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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在大数据时代和“新医科”建设背景下，分析R语言在我国高校预防医学专业教学中的应用现状，

为深入开展预防医学专业教学改革提供基础数据。方法：在全国范围内随机抽取六所开设预防医学专业

的高校作为研究现场开展现况调查，了解我国高校预防医学专业教学中R语言课程的开设情况，通过问

卷调查分析学生的R语言使用情况、学习现状、专业需求等。结果：六所高校中仅有两所高校面向预防

医学专业学生开设了R语言相关课程，修读课程的学生对本校R语言课程教学的认可程度较高。整体来看，

预防医学专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R语言的需求大，但自我评价熟悉度欠缺，学习途径分散，自学难度

较大。结论：R语言是我国高校预防医学专业教学的必要工具和内容，但目前融合度相对欠缺。建议高

校针对预防医学专业学生开设R语言相关课程，提高学生使用R语言解决实际专业问题的能力，助力培养

高质量应用型医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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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era of big dat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Medical 
Science”, this study aimed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s of R language in the teaching of preventive 
medicine in China’s universities, and provide basic data for the teaching reform of preventive 
medicine. Methods: We randomly selected six universities with the major of preventive medicine 
as the research sites to investigate the applications of R language in the teaching of preventive 
medicine, as well as the use, learning status, and professional needs of R language among students. 
Results: Only 2 of the 6 universities offered R language courses for preventive medicine students, 
and the students who took the courses had a high degree of recognition of the R language course in 
their own universities. On the whole, preventive medicine students had a great demand for the R 
language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However, their self-evaluation of familiarity with the R language 
was insufficient. They thought the ways to learn the R language were scattered, and the self-study 
was difficult. Conclusion: R language is a necessary tool and content in the teaching of preventive 
medicine in China’s universities, but it is relatively lacking in integration at present. It is suggested 
that universities may need to offer R language courses for preventive medicine students to im-
prove their ability to use R language to solve practical professional problems and help cultivate 
high-quality applied medical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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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各行各业都越来越重视数据管理和分析，尤其是预防医学专业所在的公共卫生

领域。掌握先进的数据处理技术，不仅是为了完成大数据时代的数据分析任务，更是为了响应国家“新

医科”建设，培养社会需要的高质量应用型公共卫生人才。R 语言作为一款免费开源的软件，几乎可以

完成任何类型的数据分析工作，并且有高水平的绘图功能，在数据分析领域已经被广泛使用[1]。随着 R
语言的快速发展，许多专属公共卫生领域的程序包应运而生，如运用 R 语言分析影响人群健康的危险因

素[2]、通过机器学习对不良健康结局进行预测等[3]，这都将极大地提高分析复杂医学数据的效率。然而，

R 语言作为一门编程语言，对于医学生而言存在一定的学习难度。因此，为全面了解 R 语言在我国高校

预防医学专业教学中的应用现状，本研究选取我国开设预防医学专业的高校作为研究现场，对学生学习

R 语言的情况以及高校 R 语言课程的开课情况进行调研，针对当前预防医学专业 R 语言教学中存在的问

题与不足提出改进建议，以期为我国高校预防医学专业教学改革提供基础数据和思路参考。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选择 

本研究的目标院校为参与第四轮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学科评估并取得评级的院校，共 37 所。采用无

放回随机抽样的方式选择 6 所高校作为备选调研高校，并且需满足备选高校的评级结果各不相同。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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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抽样结果按照评估等级以大写字母编号排序如下：A 大学(A+)、B 大学(A−)、C 大学(B+)、D 大学(B−)、
E 大学(C+)、F 大学(C)。本研究的备选研究对象为上述 6 所高校预防医学专业的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

博士研究生。 

2.2. 问卷设计 

本研究依托“问卷星”平台，自行设计了“R 语言在我国高校预防医学专业教学中的应用现状”调

查问卷，问卷问题主要涵盖：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R 语言使用情况、R 语言学习情况、R 语言课程开

展情况、对 R 语言课程的反馈等 5 个方面的调研内容，共计 19 个题目(表 1)。 
 
Table 1. The content of questionnaire 
表 1. 问卷调查内容 

问题方面 题号 题目内容 题目类型 

基本信息 

1 您目前就读的学校 填空题 

2 您目前所处的教育阶段 单选题 

3 您的专业(方向) 单选题 

R 语言使用情况 

4 您是否听说过 R 语言 单选题 

5 您是否使用过 R 语言进行数据分析等操作 单选题 

6 您目前最常用的统计分析软件是 单选题 

7 您选择 R 语言的原因是 多选题 

8 您没有选择 R 语言的原因是 多选题 

9 您目前使用 R 的时间 单选题 

10 您一般使用 R 语言进行哪些操作 多选题 

R 语言学习情况 
11 您目前学习 R 语言的情况 单选题 

12 您目前对 R 语言的熟悉程度 分值题 

R 语言课程开展情况 

13 您此前是否了解学校的 R 语言课程 单选题 

14 您是否上过学校开设的 R 语言课程 单选题 

15 您参与过的 R 语言课程授课形式 多选题 

16 您认为目前学校开设的 R 语言课程所覆盖的知识点对您是否有用 单选题 

对 R 语言课程的反馈 

17 您希望的授课形式 多选题 

18 您希望在 R 语言课程中学到的内容 多选题 

19 您是否会向周围的同学推荐使用 R 语言进行统计分析 单选题 

2.3. 数据收集与分析 

本研究于 2022 年 9 月 1 日~2023 年 6 月 30 日期间，通过微信、QQ 等社交媒体向 6 所高校预防医学

专业的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发放调查问卷，问卷均采取不记名的形式填写。借助“问卷星”

平台回收并导出调查问卷。采用 R 4.2.2 软件对调查问卷结果进行整理和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研究对象基本信息 

本研究共计回收有效问卷 425 份，其中来自本科生的问卷 262 份，硕士研究生的问卷 132 份，博士

研究生的问卷 31 份。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如表 2 所示。从研究对象所在学校来看，425 名医学生中半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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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来自评级为 B+的 C 大学，占全体学生的 53.6%。从研究对象所在专业来看，绝大多数学生就读于预

防医学、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公共卫生等公共卫生领域相关专业(97.9%)；其中，本科生大多就读于预

防医学专业(95.4%)，硕士研究生主要就读于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专业(44.7%)和公共卫生专业(25.8%)，
博士研究生主要就读于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专业(74.2%)。 
 
Table 2. Basic information on the subjects 
表 2. 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 

 全体学生 本科 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 

参与调查的人数，n 425 262 132 31 

所在学校(评级)，n (%)  

A 大学(A+) 28 (6.6) 18 (6.9) 9 (6.8) 1 (3.2) 

B 大学(A−) 25 (5.9) 16 (6.1) 7 (5.3) 2 (6.5) 

C 大学(B+) 228 (53.6) 107 (40.8) 96 (72.7) 25 (80.6) 

D 大学(B−) 84 (19.8) 66 (25.2) 15 (11.4) 3 (9.7) 

E 大学(C+) 28 (6.6) 28 (10.7) 0 (0.0) 0 (0.0) 

F 大学(C) 32 (7.5) 27 (10.3) 5 (3.8) 0 (0.0) 

所在专业，n (%)  

预防医学 253 (59.5) 250 (95.4) 3 (2.3) 0 (0.0) 

公共卫生 34 (8.0) 0 (0.0) 34 (25.8) 0 (0.0) 

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 7 (1.6) 0 (0.0) 6 (4.5) 1 (3.2) 

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 15 (3.5) 0 (0.0) 12 (9.1) 3 (9.7) 

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 86 (20.2) 4 (1.5) 59 (44.7) 23 (74.2) 

卫生毒理学 4 (0.9) 0 (0.0) 2 (1.5) 2 (6.5)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9 (2.1) 0 (0.0) 8 (6.1) 1 (3.2)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学 9 (2.1) 3 (1.1) 5 (3.8) 1 (3.2) 

卫生检验 1 (0.2) 0 (0.0) 1 (0.8) 0 (0.0) 

临床医学 2 (0.5) 2 (0.8) 0 (0.0) 0 (0.0) 

全球卫生学 1 (0.2) 0 (0.0) 1 (0.8) 0 (0.0) 

医学信息学 1 (0.2) 1 (0.4) 0 (0.0) 0 (0.0) 

中医学 1 (0.2) 1 (0.4) 0 (0.0) 0 (0.0) 

其他 2 (0.5) 1 (0.4) 1 (0.8) 0 (0.0) 

3.2. R 语言的使用现状 

不同教育阶段的医学生使用 R 语言进行统计分析的情况如表 3 所示。在所有研究对象中，有 372 人

听说过 R 语言，占总人数的 87.5%。在这 372 人中，62.4%的学生使用过 R 语言。进一步在使用过 R 语

言的学生中调查得知，仅有 36.7%的学生表示最常用的统计软件是 R 语言；其中，硕士研究生、博士研

究生 R 语言的使用率较高，分别占其总数的 65.8%和 61.3%，而本科生 R 语言的使用率较低，仅占本科

生总数的 21.4%。从使用 R 语言的时间来看，学生整体使用 R 语言的时间较长，使用时间在 1 年以上者

超过半数(55.8%)；其中，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R 语言使用时间的分布与整体的分布相似，而大多数

本科生使用 R 语言的时间不超过一年(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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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The use of R language 
表 3. R 语言的使用情况 

 全体学生 本科 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 

是否听说过 R 语言，n (%)  

是 372 (87.5) 210 (80.2) 131 (99.2) 31 (100.0) 

否 53 (12.5) 52 (19.8) 1 (0.8) 0 (0.0) 

是否使用过 R 语言，n (%)  

是 232 (62.4) 92 (43.8) 110 (84.0) 30 (96.8) 

否 140 (37.6) 118 (56.2) 21 (16.0) 1 (3.2) 

最常用的统计软件是否是 R 语言，n (%)  

是 156 (36.7) 56 (21.4) 81 (65.8) 19 (61.3) 

否 269 (63.3) 206 (78.6) 45 (34.2) 12 (38.7) 

使用 R 语言的时间，n (%)  

<6 个月 29 (18.6) 23 (41.1) 6 (7.4) 0 (0.0) 

6 个月~1 年 40 (25.6) 13 (23.2) 24 (29.6) 3 (15.8) 

1~2 年 36 (23.1) 11 (19.6) 21 (25.9) 4 (21.1) 

2 年以上 51 (32.7) 9 (16.1) 30 (37.0) 12 (63.2) 
 

 
Figure 1. The reasons why students choose R language and why they do not choose R language 
图 1. 学生选择 R 语言的原因和没有选择 R 语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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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同教育阶段学生回答的有关“选择/没有选择 R 语言的原因”问卷调查数据进行比较，发现硕士、

博士研究生选择 R 语言的原因排名前三位的均是“软件开源且免费易获得”、“较为全面可以分析各种

类型的数据”和“绘图精美”；反之，本科生没有选择 R 语言的原因排名前三位的是“没有了解过 R 语

言”、“目前学习阶段暂时不需要使用统计分析软件”和“R 语言学习有困难未得到解决导致停滞不前”

(图 1)。 
对不同教育阶段学生回答的有关“使用 R 语言进行的操作”问卷调查数据进行比较，可知本科生、

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使用 R 语言最常进行的操作前三名均是“统计分析”、“R 语言绘图”和“数

据清洗及处理”，上述三个方面的操作都是开展医学数据分析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图 2)。 
 

 
Figure 2. Operations performed in R language 
图 2. 使用 R 语言进行的操作 

3.3. R 语言的学习现状 

为了解医学生学习 R 语言的情况，本研究对调查问卷第 6 题“您目前最常用的统计分析软件是什么”

中回答“R 语言”的 156 名学生进一步调查了 R 语言的学习途径、自我评价 R 语言的学习难度，以及自

我评价对 R 语言的熟悉程度等情况(图 3)。在 R 语言的学习途径上，排名前三位的学习途径是“根据购

得书本自学”、“通过查询国内外论坛自学”和“向同学请教”，仅有 16.8%的学生通过学校开设的 R
语言课程学习。在 R 语言的学习难度上，65.4%的学生认为 R 语言的学习难度在中等及以上；其中，40.4%
的学生认为 R 语言的学习较为困难。在综合评价对 R 语言的熟悉程度上，69.2%的学生自我评价对 R 语

言的熟悉程度适中(4~7 分)，17.9%的学生自我评价对 R 语言的较为熟悉(8~10 分)，而 12.8%的学生自我

评价对 R 语言的不太熟悉(0~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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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The situation of learning R language 
图 3. R 语言的学习情况 

3.4. R 语言课程的开展情况 

为了解 R 语言在医学专业教学中的应用情况，本研究调查了高校 R 语言相关课程的开设情况和不同

教育阶段的学生的参与情况，调查结果如表 4 所示。参与本次调查的 6 所高校中，仅有 B 大学和 C 大学

开设了面向医学生的 R 语言课程(两所大学参与调查的人数占比为 59.5%)。在两所高校共 253 名学生中，

有 58.9%的人了解本校开设的 R 语言课程。其中，77.9%的人上过本校开设的 R 语言课程；上过相关课

程的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分别占其总数的 66.7%、83.5%和 84.2%。从学生参与过的 R 语言

课程形式来看，相关问题划分为“授课形式”、“授课语言”和“课程属性”三个小题，该问题共回收

问卷 354 条，其中本科生 105 条、硕士研究生 201 条，博士研究生 48 条。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参与

的 R 语言课程中，授课形式大多数为“线上与线下相结合”，授课语言基本为“中文授课”，课程属性

大多数为“理论与实践课程相结合”；而本科生参与的 R 语言课程仅在授课形式的分布上与研究生不同，

多数为“仅线下授课”。从 R 语言课程内容设置来看，49.2%的学生认为课程所覆盖的知识点有用，17.8%
的学生认为非常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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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The situation of R language courses 
表 4. R 语言课程的开展情况 

 全体学生 本科 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 

是否了解本校开设的 R 语言课程，n (%)  

是 149 (58.9) 72 (58.5) 24 (23.3) 8 (29.6) 

否 104 (41.1) 51 (41.5) 79 (76.7) 19 (70.4) 

是否上过本校开设的 R 语言课程，n (%)  

是 116 (77.9) 34 (66.7) 66 (83.5) 16 (84.2) 

否 33 (22.1) 17 (33.3) 13 (16.5) 3 (15.8) 

参与过的 R 语言课程形式，问卷条数(%)  

回收问卷总条数，条 354 105 201 48 

授课形式  

仅线上授课 8 (2.3) 0 (0.0) 6 (3.0) 2 (4.2) 

仅线下授课 38 (10.7) 20 (19.0) 11 (5.5) 7 (14.6) 

线上与线下相结合 72 (20.3) 15 (14.3) 50 (24.9) 7 (14.6) 

授课语言  

中文授课 114 (32.2) 33 (31.4) 65 (32.3) 16 (33.3) 

英文授课 0 (0.0) 0 (0.0) 0 (0.0) 0 (0.0) 

中英文授课相结合 4 (1.1) 2 (1.9) 2 (1.0) 0 (0.0) 

课程属性  

理论课程 11 (3.1) 1 (1.0) 8 (4.0) 2 (4.2) 

实践课程 4 (1.1) 1 (1.0) 3 (1.5) 0 (0.0) 

理论与实践课程相结合 103 (29.1) 33 (31.4) 56 (27.9) 14 (29.2) 

R 语言课程所覆盖的知识点是否有用，n (%)  

没用 1 (0.8) 0 (0.0) 1 (1.5) 0 (0.0) 

一般 38 (32.2) 15 (42.9) 21 (31.3) 2 (12.5) 

有用 58 (49.2) 17 (48.6) 33 (49.3) 8 (50.0) 

非常有用 21 (17.8) 3 (8.6) 12 (17.9) 6 (37.5) 

3.5. 学生对 R 语言课程的反馈情况 

为进一步了解医学生对 R 语言课程的需求以完善教学安排，本研究对所有参与问卷调查的学生收集

了对 R 语言课程的课程形式和教学内容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研究结果如表 5 所示。从希望的 R 语言课

程形式方面来看，本题共回收问卷 414 条，其中本科生 318 条、硕士研究生 75 条、博士研究生 21 条。

在授课语言上，多数学生仍建议采用中文授课；但考虑到 R 语言的操作界面和程序编写均使用英文完成，

部分学生建议以中英文相结合的形式来授课。在授课形式上，教师讲解结合实际操作是学生普遍希望的

授课形式。在课程属性上，学生大多支持在教学时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相结合。从希望的 R 语言课程

教学内容方面来看，本题共回收问卷 1801 条，其中本科生 1125 条、硕士研究生 549 条，博士研究生 127
条。不同教育阶段的学生希望的 R 语言课程教学内容前三名均是“统计分析”、“R 语言绘图”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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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清洗及处理”，该结果与前述学生使用 R 语言最常进行的操作前三名一致。此外，一部分学生希望增

加机器学习、代码改良、R 包撰写等高阶内容的教学。问卷最后，本研究向全体参与问卷填写的学生调

查了是否会向其他同学推荐使用 R 语言。调查结果发现，超九成的学生表示会向周围的同学推荐使用 R
语言进行统计分析(92.5%)。 
 
Table 5. The feedback on R language courses 
表 5. 学生对 R 语言课程的反馈情况 

 全体学生 本科 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 

希望的 R 语言课程形式，问卷条数(%)  

回收问卷总条数，条 414 318 75 21 

授课语言  

中文授课 95 (22.9) 73 (23.0) 18 (24.0) 4 (19.0) 

英文授课 1 (0.2) 0 (0.0) 0 (0.0) 1 (4.8) 

中英文授课相结合 41 (9.9) 32 (10.1) 7 (9.3) 2 (9.5) 

授课形式  

单纯教师讲解 2 (0.5) 2 (0.6) 0 (0.0) 0 (0.0) 

教师讲解结合实际操作 135 (32.6) 104 (32.7) 25 (33.3) 6 (28.6) 

其他形式 1 (0.2) 0 (0.0) 0 (0.0) 1 (4.8) 

课程属性  

理论课程 2 (0.5) 1 (0.3) 0 (0.0) 1 (4.8) 

实践课程 11 (2.7) 9 (2.8) 1 (1.3) 1 (4.8) 

理论与实践课程相结合 126 (30.4) 97 (30.5) 24 (32.0) 5 (23.8) 

希望在 R 语言课程中学的内容，问卷条数(%)  

回收问卷总条数，条 1801 1125 549 127 

数据的结构等基础知识 287 (15.9) 189 (16.8) 79 (14.4) 19 (15.0) 

数据的清洗及处理 313 (17.4) 198 (17.6) 94 (17.1) 21 (16.5) 

统计分析 358 (19.9) 225 (20.0) 108 (19.7) 25 (19.7) 

控制流与条件执行 290 (16.1) 183 (16.3) 86 (15.7) 21 (16.5) 

R 语言绘图 319 (17.7) 196 (17.4) 101 (18.4) 22 (17.3) 

地理信息数据(GIS 数据)处理 226 (12.5) 132 (11.7) 77 (14.0) 17 (13.4) 

其他 8 (0.4) 2 (0.2) 4 (0.7) 2 (1.6) 

是否会向其他同学推荐使用 R 语言，n (%)  

是 393 (92.5) 237 (90.5) 126 (95.5) 30 (96.8) 

否 32 (7.5) 25 (9.5) 6 (4.5) 1 (3.2) 

4. 讨论 

为进一步提高统计软件教学与医学专业课程教学的融合，本研究对 R 语言在全国 6 所高校的医学专

业教学中的应用进行初步探究。就高校 R 语言课程教学情况来看，尽管 6 所高校中仅有 2 所开设有面向

预防医学专业学生的 R 语言课程，但学生对本校 R 语言课程的整体满意度较高。就学生使用和学习 R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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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情况来看，学生对运用 R 语言开展统计分析有较高的需求，使用 R 语言的时间也较长；认为 R 语言

能满足其完成主要的统计分析工作。然而，多数学生也表示 R 语言的学习难度较大，运用 R 语言处理医

学复杂数据时还未达到非常熟练的程度。 
综上所述，本研究经调研发现 R 语言与我国预防医学专业教学的融合度相对欠缺。教学改革是不断

探索、坚持改进的动态过程，我国高校可基于目前存在的不足优化预防医学专业教学改革方向，针对预

防医学专业学生开设 R 语言相关课程，并进一步对课程内容、教学方法进行调整和创新，以更好适应新

时代背景下预防医学专业发展的需求，培养素质高、能力强的应用型医学人才。 

4.1. 以学生需求为基础，科学开设 R 语言相关课程 

调查结果表明，高校预防医学专业学生对 R 语言的使用需求较高。因此，有必要开设关于处理医学

复杂数据的 R 语言课程。但由于不同教育阶段的学生需要掌握的医学专业知识程度各不相同，教学大纲

要求其具备的统计分析能力也有所差别。为此，应针对不同教育阶段的学生开设符合其需求和教学要求

的R语言课程[4]。本科阶段一般要求掌握扎实的医学基本知识并具有数理统计及计算机应用的基本能力；

因此，可为本科生开设 R 语言课程基础班，重点讲解数据结构、数据的清洗及处理、基本统计分析方法

的 R 语言实现等内容，为以后开展复杂的医学研究奠定统计软件基础。硕士、博士研究生阶段通常要求

掌握系统的专业知识并能够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因此，包括 R 语言绘图、复杂统计分析方法的 R 语

言实现、空间信息数据处理，以及流行病学研究 R 语言实战等内容的进阶班更适合硕士、博士研究生学

习。 

4.2. 以专业问题为导向，合理应用案例式教学 

以往的教学大多只是简单地用模拟数据进行案例讲解，这种教学方式下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不

强，教学效果不如预期。为此，基于当前热门的预防医学研究话题来构建各种教学情境[5]，各个环节的

课程内容都以解决具体问题作为教学的出发点，能够引导学生形成完整的分析思路，并且掌握使用 R 语

言进行数据分析的方法和技巧，提升实际操作能力。 

4.3. 以实践操作为抓手，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受到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很多统计软件类课程采用的是先理论课讲解知识，后实验课动手操作的方

式，若理论课和实验课的安排不紧凑，往往出现学生上实验课时已对理论知识印象不深的情况，导致教

学效果大打折扣。为此，采用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教学方式[6]，教师先讲授 R 语言理论知识，然后在进

行案例讲解的时候，学生可以跟随教师的讲解进行上机操作，直接在实践中巩固所学的理论知识，并加

深对医学专业知识的理解和运用。同时，学生在上机操作过程中遇到不懂的问题可以及时与老师沟通，

从而更加激发学生学习 R 语言的主动性，提高学习效率。 

5. 结语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将 R 语言与预防医学专业课程相融合是各大高校深化教育改革，培养应用型公

共卫生人才的重要路径。本研究全面分析了 R 语言在我国高校预防医学专业教学中的应用现状，并就其

中发现的问题对教学模式提出改进建议，以期为深入开展预防医学专业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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