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云课堂在儿科医师转岗培训中的应用”项目研究报告

欧明娥、吕波、李智高、刘晓颖、陈雅杏、冯炽光、汤之明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

肇庆市妇幼保健院、肇庆市端州区妇幼保健院）

为贯彻落实国家卫生节省委等 6部门《关于印发加强儿童医疗卫生服务改革

与发展意见的通知》（国卫医发[2016]21 号）及《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加强

儿童医疗卫生服务改革与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府函[2016]424 号）等政策

文件精神，2017 年 4 月，广东省卫生计生委印发了《广东省产科、儿科医生转

岗培训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广东省正式进入儿科医师转岗培训践行阶段。儿

科转岗医生培训有其特殊性，既不同于儿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医师，因为他们

已取得医师资格，有一定的临床经验，但也不同于儿科进修医师，因为他们转岗

前不一定是儿科医师，没有形成系统的儿科临床思维。因此，要使其取得儿科上

岗资格，在实践中进入儿科医师角色，成为称职的基层儿科医师，是转岗培训工

作的重点，亦是难点。本研究旨在在传统理论教学、师带徒等带教方法基础上增

加“随身课堂”，以期采取多元化的方式尽快培养出较多的合格的经规范化培训

过的儿科医生，适宜基层儿科需求，为目前的“儿科医生荒”解决燃眉之急。

一、制定可行性计划

（一）前期准备阶段（2018.7-2019.9）

1.进行了文献资料的查阅，完成查新工作，确定项目组参与人员及分工。肇

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联合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肇庆市妇幼保健院、肇庆市端州

区妇幼保健院三家医院组建肇庆市儿科医师转岗培训师资团队，理论授课由儿科

专业副高以上职称医生承担，临床实践由三家医院副高以上职称医生或取得中级

职称 5年以上的主治医师带教。

2.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网络教学中心技术人员对三家医院的带教老师进

行一对一培训辅导，确保师资团队每个老师掌握智慧职教云课堂的使用。

（二）项目实施阶段 （2019.9-2020.12）

（1）2019.9-2019.12 对儿科转岗人员进行现有儿科水平及专业需求调查。

通过文献查阅，现有儿科转岗人员问卷调查和个人访谈，了解儿科转岗需求。

（2）2020.1-2020.5 师资建设。



2

采用“专家请进来，教师送出去”的方法进行师资培训，由肇庆市第一人民

主办省级继续教育培训项目，把专家请进来开展师资培训，同时送骨干教师外出

进修、培训，培养其临床教学国内外先进教学理念，转变现有只是临床带教的传

统教学理念，适应时代要求；进行专业学习，适应儿科转岗培训内容教学。

（3）2020.6-2020.8 建立儿科医师转岗培训云课堂，建设有针对性的教学

资源及课程体系。

组织师资团队成员认真学习广东省儿科医生转岗培训大纲，对肇庆市三家基

地医院学习的现有儿科医师转岗培训学员进行学情分析，根据学情分析结果，对

儿科医师转岗培训课程进行课程设置，分工制作相应 PPT、微课资源，在智慧职

教云平台建立《儿科医师转岗培训》课程，上传课程线上资源，用于学员线上线

下培训。

（4）2020.9-2021.8 以云课堂为依托，进行儿科医师转岗教学、评价、管

理等。

①线下教学：根据《广东省儿科医师转岗培训大纲》制定教学计划。以集中

培训的方式进行理论面授课程，根据学情分析学员需求调查增开相关专题讲座。

以床边教学、模型教学方式进行儿科各项临床技能操作课程。

②线上教学：线下教学授课课件、图文、公开课视频、技能操作视频上传到

云课堂，并及时上传临床典型、特殊病例及临床路径、最新进展、诊疗指南等，

以备学员课后继续学习。并利用云课堂名师在线辅导、讨论、上交作业及考试等。

③评价与管理体系

通过云课堂学习行为数据的跟踪和分析进行学习者学习评价，并利用云课堂

教学质量与监督体系进行教学质量监控与管理。

对三家医院在院学员使用同一考核标准进行统一的线上理论级线下技能考

核。并提供线上资源供毕业学员培训后回原单位后学习。并对毕业学员进行回访

调查，调查毕业学员云课堂的使用反馈，以利于后续改进。

（三）经验总结，整理论文（2020.12-2021.6）总结三届学员培训经验，在

市内市外培训中推广，形成论文。

二、目标完成情况及解决的关键问题

1.2019 年 9 月-2020 年 6 月，组成了一校三院为合作单位的师资团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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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儿科医师转岗培训》云课堂的初步资源建设。

2.2020 年 6 月-2020 年 9 月，在智慧职教云平台建立了《儿科医师转岗培训》

课程，上传课程线上资源，用于学员线上线下培训。完成了儿科医师转岗培训在

院 45 名学员线上线下培训和考核，三家医院的联考促进了培训的同质化，同时，

利用智慧职教云平台尝试培训教学，并为毕业学院回原单位后提供资源共享及交

流平台。

3. 2020 年 9 月-2021 年 8 月，进一步完善了云课堂培训课程包的建设，正

式开展完成了儿科医师转岗培训新入院学员线上线下培训和考核。同时，对毕业

学员进行智慧职教云平台使用反馈调查，根据分析结果为对培训进行反思总结改

进。

三、项目取得的成果

经过三年的研究实践，在项目组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研究任务，

基本达到了预期目标，形成了一系列的项目成果。

1.形成了一套线上线下混合式新型儿科医师转岗培训模式。

2.形成了《儿科医师转岗培训》课程云课堂课程包

3.总结经验，形成了论文 1篇，《云课堂在儿科医师转岗培训中的应用》于 2021

年 4 月发表在《中国医学教育技术》杂志。

四、取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1. 形成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新型儿科医师转岗培训模式，为继续教育培训提供可

移植的范式。

2. 形成的《儿科医师转岗培训》课程云课堂，为儿科医师终身学习交流提供了

云平台。

3.短期内为肇庆市输出了 60 余名儿科转岗医师，为解决肇庆市儿科医师紧缺、

转岗医师短期内儿科临床思维的形成做出了一定贡献。

五、项目建设的一些体会

1. “云课堂”是信息化时代衍生的产物，具有突破传统“教与学”必须发

生在特定时间和空间的局限的优势。云课堂在儿科医师转岗培训中的应用培训模

式，可使资源共享、终生学习，有效利用三级医院资源促进基层儿科医生继续教

育。如病例讨论版块，学员们不仅在转岗培训中可以学习所在培训医院的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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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可以在云课堂共享学习其他培训医院的病例，甚至在转岗培训后回到工作单

位也可共享学习转岗培训医院的病例。特别在疫情防控时期，儿科医师转岗培训

云课堂中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专项培训课程的推送，也实现了在训学员

和毕业学员在云课堂的相关学习。

2.基层医院特别是非医学院校附属医院的带教老师带教理念相对医学院校

附属医院偏弱，需让其转变观念，教学相长，合理安排时间，利用“云课堂”，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在各个科室设置教学主任和教学秘书来协调帮助解

决云课堂教学相关问题同时，可联合当地医学院校，利用学校师资、技术团队，

分工合作，有的放矢，从而高效运行师资，维持云课堂的良好运转。

六、需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在儿科这一特殊环境，良好的医患沟通和人文关怀的能获取医疗服务较高的

满意度，同时也能更好地利用病例资源进行学习。从考核过程看，年资高的学员

在儿科医患沟通和人文关怀方面明显优于年资低的学员，这提示不仅需要在操作

考核中涉及评价标准，还应从源头着手，在“云课堂”设置儿科医学人文版块，

通过视频、文档的学习，通过对病例进行医学人文要点的讨论，进行相关内容的

情景式训练和考核，达到学员意识和行为的改变。由于时间短，云课堂在儿科医

师转岗培训中的应用还需在今后通过不断地实践和反馈，获得更有效地评价体

系。

项目研究组成员

二〇二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