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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工智能语言处理机器人ChatGPT（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自推出以来，已经受到教育界

的广泛关注。ChatGPT可以在医学教育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可能的应用包括帮助教师设计个性化教学场景、提升学生临

床实际问题解决能力和提升教学研究效率等。随着科技的发展，像ChatGPT这样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必然将深入融合

到更多医学场景中，并进一步提升医疗服务的效率和质量，让医生有更多的时间与患者沟通交流及实施个性化健康管

理。本文作者提出应前瞻性地思考如何培养新医科专业人才，帮助更多的医学专业人员提升对人工智能发展的认知度，

做好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挑战的准备。医学教师应注重引导学生在正确的场景下使用人工智能工具，防止缺乏甄别能力

的滥用和依赖。教师应加强医学生在临床思维、自主学习和临床实操能力方面的提升，突出医学生对身心同一论哲学内

涵、整体医学思维和系统医学思维的理解，重点提升医学生的人文素养，培养共情能力和沟通能力，不断提升医学生满足

个性化、精准性诊疗需求的能力，以更好地适应未来新医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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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ver  since  its  official  launch,  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  or  ChatGPT,  a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tool driven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echnology,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from the education
community. ChatGPT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ield of medical education, with its potential applications ranging
from assisting teachers in designing individualized teaching scenarios to enhancing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for solving
clinical  problems and improving teaching and research efficiency.  With the developments in technology,  it  is  inevitable
that ChatGPT, or other generative AI models,  will  be thoroughly integrated in more and more medical  contexts,  which
will further enhance the efficiency and quality of medical services and allow doctors to spend more time interacting with
patients  and  implement  personalized  health  management.  Herein,  we  suggested  that  proactive  reflections  be  made  to
figure out  the best  way to  cultivate  health professional  in  the context  of  New Medical  Education,  to  help more medical
professionals  enhance  their  understanding  of  development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o  make  preparations  for  the
challenges  that  will  emerge  in  the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Medical  educators  should  focus  on  guiding
students to make proper use of AI tools in the appropriate context, thereby prevening abuse or overreliance caused by a
lack of discrimating ability. Teachers should focus on helping medical students make improvements in clinical reasoning
skills,  self-directed  learning,  and  clinical  practical  skills.  Teachers  should  stress  the  importance  for  medical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mind-body  unity  concept,  holistic  medical  thinking,  and  systematic
medical  thinking.  It  is  important  to  enhance  medical  students'  humanistic  qualities,  cultivate  their  empathy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continually enhance their ability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individualized precisio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so that they will better adapt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s in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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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tGPT （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

是一种大型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s, LLMs），可以

在预先训练后使用自然语言和人类进行交互的一种人工

智能聊天机器人。C h a t G P T于2 0 2 2年1 1月由美国

OpenAI公司推出，可以回答连续问题、挑战不正确的前

提并拒绝不适当的请求，颠覆了传统聊天机器人的功

能。ChatGPT还能嵌入多种应用软件中，用于语言翻译、

文本摘要和对话系统等，提升语言类、文字类工作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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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ChatGPT的活跃用户在其推出两个月后就达到1亿

人次，而App应用市场排名第二的TikTok用了13个月才达

到这个数量。

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可能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重大转

变。一项研究称，ChatGPT可以影响美国80%劳动力中

10%的工作任务，约15%的工作任务可以在相同质量水平

下更快地完成；当ChatGPT嵌入现有软件和计算机应用

后，有47%～56%的工作效率将得到提升，会产生重大的

经济、社会和政策影响[1]。由于还无法评估这种AI将对

人类社会发展造成何种长期影响，目前多位科技公司高

管和顶级AI研究人员正呼吁至少暂停6个月对新AI工具

的快速开发，以制定防止高风险AI技术产生潜在危害的

应对策略[2]。

医学教育是为了培养未来的专业医务人员，了解AI

在目前医学领域的应用有利于制定医学教育的目标和内

容。ChatGPT仅是AI的一种语言类模型，在ChatGPT之

前，AI就已以多种方式深入医学领域，包括协助发现可能

影响公众健康的爆发性传染病；辅助分析临床、遗传、影

像图片等多模态数据，对疾病进行辅助诊断；接替重复性

和劳动密集型的工作任务，减少由医生疲劳而导致的错

误；开展疾病预测、干预和管理；协助医生开展微创手术；

协助医院开展业务运营等[3-4]。

根据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一种创新技术在刚起

步时受到认知水平、实施条件、大众接受程度等因素影

响，使用人数较少，扩散过程相对迟缓；当使用者比例达

到临界值后，创新扩散过程就会快速增加[5]。ChatGPT代

表AI发展趋势，由于其使用的自然语言更符合人类日常

生活场景和语言习惯，将使创新技术扩散速度大幅度提

升。在ChatGPT出现之前，AI创新技术在医学领域的应

用主要集中在高级别大型教学医院，扩散速度以“年”为

单位。随着ChatGPT的出现，某些AI应用的扩散速度可

能将按照“月”“天”为时间单位，AI将迅速渗透到医疗各

个领域和不同层次开展广泛应用。

以AI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兴起，AI在医学

界广泛应用已是大势所趋，在此背景下积极推进我国新

医科建设是培养适应AI时代发展医学生的重要举措[6]。

我们应前瞻性地思考如何培养“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

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

新医科专业人才，帮助更多的医学专业人员提升对AI发

展的认知度，做好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挑战的准备。在

本文中，我们将对ChatGPT在医学教育领域可以发挥的

作用和潜在影响进行分析，并对新医科战略下的医学教

育培养内容、培养模式和培养重点展开思考，提出未来医

学教育培养的战略方向。

 1     ChatGPT对传统教育的影响

ChatGPT是一种语言类模型，其语言、文字属性必然

对以提交书面作业和书面考试为主的传统教育产生重要

影响。目前已经有多所大学明令禁止学生使用ChatGPT

完成作业；在学术界，一些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也

拒绝投稿人将ChatGPT列为作者[7-8]。

ChatGPT对传统教育行业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有利

的一面在于教师可以利用ChatGPT强大的智能处理功能

提升教学工作效率，如设计课程、设计测验和自定义辅导

工具等[9]。对于学生来说，他们可以利用ChatGPT更高效

地生成学习辅助材料，节约资料收集时间转而用于理解

和扩展所学知识。不利的一面在于ChatGPT可能在没有

监督的情况下输出有害和带有偏见的“幻觉”内容，学生

可能难以对生成内容的真实性进行分辨。学生还可能对

ChatGPT产生过度依赖，将学习过程扁平化、碎片化，不

利于进行系统学习和深入思考。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应

该在学生独立使用这些工具之前，让他们充分了解

ChatGPT等AI工具的优势和局限性。

 2     ChatGPT在医学及医学教育领域的应用

ChatGPT将进一步提升AI在医学领域使用的深度和

广度，包括将医疗保健应用场景从院内转移到院外，在家

庭和社区的场景下开展更广泛的健康管理；对个人健康

进行实时监测和预警提示，并根据个人疾病风险状况和

行为模式提供有针对性的健康建议等[10]。经过专业型发

展后的ChatGPT 可以帮助医生提升继续教育效率，帮助

快速查找相关的疾病信息和最新的医学研究，改善医生

诊断效率，帮助医生提供优质服务。

在医学教育领域，ChatGPT潜在的应用包括帮助医

学院教师对医学理论知识进行汇总和深度分析，提升信

息获取效率；在教师的指令下生成具体场景中的临床模

拟任务，帮助学生参与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扩展医学知

识边界，更广泛地打破时间和地域的限制，让基层医务工

作者同样可以及时接触到最新的循证医学知识，以便为

患者提供连续性和同质化的医疗服务和健康管理[11]。

ChatGPT在辅助培养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方面同样

可以发挥优势，包括生成医学3D图片、及时提供扩展信

息等，帮助学生理解医学基础知识；生成患者案例测试场

景帮助医学生提高临床问诊技能；生成个性化学习场景

帮助医学生深入理解教学内容；帮助学生更便捷和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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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进行meta分析、获取临床指南等信息[12]。在AI的帮助

下，医学生可以随时随地随身获取需要的知识，医学教育

的效率将进一步得到提升，医学生学习的内容和模式也

将发生改变。

 3     AI对未来医学教育的影响及思考

ChatGPT已经展现出汇总和应用基础医学知识的潜

能。在一项测试中，ChatGPT在没有事先训练的情况下

以“合格”分数通过美国执业医师考试[13]，显示出强大的

学习能力和应用潜能。在进一步迭代更新后，ChatGPT

等AI模型将对未来的医学和医学教育产生重大影响。

AI将改变医学教育的知识边界和方式，整个医学教育业

态也将面临重塑。为培养更符合AI时代背景下的医学

生，本文从以下几点提出思考：

 3.1    注重医学生批判性临床思维能力的培养

AI时代来临，医学知识和信息获取方式将发生深刻

改变，这将使医学生的学习方式和学习过程产生变革。

学生不再需要记住所有的医学基础知识，医学生将从死

记硬背和信息查找中适度解放出来，所以需要重塑基础

医学教育模式和知识技能体系。医学教育应更加关注学

生对医学知识内在规律和医学理论逻辑之间的理解能

力，重视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

培养临床思维能力就是培养医学生通过采集、分析

和汇总患者所有可用数据和信息，利用所学医学知识、经

验和直觉，制定诊断方案、估计预后和实施治疗策略的能

力[14]。培养临床思维的核心是培养学生具备批判思维、

系统思维和整体思维，教会学生采用提问、分析、综合、

解释、推理、归纳和演绎推理、直觉、应用和创造力解决

实际临床问题。AI只能通过现有知识进行结果的概率判

断，仍然无法对未知知识进行创造性理解和加工，因此临

床思维是医学生在AI时代需要具备的重要核心胜任力。

 3.2    提升对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自主学习能力是指由学习者主动分析他们的学习需

要、策划学习目标、辨析学习资源、选取合适的学习策略

及评估他们的学习成果[15]。自主学习能力是医学生核心

胜任力中终身学习的重要能力之一。AI可以帮助学生提

高效率，但是学生仍然需要自己把握学习目标、学习内容

和学习进度。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培养学生驾驭

AI工具的能力，引导学生对AI工具进行审视，以防止缺乏

甄别的滥用和依赖等。同时，还需要增加学生对AI交叉

学科基础知识以及对AI本身的理解和运用能力。AI发展

基础是物理、计算机、数学等学科，应培养医学生对这些

相关基础学科的重视和理解，有利于深入了解AI背后的

逻辑并加以运用。

 3.3    强化医学生差异化临床实践能力的培养

AI可以将医生从简单记忆和通用知识与行动中解放

出来，将更多的时间用于为患者提供差异化、个体化、精

细化的临床护理实践。未来个性化医疗需求发展，将对

医生医学人文、临床操作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AI可以

提供辅助诊断或识别医学图像，但无法代替医生亲自对

患者的照护。在医学教育阶段应对不同专业的学生进行

针对性培养，对外科性质的医学生，应将培养重点拓展到

对AI操作技术手段的使用，如使用手术机器人、三维重

建等交叉学科的新型技术来提供更精准医疗服务并最小

化对患者的身心伤害。对内科性质的医生，培养重点应

放在如何使用AI工具对患者进行基于全生命周期数据基

础的健康管理能力，提升对未发生疾病的预测干预能力，

对重大疾病的精细分类和治疗康复能力，解决患者个性

化和精确性诊疗康复需求的能力，以及促进患者回归社

会和适应环境需求的能力。

 3.4    重视医学生为患者提供个性化诊疗能力的培养

在AI时代，患者会更加注重个性化的医疗服务体验

和精准化治疗。目前ChatGPT只能根据广泛的互联网知

识生成通识性内容，在结合患者个体特征进行预判时常

会产生概念偏差。一名优秀的医生可以综合患者个体基

因分型、生理特征、行为习惯、心理特征、人口学特征、

社会环境特征和所处的自然环境特征等，对诊疗策略、治

疗方式及连续性护理方式进行精细化判断。在AI时代

中，医生更应该具备超越AI的综合判断理念，对患者的个

体化特征进行识别和标记，积极推动患者的医、技、护一

体化融合服务。这不仅是创新医疗服务模式，更是医生

可以领先于AI的关键所在。教师在培养医学生时，应教

导学生更加关注患者的个体异质性，并提升跨学科融合

实施能力，注重提供个性化、人性化的细分领域的新医疗

服务。

 3.5    提升医学生对整体医学和系统医学的理解

健康不仅是身体没有病痛，更是心理健康和良好社

会适应能力。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

具有一致性[16]。医学生要特别深刻领会身心同一的哲学

内涵，不仅要关注单一器官和专科疾病的诊疗，更要关注

人作为一个身心整体的功能完善。随着AI时代到来，医

学大数据背景下的医学模式也正在从“生物-心理-社会”

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自然”模式，独立学科下的

诊疗方式将向整体医学和系统医学发展。在科技发展推

动医学模式发生变革的情况下，医学教育应该更注重培

养学生“以人为本”的整体医学观，更注重培养具备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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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思维能力和全生命周期健康观的复合型医学人才。

 3.6    加强对医学生人文素养能力的全面提升

AI有智能没有智慧，有智商没有情商，而医学需要能

整合医学知识的人，这一点AI短期内难以超越人类。

AI发展得再高级，一定时期内难以像人一样感知特定人

文环境中涉及人与人关系的个人身心状态，更无法代替

人和人之间的共情交流。未来的医学教育应更重视医学

生对患者健康的整体照护，培养学生具备医学人文关怀

的能力。重点引导学生关心人之为人的精神问题，注重

自我与他人精神的发展；引导学生加强对人性的关注和

理解，从人的自身需求、人的欲望出发，满足人的需求，维

护人的利益，从而达到对人权的基本尊重。教师应教导

学生不断开拓精神自由空间，陶冶情操，铸炼人格，在发

展个人爱好兴趣中充实与发展个性，提高精神境界，发掘

与发展自己的想象力、审美力、思维能力与创造力。

 4     结语

ChatGPT将提高AI领域创新技术扩散的效率，我们

正在见证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下信息技术、机器学习和

AI的巨大飞跃。AI将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深刻变革，也

给新医科医学人才培养带来机会和挑战。医学教育的目

标是培养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合格医生，只有对AI进行

负责任和深思熟虑的分析，这些模型才能成为增强医学

教育的重要工具，而不会成为取代人类专业知识水平的

威胁。我们应以开放的心态看待和采纳这些变化，主动

适应科技发展的新时代，积极学习和审视AI的优势与局

限，以充分利用它们来改善医学教育质量，培养更加符合

时代发展的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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