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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回顾和评价 ＣＯＶＩＤ￣１９ 疫情期间远程教学的效果ꎬ探索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满足医学生需要的教学方

式ꎮ 方法 采取问卷调查方式ꎬ问卷内容包括:网课学习的时间、效果、优点和缺点、是否观看课程回放、是否愿意日

后接收远程课程等方面ꎮ 共有 １０８ 位医学生参与问卷调查并回复了全部问题ꎮ 结果 ６７ 位学生(６２％)认为远程教

学可以达到实体课程 ８０％以上的效果ꎮ ３０ 位学生(２８％)担心远程学习导致自己未能全面掌握知识ꎮ 影响远程教

学效果的最常见的因素是注意力不集中(６４％)和网络不稳定(５７％)ꎮ 远程教学的优势包括:时间自由(８５％)ꎬ地
点自由(８３％)ꎬ舒适度高(５９％)和节约时间(５６％)ꎮ ８７ 位学生(８１％)愿意在今后继续接受远程教学ꎮ 自觉远程

教学的效果越好ꎬ学生就越倾向于选择网络授课ꎻ而担心远程课程导致自己掌握不足的学生ꎬ倾向于选择面授

(Ｐ<０ ０１)ꎮ 不能集中注意力是不选择远程教学的主要原因(Ｐ<０ ００１)ꎮ 结论 ＣＯＶＩＤ￣１９ 流行期间ꎬ多数医学生认

为远程教学是一种学习医学知识的可行办法ꎬ效果较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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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ＣＯＶＩＤ￣１９)席卷全

球ꎬ危害人类健康之外ꎬ还给日常生活、学习和工作

等方方面面都带来了很大影响[１]ꎮ 随着 ＣＯＶＩＤ￣１９
的广泛传播ꎬ全球广大学生的复课受到了很大的限

制ꎬ此次疫情促使医学生的远程教学成为必须ꎮ 医

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课ꎬ如何让学生进行有

效的学习ꎬ医学生远程教学的效果需要被关注和评

价[２]ꎮ 为了了解疫情期间远程学习专业课对医学

生的影响ꎬ本研究对 １０８ 位医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ꎬ
期望通过本问卷为日后的医学教学改革提供一些有

益的帮助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问卷供设计问题 １８ 道ꎬ１００％的学生回复了全

部问题ꎮ 问题内容包括:网课学习的时间、效果、优
点和缺点ꎬ是否观看课程回放ꎬ是否愿意日后接收远

程课程等方面ꎮ 具体问卷见附件ꎮ
２３ 位学生来自北京市ꎬ９ 名来自山东省ꎬ７ 名来

自广东省ꎬ６ 位学生来自四川省ꎬ６ 位学生来自河南

省ꎬ５ 名来自河北省ꎬ５ 名来自江苏省ꎬ５ 名来自山西

省ꎬ４ 位学生来自福建省ꎬ４ 位学生来自湖南省ꎬ４ 名

来自云南省ꎬ３ 名学生来自吉林省ꎬ３ 名来自重庆市ꎬ
３ 名来自浙江省ꎬ３ 名来自贵州省ꎬ３ 名来自陕西省ꎬ
２ 名来自安徽省ꎬ２ 名来自内蒙古自治区ꎬ２ 名来自

海南省ꎬ２ 名来自江西省ꎬ２ 名来自湖北省ꎬ还有来自

宁夏回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辽宁省和黑龙江

省的学生各 １ 名ꎮ
本研究通过了北京协和医院的机构审查委员会

审批(审批号 ＳＫ￣１２５７)ꎮ

１ ２　 统计学分析

组间比较ꎬ 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ꎮ 使用

ＳＰＳＳ２０ ０ 进行统计学分析ꎮ

２　 结果

２ １　 课程的基本情况

共计 １０８ 位学生回复了问卷ꎬ９８ 位学生来自北

京协和医学院 ４ ~ ８ 年级ꎬ其余 １０ 位为外校学生ꎮ
其中 ５４ 名学生是 ８ 年制的 ４ ~ ８ 年级学生ꎬ３５ 名硕

士研究生ꎬ其余 １９ 名为博士研究生ꎮ ５１ 位学生

(４７％)接受了网络临床课学习ꎬ７６ 人(７０％)接受了

网络基础课学习ꎬ２６ 人同时还(２４％)接受了网络人

文课程的学习ꎮ ８ 名学生(７％)的远程教学学习时

间在 １ 周以内ꎬ５ 位学生的远程教学学习时间在

１ 周~１ 个月ꎬ５８ 位学生(５４％)的远程教学学习时

间在 １~３ 个月ꎬ３７ 位学生(３４％)参加了超过 ３ 个月

的课程学习ꎮ ３３ 位学生每天上课<２ ｈꎬ３３ 位学生每

天上课 ２~３ ｈꎬ４２ 位学生每天上课 ４~７ ｈꎬ没有每天

上课超过 ８ ｈ 的学生ꎮ
２ ２　 课程的学习效果

仅 １２ 位学生(１１％)认为远程教学可以达到

实体课程 １００％的效果ꎮ ５５ 位学生认为远程教学

可以达到实体课程 ８０％ ~ ９９％的效果ꎮ ３５ 位学生

认为远程教学可以达到实体课程 ５０％ ~ ７９％的效

果ꎬ仅６ 位学生认为远程教学仅能达到实体课程<
５０％的效果ꎮ
２ ３　 导致学习效果不佳的可能因素

影响远程教学效果的因素最常见的是注意力不

容易集中(６９ / １０８ꎬ６４％)ꎬ其次为网络不稳定(６２ /
１０８ꎬ５７％)ꎬ与老师互动不足(３７ / １０８ꎬ３４％)、与同学

３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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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不足(２５ / １０８ꎬ２３％)、教师准备课程不充分(１５ /
１０８ꎬ１４％)也占有一定比例ꎮ 网络授课的不足之处还

包括:疑问不能及时回复ꎻ没有交互感ꎻ体系不完整ꎻ
对实验课影响较大ꎻ没有老师督促导致复习不足ꎮ

对于教师的课程准备ꎬ５７ 名学生(５３％)认为教

授的课程准备充分ꎬ但是其余 ５１ 名学生(４７％)认为

教授的课程准备因人而异ꎮ
２ ４　 影响学生是否愿意继续远程教学的因素

８７ 位学生(８１％)愿意在今后继续接收远程教

学ꎬ仅 ２１ 位学生(１９％)不愿继续接收远程教学ꎮ
学生认为远程教学如果能达到面授课程的比例

越高ꎬ就越倾向于选择网络授课ꎻ而担心远程教学导

致自己掌握不足的学生ꎬ倾向于选择面授 ( Ｐ <
０ ０１)ꎮ 此外ꎬ认为远程教学可以减轻作业负担的

学生更倾向于选择网络授课ꎮ 不容易集中注意力是

造成学生日后不选择网络授课的主要因素(表 １)ꎮ

表 １　 学生是否愿意日后接受远程教学的影响因素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ｏｒ ｎｏｔ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ｐｒｅｆｅｒ ｔｏ ｔａｋｅ
　 　 　 　 Ｗｅｂ￣ｂａｓｅ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学生数(比例)
不愿接受远程

授课(ｎ＝２１ꎬ％)
愿意接受远程

授课(ｎ＝８７ꎬ％)

是否观看回放(是) １４(６６ ７) ５５(６３ ２)

临床课(是) ９(４２ ９) ４２(４８ ３)

基础课(是) １６(７６ ２) ６０(６９ ０)

人文课(是) ９(４２ ９) ４２(４８ ３)

是否协和医学院学生(是) ０(９５ ２) ７８(８９ ７)

参加远程授课的时间

　 <１ 周 ３(１４ ３) ５(５ ７)

　 １ 周~１ 月 ０ ５(５ ７)

　 １~３ 月 １１(５２ ４) ４７(５４ ０)

　 >３ 月 ７(３３ ３) ３０(３４ ５)

每天接受远程授课的时间

　 <１ ｈ ８(３８ １) ２５(２８ ７)

　 １~４ ｈ ２(９ ５) ３１(３５ ６)

　 ４~８ ｈ １１(５２ ４) ３１(３５ ６)

达到面授课程效果的百分数∗∗∗＃＃

　 ５０％ ４(１９ ０) ２(２ ３)

　 ５０％~７９％ １０(４７ ６) ２５(２８ ７)

　 ８０％~９９％ ６(２８ ６) ４９(５６ ３)

　 １００％ １(４ ８) １１(１２ ６)

续表 １

学生数(比例)
不愿接受远程

授课(ｎ＝２１ꎬ％)
愿意接受远程

授课(ｎ＝８７ꎬ％)

是否观看回放(是) １４(６６ ７) 　 　 ５５(６３ ２)

远程授课的优点

　 节约时间 ８(３８ １) 　 　 ５２(５９ ８)

　 舒适度高 ９(４２ ９) 　 　 ５５(６３ ２)

观看课程回放的原因

　 授课时段其他安排(是) ５(２３ ８) 　 　 １９(２１ ８)

　 课程理解不足(是) ５(２３ ８) 　 　 ３４(３９ １)

　 网络不佳(是) １０(４７ ６) 　 　 ３０(３４ ５)

　 是否从课程回放中获益(是)∗ １６(７６ ２) 　 　 ７５(８６ ２)

不愿接受远程教学的原因

　 教师准备不足(是) １１(５２ ４) 　 　 ４６(５２ ９)

　 网络不佳(是) １３(６１ ９) 　 　 ４９(５６ ３)

　 与教师互动不足(是) １０(４７ ６) 　 　 ２７(３１ ０)

　 与同学互动不足(是) ５(２３ ８) 　 　 ２０(２３ ０)

　 注意力不集中(是) １６(７６ ２) 　 　 ５３(６０ ９)

愿意接受远程教学的原因

　 时间自由(是) １６(７６ ２) 　 　 ７６(８７ ４)

　 地点自由(是) １６(７６ ２) 　 　 ７４(８５ １)

　 节约时间内(是) ８(３８ １) 　 　 ５２(５９ ８)

　 舒适度高(是) ９(４２ ９) 　 　 ５５(６３ ２)

与面授课程相比远程授课的作业

负担

　 减少作业负担(是) ８(３８ １) 　 　 ５９(６７ ８) ＃

　 增加作业负担(是) ６(２８ ６) 　 　 １８(２０ ７)

　 无影响(是) ７(３３ ３) 　 　 １０(１１ ５) ＃

对焦虑的影响

　 无焦虑(是) ３(１４ ３) 　 　 ３１(３５ ６) ＃

　 有一些焦虑ꎬ但不担心未完全掌

握(是)
６(２８ ６) 　 　 ３８(４３ ７)

　 因担心未能掌握而产生焦虑

(是)
１２(５７ １) 　 　 １８(２０ ７)

远程教学的缺点

　 注意力不集中(是) ７(３３ ３) 　 　 ７５(８６ ２) ＃＃

　 临床课属于实践课ꎬ不适合远程

教学(是)
１７(８１ ０)

　
　 　 ６０(６９ ０)
　

　 基础课太难ꎬ不适合远程教学

(是)∗∗

２１(１００) 　
　

　 　 ８５(９７ ７)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Ｃｈｉ ｓｑｕａｒｅ ｔｅｓｔꎻ ∗∗Ｆｉｓｈｅｒ ｔｅｓｔꎻ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ｔｅｓｔꎻ
＃Ｐ<０ ０５ꎬ＃＃Ｐ<０ ０１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ｒｅｌｕｃｔａｎｔ ｔｏ ｔａｋｅ ｗｅｂ￣ｂａｓｅ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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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永健　 ＣＯＶＩＤ￣１９ 流行期间远程教学对医学生的影响

３４ 位学生(３１％)认为目前的远程学习并未带

来焦虑ꎬ３０ 位学生(２８％)担心远程学习导致自己未

能全面掌握知识ꎮ 其余 ４４ 位学生(４１％)承认远程

学习带来了一定焦虑ꎬ但是并不担心自己没能全面

掌握知识ꎮ 感到焦虑的学生更不愿意日后选择远程

教学形式(１２ / ２１ꎬ５７％与 １８ / ８７ꎬ２１％ꎬＰ<０ ０１)ꎮ
６７ 名学生(６２％)认为远程教学的作业与面授

课程的作业负担相似ꎬ１７ 名学生认为远程教学的作

业负担多于面授课程ꎬ但也有 ２４ 名学生(２２％)远程

教学减轻了作业负担ꎮ 有趣的是ꎬ认为远程教学减

轻作业负担的学生更倾向于选择日后的远程学习方

式(８ / ２１ꎬ３８％与 ５９ / ８７ꎬ６８％ꎬＰ<０ ０５)ꎮ 不能集中

注意力是不选择远程教学的注意原因(７ / ２１ꎬ３３ ３％
与 ７５ / ８７ꎬ８６ ２％ꎬＰ<０ ００１)ꎮ

６９ 名学生(６４％)考虑看课程回放ꎬ其余 ３９ 名

学生(３６％)不会看课程回放ꎮ 关于课程回放的使

用比例ꎬ６２ 名学生(５７％)使用超过 ３０％ꎬ９１ 名学生

(８４％)认为自己能从课程回放中获益ꎮ 需要看课

程回放的原因中ꎬ４０ 名学生(３７％)由于当时未能听

懂而需要看课程回放ꎬ另有 ３９ 名学生(３６％)由于当

时有事耽误或是另有安排而看课程回放ꎻ还有 ５ 名

学生由于网速太差而需要看课程回放ꎮ 但是没有发

现课程回放的使用与否对于日后远程教学的选择产

生影响ꎮ
远程教学也有一些优势ꎬ包括以下方面:时间自

由ꎬ可以随时暂停和回放(９２ / １０８ꎬ８５％)ꎬ地点自由

(９０ / １０８ꎬ８３％)ꎬ舒适度高(６４ / １０８ꎬ５９％)ꎬ节约时间

(６０ / １０８ꎬ５６％)ꎮ 此外ꎬ学生还发现网络授课的 ＰＰＴ
更清晰ꎻ讨论相比实体课堂更开放ꎬ不容易尴尬ꎮ 但

是这些优点并未对学生日后选择远程教学产生

影响ꎮ

３　 讨论

医学的教育改革一直收到广泛关注ꎬ医学作

为一门实践科学ꎬ远程教学的有效性需要得到评

估ꎮ 新冠疫情导致全球学生不能复学ꎬ为远程医

学教育的评估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样本ꎮ 本研究对

疫情期间的中国医学生做了调查问卷ꎬ发现多数

学生愿意进行远程教学ꎬ且认为远程教学可以达

到 ８０％以上的面授效果ꎮ 影响远程教学效果的因

素主要是注意力不容易集中和网络不稳定ꎮ

以往学者提出ꎬ与其说是远程教育能否用于

医学教学ꎬ不如说是如何能做好网络教学[３] ꎮ 荟

萃分析研究发现ꎬ基于面授的远程教学能改善医

学的 学 习 效 果ꎬ 学 习 技 巧 甚 至 改 善 患 者 的 疗

效[４￣５] ꎮ ＣＯＶＩＤ￣１９ 的流行导致无法进行面授课

程ꎬ本研究利用此机会为医学生的远程教学评估

提供了依据ꎮ 如何能提高远程教学的效果ꎬ从本

研究中可以初现端倪ꎮ 为了能让网课更加稳定ꎬ
建议教师能提前录播ꎬ但是在课程全程进行互动ꎮ
此外ꎬ录播课程能反复回看可以让学生获得更好

的学习结果ꎮ 对课程进行成体系的设计ꎬ避免在

不同教师和课程间造成重复信息或是知识缺失对

课程效果也有帮助[６] ꎮ
为了避免课程效果不佳ꎬ对于实际操作课ꎬ不

宜网络授课ꎬ没有教师的现场指导可能导致学生

的小问题得不到及时解答ꎬ延误学习进程[７] ꎮ 对

自律性差的学生来说网络授课面临更大的挑战ꎮ
对于教师而言ꎬ课上提供一些问题ꎬ定期考核

将为学生提供了解自己掌握课程程度的机会ꎬ这
也会给学生的远程教学效果建立自信ꎮ

远程教学具有一些优点ꎬ解除了老师授课地

点和学生学习时间地点的限制ꎬ甚至能有更大的

授课范围ꎬ可以让偏远落后地区也能享受与发达

地区学生一样的教学资源ꎮ 前提是落后地区也

有良好 的 网 络 信 号ꎮ 国 外 也 有 研 究 发 现ꎬ 在

ＣＯＶＩＤ￣１９流行期间采用远程临床授课也有一定的

效果[１ꎬ６ꎬ ８￣１０] ꎮ 与以往的研究相似[２] ꎬ多数学生愿

意接受远程教学这种形式的教学[１１￣１２] ꎮ
本研究的局限性有以下方面:１)参与本研究

的多数受试者来自北京协和医学院ꎬ这些学生普

遍有较好的网络资源ꎬ因此本样本对于边远地区

学生不具有代表性ꎮ 但是ꎬ本研究的受试者学生

来自中国 ２５ 个省市自治区ꎬ因此具有一定的地域

代表性ꎮ ２)本研究的受试者人群主要来自北京协

和医学院ꎬ这也是中国最好的医学院之一ꎬ因此这些

学生普遍自律性较好ꎮ 因此本研究倾向于得出更利

于远程教学的结论ꎮ
总之ꎬＣＯＶＩＤ￣１９ 的全球流行可能趋于常态化和

慢性化ꎬ因此远程医学教学ꎬ甚至远程医疗ꎬ在今后

的医学中可能会发挥更重要的意义ꎮ 对于不同地域

甚至边远地区远程教学的可及性ꎬ使得远程医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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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医学与临床　 　 Ｂａｓｉｃ ＆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２１ ４１(８)

学不仅可以用于危机时刻ꎬ也可以用于正常的学习

和生活中ꎮ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ꎬ５Ｇ 的普及ꎬ远程教

学的网络信号稳定性不再成为限制网课效果的因素

时ꎬ经过良好设计的远程教学将为医学教育的普及

做出更好的贡献ꎮ

参考文献:

[１] Ｍｏｏｎｅｙ ＣＪꎬ Ｐｅｙｒｅ ＳＥꎬ Ｃｌａｒｋ ＮＳꎬ ｅｔ ａｌ. Ｒａｐｉｄ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ｏｎｌｉｎ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ｓｔｅｐｓ ａｎｄ ｕｎａｎ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Ｊ]. Ｍｅｄ Ｅｄｕｃꎬ ２０２０ꎬ ５４: ８５７￣８５８.

[２] Ｐｉｅｍｍｅ Ｔ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Ｊ]. ＪＡＭＡꎬ １９８８ꎬ ２６０: ３６７￣３７２.

[３] Ｃｏｏｋ ＤＡ. Ｗ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ｗｅ ｗｉｔｈ Ｗｅｂ￣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ｍｅｄ￣
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Ｊ]. Ｍｅｄ Ｔｅａｃｈꎬ ２００６ꎬ ２８: ５９４￣５９８.

[４] Ｃｏｏｋ ＤＡꎬ Ｌｅｖｉｎｓｏｎ ＡＪꎬ Ｇａｒｓｉｄｅ Ｓ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ｓ: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Ｊａ￣
ｍａꎬ ２００８ꎬ ３００: １１８１￣１１９６.

[５] Ｄｉｎｇ Ｙꎬ Ｚｈａｎｇ Ｐ.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ｗｅｂ￣ｂａｓｅ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ｉｎ ａ ｌａｒｇｅ ｃｌａｓｓ￣ｓｉｚｅ ｓｙｓ￣
ｔｅｍ: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Ｊ]. Ｎｕｒｓｅ Ｅｄｕｃ Ｐｒａｃｔꎬ ２０１８ꎬ
３１: １６１￣１６４.

[６] Ｌｉ ＣＨꎬ Ｒａｊａｍｏｈａｎ ＡＧꎬ Ａｃｈａｒｙａ ＰＴꎬ ｅｔ ａｌ.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ａｄ￣
ｏｕｔ: 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 [ Ｊ ]. Ａｃａｄ Ｒａｄｉｏｌꎬ ２０２０ꎬ ２７:
８７２￣８８１.

[７] ＯＤｏｈｅｒｔｙ Ｄꎬ Ｄｒｏｍｅｙ Ｍꎬ Ｌｏｕｇｈｅｅｄ Ｊꎬ ｅｔ ａｌ.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ｏｎｌ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 ｉｎｔｅ￣
ｇ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ｖｉｅｗ[Ｊ]. ＢＭＣ Ｍｅｄ Ｅｄｕｃꎬ ２０１８ꎬ １８: １３０.

[８] ＡｌＧａｅｅｄ Ｍꎬ Ｇｒｅｗａｌ Ｍꎬ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ＰＫꎬ ｅｔ ａｌ. ＣＯＶＩＤ￣
１９: 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Ｊ]. Ｊ Ｃｌｉｎ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ꎬ
２０２０ꎬ ７８: ４５２￣４５３.

[９] Ｓｔａｍｂｏｕｇｈ ＪＢꎬ Ｃｕｒｔｉｎ ＢＭꎬ Ｇｉｌｉｌｌａｎｄ ＪＭ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ｐａｓｔꎬ
ｐｒｅｓｅｎｔꎬ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ｏｒｔｈｏｐｅｄｉｃ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ｐａｎｄｅｍｉｃ[Ｊ]. Ｊ Ａｒｔｈｒｏｐｌａｓｔｙꎬ
２０２０ꎬ ３５: Ｓ６０￣Ｓ６４.

[１０] Ｔｈｅｏｒｅｔ Ｃꎬ Ｍｉｎｇ Ｘ. Ｏｕ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ｏｕｒ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ＶＩＤ￣１９ [ Ｊ].
Ｍｅｄ Ｅｄｕｃꎬ ２０２０ꎬ １２:ｅ７４９２. ｄｏｉ: １０.１１１１ / ｍｅｄｕ.１４１８１.

[１１] Ｄｈａｔｔ ＫＳꎬ Ｋａｌｉａｐｅｒｕｍａｌ Ｃ.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ｂ￣ｂａｓｅｄ 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ｎｌｉｎ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Ｉｒｉｓｈ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Ｃａｎ ｎｅｗ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ｂｅ ｉ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Ｊ]. Ｊ Ｎａｔ
Ｓｃｉ Ｂｉｏｌ Ｍｅｄꎬ ２０１４ꎬ ５: ４４５￣４４９.

[１２] Ｃｏｌｕｃｃｉ ＰＧꎬ Ｋｏｓｔａｎｄｙ Ｐꎬ Ｓｈｒａｕｎｅｒ ＷＲꎬ ｅｔ 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Ｗｅｂ￣ｂａｓｅ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ｒｏｂｕｓｔ 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ｔｏｏｌ ( ｒａｄｓｔａｘ ) ｆｏｒ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ａｎａｔｏｍｙ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 Ｊ]. Ａｃａｄ Ｒａｄｉｏｌꎬ ２０１５ꎬ ２２:
２４７￣２５５.

６４２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