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谈医院信息中心的实习带教 

李建鹏 （广东省人民医院） 

 

摘要： 毕业实习是医学信息专业教学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信息中心（信息科）则是该专

业学生不可缺少的重要实习科室，承担着医学信息专业学生的主要实习任务。然而医学信息专业

虽然发展多年，国内各大医院也不断接收该专业的学生到信息中心实习，然而对于该专业的实习

带教，却仍然缺乏可借鉴的成熟经验。本文结合笔者以往的实习体会，以及近年来在信息中心的

实习带教实践，谈谈一些看法，以望为医学信息专业人才的培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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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信息专业是一门综合性、应用性、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到医院各相

关部门轮转实习。医院的信息中心（信息科）是医学信息专业不可缺少的重要实习科室，其承担

着医学信息专业学生的主要实习任务，可以称得上专业对口实习。专业实习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由知识向能力转化的过程，是学校教育的深化和延续，在专业的教学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本

文结合笔者近年来在信息中心的实习带教实践，谈谈体会，以便为医学信息专业人才的培养提供

参考。 

 

1、 医学信息专业实习的带教要求 

我院信息中心的带教目标是通过实习带教，使学生进一步理解巩固大量的理论知识，培养学

生独立思考问题、独立分析问题、独立处理问题的工作能力和科学思维方法，掌握医院信息管理

系统的建设、运行、维护等工作过程，为成为一名合格信息技术人员打下良好的基础。 

带教是老师与学生之间“传道、授业、解惑”活动，在培养一名优秀信息技术人员过程中，

带教老师占有主导地位，因此对带教的要求也就是对老师和学生的要求。 

（1）、对带教老师的要求 

只有高素质的教师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带教老师是实习生专业实践的启蒙者，其素质

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带教质量。信息中心工程师不但肩负着导师的专职，同时有着自身的职责，所

以，应具有高度的敬业精神和责任心。带教老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授者，也是实习生的道德榜样，

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对实习生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对实习生以后的生活、工作都会产生巨大影



响。只有热爱本职专业、热心带教工作、精通业务、有奉献精神、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的带教老

师才能给实习生一个良好的表率。 

此外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带教老师如不提高自身素质，不但难于满足实习生的要求，而且无

法适应时代的需要。所以要求带教老师不断加强专业知识和业务的学习，掌握信息专业的新知识、

新技术，了解本专业的发展水平，相关社会人文科学知识等，不断丰富完善自己。 

（2）、对学生的要求 

学生一进入本中心，便被告知要以一名正式工作人员的角色参与到科室的工作中来，一切按

照正式工作人员的要求来为自己定位。除了要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外，在工作学习中必须抛弃在校

时老师讲什么就听什么的习惯，杜绝学习的依赖性，培养学习主动性，同时要谦虚谨慎、诚实踏

实、循序渐进、敢于实践、不懂就问，尽量杜绝差错，如有差错应立即向带教老师报告，以便及

时解决问题。 

 

2、医学信息专业实习的带教方式 

因为是新兴的专业，所以实习的带教方式缺少强有力的借鉴经验，以致“百花争鸣”，各有

各的“刷子”。当然我们并不是排斥多样化的带教方式，只是现有的这些带教方式还存在种种问

题。例如一部分带教老师只注重操作能力而忽略了理论，使得实习生只懂得做而不懂得思考，很

多操作、很多问题的解决，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一部分老师认为实习生不懂或觉得动作慢，

凡事亲力亲为，使得实习生的动手机会很少，甚至为零；一部分老师在带教中过于刻板，不知变

通，带学方式一成不变，不能因人而异、因材施教，使实习生的潜能不能更好的发挥；还有就是

不注重实习生的思维能力，不能更好的带动实习生学习的积极性。 

那么什么才是有效的带教方式呢？ 

首先，带教老师要善于计划、善于总结。 

老师可以根据按照实习大纲的具体要求、实习时间及本科室的特点和教科书上的相关内容来

制定的带教计划，以便带教工作能够有条有理的进行。 

至于总结，一般是总结以往带教中自己和学生存在的问题，对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得出解决

方法，然后归纳出更好的教学方式。 

 

其次，分阶段、循序渐进的对实习生进行教育。阶段的时间划分，老师可以根据实习生的实

际情况，因人而定、因材而定、因时而定，这可以在制定计划的时候完成。一般来说可以分为三

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了解和认识阶段。这一阶段带教老师应给实习生简单介绍医院信息管理系统的建

设现状和日常维护工作过程，并提供操作说明和电脑，让实习生熟悉一下各个系统的操作。我科

设有测试用机十余台，基本上都能够满足实习生熟悉系统操作的需求。 

第二阶段是学习和模仿阶段。这一阶段老师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应及时讲解有关知识，同时可

以在交流中，将自己在日常工作所得的知识传授给实习生，向其提供成功的经验。 

在处理问题时，老师做、学生看，具体的做法是：老师边做边解说，学生一边认真看认真听，

一边认真思考，有疑问可以在老师解决了问题后，向老师请教。鉴于医疗服务的实际情况，一般

不建议学生在老师为用户解决问题时发问，以免影响工作效率。在解答学生疑问时，老师要善于

启发学生思考，激发其寻求信息的责任感，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这一阶段中后期，要给予学生自

己动手处理问题的机会，老师“放手不放眼”，在旁观看并指导，及时纠正不足之处。 

此外，学生还应该学习带教老师与客户沟通的能力，学习处理用户需求、分析需求的能力。

一般，用户会提出各种合理的和不合理的需求，怎么去实现这些需求？需要那些部门进行协调？

对于不合理的需求，怎么去沟通和疏导？这都是学习的关键。 

第三阶段是独立实践和发展阶段。经过第二阶段后，学生一般都具备了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所以这一阶段起，老师应该大胆放手，让学生自己独立去实践、独立去解决问题。碰到难题，学

生应该谦虚请教老师，或请求老师支援。实践不是埋头苦干，要勤于思考，以便总结经验，鉴于

信息技术的特色，追求的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再次，尽量创造机会给学生授课。可以是技术培训，也可以是信息系统介绍。科室员工的培

训，实习生也应该积极参与。 

 

3、 做实习生的良师益友。 

由于信息中心的工程师都比较年轻，与实习生的年龄差距小，因此有很多共同语言。但带教

老师要把握好这个度，以免失去应有的威严，影响工作和带教质量。在工作学习中是师生、在生

活中是朋友的这种“亦师亦友”关系方式更能促进师生感情，有利于沟通及提高实习生学习积极

性。我们反对威严但缺乏人情味，可敬但不可亲的带教老师形象。 

在我院信息中心，实习生和带教老师经常一起活动，例如打球、爬山、当电脑维修义工等，

双方都共同参与，这对师生良好关系的培养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电脑维修义工等活动也为实习

生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实践经历。 

 



医学信息专业实习阶段是从一名学生过渡到一个合格工作者的转轨阶段，如何保证实习效

率，如何培养出医学信息人才，使之适应日益加激的社会竞争，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路

漫漫兮，其修远矣”，有待大家齐心协力，上下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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