整，使学生在

伦理意识、社会责任感等方面得到更加全面的培

养。数智化技术的引入不仅打破了传统教育模式

的局限，也为医学人文教育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发展

空间，促进了教学效果的持续提升和教育理念的深

刻转型。

2.3   数智化与医学人文教育的协同效应

数智化技术与医学人文教育的协同效应不仅

表现在教育内容的多元化、教学方式的智能化以及

评估方式的精准化上，还在于教育模式的整体优化

与教师角色的转变。通过数智化技术的引入，教育

者能够整合更加丰富和多样化的学习资源，进而满

足学生个性化、差异化的学习需求。例如，虚拟仿

真实验室的建设不仅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临床操

作练习机会，而且通过模拟复杂的临床场景和患者

互动，不仅提升了学生的实践能力，还在沉浸式体

验中增强了学生对患者个体差异与情感需求的理

解，促进了医学人文素养的培养。协同效应的核心

在于通过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不仅是技术提升

了教育内容的丰富性，更在于其引发了教育理念和

教育结构的根本性变革。数智化技术的应用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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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人文教育不再仅仅依赖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

而是通过数据、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分析等手段，开

创了基于学生个性化需求的精准教育。医学教育

不再单纯传授医学知识与技能，而是通过智能化系

统的协同作用，促进学生的情感、伦理、文化等多维

度素质的全面提升。

与此同时，数智化技术的应用还推动了教学过

程的智能化管理。基于人工智能的学习平台可以

自动收集和分析学生的学习行为数据，从中识别学

生的优势与短板，并为学生量身定制个性化的学习

路径与建议，促进其更高效地掌握相关知识和技

能。此外，大数据分析技术使教师能够实时跟踪学

生的学习进度和效果，从而更精准地调整教学策略

和方法，确保学生不仅在知识层面全面掌握医学基

础，更在情感理解与伦理判断等人文领域取得长足

进展。通过智能化的评估与反馈机制，教师不再是

单纯的知识传递者，而是学习过程中的引导者与促

进者。教师可以利用智能化分析工具进行教学决

策，设计更符合学生个性化需求的课程内容和学习

活动，这种反馈式的、数据驱动的教学方式，促使教

师角色由“知识灌输者”转变为“学习路径设计者”

和“情感培养引导者”，进一步促进了医学人文教育

的协同发展。通过数智化技术的支持，教师与学生

的互动不仅限于传统的课堂交流，更包括了虚拟实

验、在线辅导以及跨学科的团队协作等多样化形

式，形成了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教育生态圈。

最终，数智化技术的深入应用实现了教育者、

学生和技术三方的有机协同，共同推动医学人文教

育质量的提升与创新发展。这种协同效应不仅表

现在教学内容和方式的创新上，更深远地影响了教

育理念的转型，促使医学人文教育从单一的知识传

授走向全方位、多维度的素质教育。这种转型不仅

为学生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学习体验，也使医学教育

能够更好地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尤其是在医

疗环境日益多元化与复杂化的今天。

3 教育模式的创新改革探索

在数智化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医学人文教

育的模式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教育模式的创新探

索不仅是对传统教学方法的补充，更是通过技术引

领教育改革的关键。通过结合技术与教育的优势，

医学人文教育能够更全面地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

增强其社会责任感和伦理意识。以下探讨几种创新

模式，帮助医学人文教育在新时代取得更大突破。

3.1   数智化技术驱动的个性化教学创新

个性化教学是数智化时代教育模式的核心特征

之一。通过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教育者可以根

据学生的学习习惯、兴趣和学术能力，定制个性化的

学习路径。在医学人文教育中，这种技术可以帮助

教育者更好地了解学生对伦理学、社会责任感和患

者关怀的理解程度，从而提供针对性强的学习建议。

例如，智能化系统可以根据学生在课堂上的参

与度与考试表现，自动生成个性化的学习资源和复

习材料，并通过集成学习平台的学生数据，基于数

据驱动构建学生个性化画像，实时更新学生的学习

进度、兴趣和能力，帮助教师了解每个学生的具体

需求。根据学生画像，设计灵活的学习路径，提供

定制化的学习材料和推荐系统，以适应不同层次和

方向的学习需求。对学生的学习进度和反馈进行

分析，自动调整学习内容或方法，确保每个学生都

能在其最适宜的方式下进行学习。通过个性化的

学习过程，学生不仅能够加深对医学人文知识的理

解，还能在学习过程中逐步内化这些人文素养。

3.2   虚拟现实技术支持的实践教学创新

在医学教育中，实践教学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

数智化技术的一个重要应用就是 VR 和增强现实

（AR）[13]，它们为学生提供了身临其境的学习体验，

特别是在医学人文教育中具有独特优势。传统的医

学人文教育依赖于案例分析和课堂讨论，而 VR 技

术可以通过模拟复杂的临床情境，帮助学生在虚拟

环境中直观地体验医患互动场景。这不仅能增强

学生的同理心和患者关怀能力，还能让他们更好地

理解医患关系中的伦理挑战。例如，设计基于 VR

技术的沉浸式临床实训场景，模拟真实的医患互

动、诊疗过程、伦理冲突等情境。学生可以通过VR

技术模拟医生与患者的沟通场景，感受患者在病痛

中的心理变化，并通过实践体验加深对医患关系中

的人文因素的理解。创建可反复练习的虚拟场景，

学生能够在不同的情境下进行练习，并通过即时反

馈进行改进和技能提升。通过虚拟现实环境，不仅

能够传递知识，还能够引导学生感受患者的情感、

困惑以及决策背后的伦理考量。在这些虚拟场景

中，学生还可以通过反复练习，不断提升其临床沟

通技巧，从而为未来的职业生涯打下坚实基础。

3.3   数据驱动的教学评估体系创新

数智化技术的发展为教学评估提供了更加精

准和全面的手段。传统的评估方式往往局限于考

试成绩和课堂表现，但现代医学人文教育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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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更加多元化，以全面衡量学生在伦理意识、同

理心、社会责任感等方面的素质。通过学习管理

系统和在线平台，采集学生在课前、课中、课后的多

维度数据，形成全面的学习轨迹，结合学习数据进

行实时反馈，自动调整学习路径和评估标准，以满

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从而可以收集和分析学

生在课堂内外的学习数据，如学习进度、参与度、作

业质量等，从而更全面地评估学生的综合表现。数

据驱动的评估体系不仅能够动态跟踪学生的学习

轨迹，还可以根据实时反馈调整教学内容，确保学

生能够全面掌握医学人文教育中的核心理念。此

外，数智化技术还可以为教师提供教学效果的评估

工具，例如通过学生的学习数据分析，评估教师在

不同教学环节中的效果，包括课程设计、教学互动、

讲授方式等。这种评估体系能够帮助教师识别教

学中的优势和不足，及时优化教学策略。通过对教

师教学的持续评估与反馈，教育者能够不断改进教

学方法，提升教学质量，进而促进学生在人文教育

方面的深入理解与应用。这种评估方式不仅推动

学生的自我反思，也促使教师不断完善自身的教学

能力，形成更加有效的教育模式。

3.4   智能辅导系统与协作学习平台创新

智能辅导系统是数智化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另

一大应用。该系统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等

技术，为学生提供即时的学习反馈和个性化的辅

导。在医学人文教育中，学生常常需要面对复杂的

伦理问题和人际沟通挑战，智能辅导系统可以模拟

真实的医患互动场景，帮助学生理解复杂的伦理决

策，利用 AI技术为学生提供即时的学习指导，模拟

医患沟通场景，帮助学生在面对伦理问题时进行决

策训练。同时，建立线上协作平台，鼓励学生在平

台上进行伦理问题讨论和案例分享，促进跨学科和

跨文化的合作，协作学习平台的建立可以促进学生

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在协作学习

平台上，学生可以分享学习心得、讨论伦理案例、合

作完成课程作业。结合智能辅导与协作学习的互

动，开展多层次、多维度的学生评估，推动学生主动

学习和深度思考。通过这种开放的互动环境，学生

不仅能够互相学习，还能通过多样化的视角更全面

地理解医学人文知识。这种协作模式有助于培养

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在医学职

业中应对实际的临床挑战。

3.5   混合式学习的推广与应用创新

混合式学习模式是将传统的面对面教学与线

上教学相结合的一种创新方式。在医学人文教育

中，混合式学习模式可以充分发挥两种教学形式的

优势，既保留了面对面课堂的讨论与互动，又通过

在线资源和课程拓展学生的知识面。例如，通过合

理设计线上学习和面对面课堂的互动，创造“线上

学习+课堂互动”的混合学习体验，强化课堂学习和

自主学习的结合。学生可以在课堂上讨论伦理案

例，课后通过线上平台深入学习相关理论，并完成

个性化的学习任务。在线学习平台根据学生的进

度和表现，提供个性化的作业和测试，增强学生对

课程内容的掌握。通过多元化的在线平台提供教

学视频、案例分析、互动讨论等资源，扩展学生的学

习空间和学习方式。这种灵活的学习模式不仅能

够增强学生对人文知识的兴趣，还能够根据学生的

学习进度和能力水平提供不同层次的学习内容，满

足个性化需求。混合式学习的推广与应用，不仅拓

宽了教育的边界，还增强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4 讨论与分析

4.1   理论创新的可能性

数智化技术的引入为医学人文教育的理论创新

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通过数智化手段，教育者可以

重新思考传统教育理念的有效性，并在实践中探索

新的教学模式和策略。本文提出的数智化驱动下的

医学人文教育创新发展，不仅是对传统教育模式的

补充和优化，更是对医学教育理论体系的革新。

通过数智化技术的应用，教育者可以更好地理

解学生的学习需求和行为模式，从而在教育内容和

方法上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这一理论创新不仅

丰富了医学教育的内涵，也为其他学科领域的教育

创新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4.2   数智化驱动下的教育伦理挑战

尽管数智化技术为教育带来了诸多便利和可

能性，但其在医学人文教育中的应用也不可避免地

带来了一些伦理挑战。例如，在使用AI进行学生数

据分析时，如何保护学生的隐私和数据安全？在虚

拟现实教学中，如何确保学生不会因过度依赖虚拟

环境而忽视真实的临床经验？这些问题都需要教

育者在设计和实施教育策略时仔细考量。

为应对这些伦理挑战，本文建议在医学人文教

育中建立起一套完善的伦理规范体系，确保数智化

技术的应用既能提升教育质量，又能保障学生的权

益和安全。同时，教育者还应不断更新对数智化技

术的认识，避免技术滥用和过度依赖，以实现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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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持续发展。

4.3   对教育政策的启示

本文的研究对教育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启示。

首先，教育政策应重视数智化技术在医学人文教育

中的应用，为技术的引入和推广提供政策支持和资

金保障。其次，政策制定者应考虑到数智化技术在

实际应用中可能带来的伦理问题，制定相应的监管

措施，确保技术应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此外，教育政策还应鼓励学校和企业之间的合

作，共同开发适应现代医学教育需求的教学资源和

平台。这种合作不仅可以提升教育质量，还能为学

生提供更多的学习和实践机会，促进医学人才的全

面发展。

5 结论

本文探讨了数智化技术在医学人文教育中的

创新应用，分析了其在推动教育模式转型、优化教

学过程及提升教育质量方面的潜力。随着人工智

能、大数据和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医学人

文教育的传统模式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变革。数智

化技术的应用不仅创新了教学内容和方法，还推动

了教育理念的深刻变革，使医学人文教育从单向知

识传授走向互动性、个性化和全人发展的新方向。

创新的教育模式框架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

数智化技术通过虚拟仿真和人工智能辅导系统，实

现了教育的个性化与精准化。传统医学人文教育往

往忽视学生的个体差异，而数智化技术为每个学生

量身定制学习路径，促进其在医学伦理、社会责任感

及生命观等方面的深入理解。同时，通过实时数据

分析与反馈，教师能够及时调整教学策略，确保每个

学生都能在最适合自己的方式下成长。其次，数智

化技术推动了教学过程的智能化管理和评估机制的

优化。基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教学平台可以精确

跟踪学生的学习进度，并通过分析学生的学习行为

和情感反应，实时优化教学内容和形式，从而提高学

生对医学人文知识的掌握，增强其在医患关系、伦理

和社会责任等方面的认知与应用。

该创新教育模式的核心在于其多维性与全面

性。数智化技术提升了教学手段的多样性和教育资

源的个性化，使医学人文教育不仅关注医学知识与

技能的培养，还重视学生在情感、伦理和社会责任感

等方面的成长。这一模式突破了传统教育的局限，

充分体现了教育的互动性和综合性，为培养具有人

文关怀精神的医学人才提供了新路径。然而，数智

化技术在医学人文教育中的应用仍面临技术普及和

教师适应性等挑战。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探索如何

通过技术培训和教学资源优化，克服这些障碍，确保

技术能持续支持医学人文教育的创新。

综上所述，数智化技术为医学人文教育的创新

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推动了教育模式的转型。通过

构建以技术为驱动力的创新教育模式，医学人文教

育不仅可以提升医学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还能更

加注重其伦理意识、社会责任感等核心素质的培

养。随着数智化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与应用，医学人

文教育将迎来更广阔的发展前景，为医学人才的全

面培养和医疗服务的提升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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