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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页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continuing education of rural doctors with digital empowerment is an
essential path for upgrading the quality of medical and health services in rural areas, and also an urgent need to establish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rural medical and health services. Taking rural doctors in Hunan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this
paper outlines the ideal vision for the paths of digital empowerment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for rural doctors. Continuing education
for rural doctors in Hunan Province is faced with the obstruction in the demand management, the imbalance in the supply, and the
dilemma of mismatch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Based on these real situations,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digital technology can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for rural doctors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demand, supply, and supply-
demand adaptation. It also proposes specific practical paths for digital empowerment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for rural doctors, s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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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strengthening the research work on the doctors' demands, creating a digital learning platform, improving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rural doctors, establishing a digital continuing education supervision body centered on grassroots communist party organizations,
enhancing the standardization level of management, improving the level of teaching staff, efficiently allocating resources, deeply
integrating digital technology, and raising the efficiency of fiscal fund utilization. It provides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further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rural doctors' continuing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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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院野人民

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遥 把保障人

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袁完善人民健康促

进政策遥 冶[1]关于如何保障人民健康袁报告特别指出

要野发展壮大医疗卫生队伍袁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和

社区冶[1]遥 2018 年 9 月袁中共中央尧国务院印发的叶乡
村振兴战略规划渊2018要2022 年冤曳中提到野切实加

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冶[2]遥 我国乡村医生群体的整体

学历与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偏低袁却承担着守护近 5
亿农村居民健康的重大使命袁其知识结构无法满足

社会的需求袁是迫切需要终身学习尧不断提高医学知

识与技能的群体遥 乡村医生继续教育高质量发展是

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必由之路袁同时也是全面

推进健康中国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遥 在本文中袁乡
村医生继续教育是指对在村卫生室执业且已完成院

校医学教育的执业医师尧执业助理医师进行新理论尧
新知识尧新方法和新技术提升的终身性训练活动袁
旨在提高乡村医生队伍医疗卫生服务水平袁以满足

农村居民日益升级的健康需要遥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野推进教育数字化冶[1]遥

当前袁我国正加速进入数字化时代袁随着学习通尧慕
课尧云课堂等学习平台的兴起袁教育与数字技术共

荣共促的趋势日益显著遥 数字赋能继续教育通常是

指在继续教育过程中袁运用数字技术赋予受教育者

特定的知识和技能[3]袁是赋能理论在信息时代的发

展与延伸[4]袁同时也是继续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有力

举措遥 目前袁国家十分重视乡村医生的继续教育袁并
出台了叶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乡村医疗卫生体

系健康发展的意见曳等政策文件袁助推乡村医生继续

教育从规模型向质量型转变遥 在此过程中袁数字赋

能乡村医生继续教育高质量发展具备显著的后发

优势遥

1 数字赋能乡村医生继续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意义

1.1 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服务提质升级的必由之路

我国乡村医生继续教育质量较为低下袁存在管

理水平低尧继续教育形式单一尧师资力量薄弱尧继续

教育内容不合理等一系列问题袁无法满足乡村医生

对继续教育的现实需求袁进而无法为农村地区优质

医疗卫生服务的提供做好铺垫遥 叶教育部 2022 年工

作要点曳中提出的野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冶[5]为解

决我国乡村医生继续教育质量低下的问题提供了行

动指南院利用数字化转型助推乡村医生继续教育高

质量发展袁助力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服务提质升级遥
1.2 构建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新发展格局的迫切需要

长期以来袁我国城乡之间医疗资源配置悬殊遥总
体上袁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服务发展落后于城市遥农村

居民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能否得到满足袁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乡村医生的医疗卫生服务供给遥当前袁以
数字技术优化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是大势所趋遥 数字

赋能乡村医生继续教育高质量发展袁能够更加切实

有效加强乡村医生医疗卫生服务供需适配袁是构建

我国农村医疗卫生服务野大病不出县尧小病不出村冶
新发展格局的迫切需要遥

目前袁关于数字赋能乡村医生继续教育高质量

发展的研究较为鲜见袁为本文提供了进一步深化拓

展的空间遥基于前述状况袁本文致力于厘清的问题主

要有院第一袁数字赋能乡村医生继续教育的应然图

景曰第二袁乡村医生继续教育的实然图景曰第三袁数
字赋能乡村医生继续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进路遥
详见图 1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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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数字赋能乡村医生继续教育高质量发展框架图

2 数字赋能乡村医生继续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双重图景

2.1 数字赋能乡村医生继续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应

然图景

2020 年 12 月 11 日袁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强调袁野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袁注重需

求侧改革冶袁野形成需求牵引供给尧供给创造需求的更

高水平动态平衡冶[6]袁传递出了明确的供需适配发展

导向遥 因此袁数字赋能乡村医生继续教育高质量发

展应将乡村医生继续教育的供需适配作为一个重要

目标遥 有研究表明袁助推公共服务供需两端适配应

重点做好用户对公共服务的需求管理袁从供给侧多

元协同发力有助于提升服务动能和效能袁有利于处

理用户在接受公共服务时动态呈现的野现实需求冶和
未呈现出的野潜在需求冶[7]遥 因此袁为了达成乡村医生

继续教育供需适配的核心目标袁数字赋能乡村医生

继续教育需求管理与数字赋能乡村医生继续教育多

元主体协同供给同样重要遥
2.1.1 以数字赋能改进乡村医生继续教育需求管

理 一方面袁数字技术的发展与革新不仅提供了释

放乡村医生继续教育深层次尧多维度需求的可能性袁
也为乡村医生继续教育管理端高效捕获乡村医生个

性化需求信息袁以及通过数字技术将需求信息进行

协同处理袁实现需求信息的多视角分析袁掌握乡村医

生的内在需求提供了可能遥 另一方面袁乡村医生多

样化的继续教育需求袁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驱动数

字教育资源平台对学习资源不断更新尧扩容与升级袁

从而有助于形成一个乡村医生继续教育需求和数字

教育资源平台双向驱动的互镜式发展生态系统遥
2.1.2 以数字赋能促进乡村医生继续教育多元主体

协同供给 数字赋能有助于为乡村医生继续教育供

给转型和协同供给形式创造多元主体参与条件袁增
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等多元主体间的联动性遥 数字

赋能也可为乡村医生继续教育多元主体协同供给系

统的动态演化创造政府主导供给以及非政府主体协

同供给的合力优势 [8]袁有利于形成乡村继续教育全

方位协同供给的资源配置图式[9]遥
2.1.3 以数字赋能助推乡村医生继续教育的供需适

配 供需适配指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

性袁形成需求牵引供给尧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

态平衡[10]遥 教育资源共享平台的推陈出新袁为乡村医

生继续教育供需适配提供了可能性遥 乡村医生继续

教育供给以乡村医生的继续教育需求为导向袁通过

打通供给侧数字基础设施大动脉袁促进需求精准感

知尧精准聚类尧精准测量尧精准满足和精准监测等环

节质效提升袁从而达成乡村医生继续教育供需适配

的目标遥
2.2 乡村医生继续教育的实然图景

当前袁根据湖南省乡村医生继续教育实施的基

本情况可知袁乡村医生继续教育的需求和供给存在

一定的问题袁以至于无法达成供需适配的目标遥
2.2.1 乡村医生继续教育需求管理阻滞 农村地区

数字化转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袁乡村医生继续教育

工作也随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遥 然而袁尚存在一些

不足之处袁以至于无法充分满足乡村医生的继续教

育需求遥 其一袁课程设置与乡村医生学习需求不匹

配遥 目前乡村医生继续教育在课程设置上存在野重
理论轻实践冶等问题遥 一般的医学教育课程内容与

乡村医生的日常工作适配度不高袁容易导致乡村医

生学习的持续性不强袁难以获取有用的知识袁进而

无法满足乡村医生继续教育需求遥其二袁在线学习平

台建设无法满足乡村医生继续教育需求遥 根据 2022
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袁我国乡村医生多达 671 298
人[11]遥 但我国却非常缺乏对乡村医生在线学习需求尧
在线教学的平台功能尧课程资源设计尧远程支持服务

等方面的实践研究遥其三袁数字鸿沟阻碍需求潜力释

放遥笔者基于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开展的野湖南

省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培训班冶工作向乡村医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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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继续教育调查问卷袁统计收回的 703 份问卷数据

得出袁在基层医疗机构工作了 20 年以上的乡村医生

群体占乡村医生总数的 66.71%袁详见表 1遥 年龄偏大

的乡村医生与年轻乡村医生相比袁在数字化意识培养

的效率尧数字教育资源获取程度方面存在着很大的

差距袁且信息意识淡薄袁对数字技术的使用较为抗

拒袁进而其继续教育需求无法借助于数字平台充分

释放遥

2.2.2 乡村医生继续教育供给失调 数字技术目前

仍未完全消弭供给失调问题遥乡村医生人才队伍建设

基础薄弱尧继续教育供给质低量少的困境仍然存在遥
第一袁乡村医生继续教育政策执行的内生动力

缺失遥 在乡村医生继续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袁由于

各地情况不一等原因袁通常会允许地方政府酌情执

行袁这就导致政策执行的内生动力不足遥 例如袁国务

院办公厅发布的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乡

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曳规定院野乡村医生每年

接受免费培训不少于 2 次袁累计培训时间不少于 2
周遥冶[12]笔者统计收回的 703份乡村医生继续教育调查

问卷数据得出袁培训频率达到野每年接受不少于两

次免费培训冶的乡村医生占所调查的乡村医生总数

的41.11%袁少于参与调查乡村医生总数的 1/2袁详见图

2遥 而累计培训时间不少于 2 周的乡村医生仅有

17.92%袁远未达到国家要求袁详见图 3遥 在造成乡

村医生无法参加培训的诸多因素中袁工学矛盾占比

31.57%袁费用太高占比 15.69%袁上级主管部门未安排

占比14.81%袁详见图4遥
第二袁乡村医生继续教育供给的规范化程度不

足遥 从课程设计尧教师选聘尧教学实施尧组织管理等

各个环节来看袁乡村医生继续教育供给的标准化水

平并不高袁缺少对主讲教师尧教学内容尧教学环境尧教
学课件等的管理规范与评估标准遥

第三袁乡村医生继续教育供给的专业化程度不

足遥 我国基层医疗机构还没有建立起精巧的乡村医

生继续教育教师胜任力模型尧健全的培训制度尧科学

的能力评估体系遥因此袁乡村医生继续教育供给的专

业化程度较低遥
2.2.3 乡村医生继续教育供需失配困境 数字技术

能为乡村振兴提供有效引擎和持续动力袁当前数字

技术和乡村医生继续教育耦合协调度袁也呈现出

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13]遥但是袁乡村医生继续教育仍

面临供需失配的困境遥 具体表现为以下 3 个方面遥
一是资源供需失配遥 在叶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

渊2011要2020 年冤曳中袁教育部明确提出要实施优质

数字教育资源的建设与共享遥但在实践过程中袁乡村

医生数字教育资源却出现供求错位尧区域配置不均

衡尧同质性供给过多尧差异化供给不足等供需失配问

表 1 湖南省乡村医生继续教育调查问卷情况

基层医疗机构工作年限

5 年以内

5~9 年

9~20 年

20~30 年

30 年以上

其他

人数/人
67
22

142
315
154

3

占比/%
9.53
3.13

20.20
44.81
21.91
0.43

图 4 乡村医生无法参加继续教育的原因

图 2 乡村医生每年免费参加培训的频率

图 3 乡村医生每年免费参加培训的累计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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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14]遥二是技术供需失配遥当前农村地区的技术兼容

与操作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遥 除此之外袁一些线上尧线
下融合的应用通常需要收集用户的个人信息和行为

数据袁如何保障乡村医生的隐私与数据安全成为亟

待解决的问题遥三是资金供需失配遥尽管乡村医生继

续教育已经被纳入政府工作的议程中袁但迄今为止袁
政府尚未为乡村医生继续教育制定详尽的法律政

策袁以保障乡村医生继续教育资金的有效供给袁从
而导致湖南省乡村医生继续教育的实施缺乏足够

的资金遥
3 数字赋能乡村医生继续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实践进路

数字赋能乡村医生继续教育高质量发展应以更

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升级的健康需求为目标袁有效回

应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服务提质升级的现实趋势袁并
最终指向数字赋能乡村医生继续教育需求管理尧数
字赋能乡村医生继续教育供给尧数字赋能乡村医生

继续教育供需动态适配的实践进路遥
3.1 数字赋能乡村医生继续教育需求管理

教育的变革正在从野供给驱动冶向野需求驱动冶转
型[15]袁面对日益增长的乡村医生继续教育服务需求

和日益拉大的野数字鸿沟冶[16]袁相关部门应从强化乡

村医生继续教育需求调研工作尧打造乡村医生继续

教育数字化学习平台尧提升乡村医生数字素养入手袁
全面升级乡村医生继续教育需求管理遥

其一袁强化乡村医生继续教育需求调研工作遥
随着医学知识的更新尧医疗技术的进步以及乡村医

生职业要求的变化袁乡村医生的学习需求也在不断

改变遥 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袁乡村医生继续教育需

重建一种以乡村医生基本素养发展为核心的人机

协同教学模式遥 乡村医生继续教育工作者可根据乡

村医生岗位职责明确乡村医生知识尧技术需求袁具体

到知识点尧必须掌握的技术等袁并借助数字技术精准

评估乡村医生的学习基础袁 有针对性地为乡村医生

匹配课程内容袁 以满足教育信息化 2.0 时代的必然

要求和发展趋势遥
其二袁打造乡村医生继续教育数字化学习平

台遥 伴随着数字技术和网络平台的发展日趋成熟袁
乡村医生继续教育应紧跟时代步伐袁以继续教育数

字化学习平台为抓手袁促进继续教育数字化建设遥

工作人员要定期对乡村医生继续教育数字化学习平

台进行升级和优化袁更新数字化教学资源袁以满足不

断变化的乡村医生继续教育尧教学需求遥
其三袁提升乡村医生数字素养遥 一方面袁相关部

门应着力开展数字技术下乡活动袁建立野市尧县尧乡尧
村冶四级数字技术培训体系曰另一方面袁政府应发动

农村地区有文化的年轻人群充当带来外部信息的

异质节点袁逐渐消除掉信息能力分化的趋势袁以弥

合乡村医生的数字鸿沟袁促使数字技术对乡村医生

继续教育发挥出最大的效能[17]遥
3.2 数字赋能乡村医生继续教育供给

要建设高质量的乡村医生继续教育体系袁相关

部门就需要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袁增强供给

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遥 相关部门应从

建立以基层党组织为准心的数字继续教育监管体尧
提升乡村医生继续教育管理规范化水平尧提升乡村

医生继续教育师资水平入手袁全面优化乡村医生继

续教育供给遥
第一袁建立以基层党组织为准心的数字继续教

育监管体遥 农村基层党组织可发挥服务群众的重要

功能[18]袁以大数据平台为工具袁切实监督以政府为主

的乡村医生继续教育多元供给主体对乡村医生的继

续教育供给情况遥此外袁政府需积极开展对乡村医生

继续教育参与人员的数字工具操作培训袁并将培训

考核结果纳入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内袁以此激发政府

内生动力遥
第二袁提高乡村医生继续教育管理规范化水平遥

政府应建立以规范化管理尧优质化服务为核心的信

息化质量管理体系袁在乡村医生继续教育质量管理尧
过程评价等方面出台具体明确的操作指导手册袁并
引入数字技术袁借鉴先进经验和成功做法袁以持续提

升乡村医生继续教育的供给质量遥
第三袁提高乡村医生继续教育师资水平遥提高乡

村医生继续教育教师的专业素质和能力是乡村医生

继续教育取得成效的关键遥 乡村医生继续教育供给

主体可以制订专门的教师培训计划袁加强乡村医生

继续教育教师培训袁以提高乡村医生继续教育教师

的综合能力和教学质量袁并建立多元化的线上培训

简历库袁以便筛选具有丰富专业知识和教学经验的

教师为乡村医生传授知识与技能遥
3.3 数字赋能乡村医生继续教育供需动态适配

供需动态适配是一种良好的供需平衡模式袁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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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乡村医生继续教育达到供需动态适配袁可从教育

资源尧技术尧资金这 3 个方面入手遥
首先袁高效配置乡村医生继续教育资源遥 相关

部门可通过数据平台的资源共享袁以及大数据技术

对乡村医生继续教育需求的数据信息进行全面收

集袁然后进行分析与识别袁对不同区域的不同乡村医

生分别制订适配的学习计划与学习模式袁构建面向

乡村医生的个性化数字教育资源供给机制遥
其次袁深度融合数字技术与乡村医生继续教育遥

一方面袁政府应将数字技术嵌入乡村医生继续教育

场域袁使乡村医生继续教育烙印上数字化属性袁这不

仅体现在应用中袁还表现在将人工智能与乡村医生

继续教育课程相结合等创新和建设工程上遥 另一方

面袁政府应制定教育资料安全管理办法袁运用数字技

术修补安全漏洞袁营造稳定尧安全的乡村医生继续教

育环境遥
最后袁提升乡村医生继续教育财政资金使用效

率遥 政府应制定详细的法律法规以保障乡村医生继

续教育资金的供给袁同时应借助数字技术严格规范

财政支出管理尧完善预算管理体系尧建立绩效考核问

责机制袁不断提升乡村医生继续教育财政资金的使

用效率遥
4 结语

综上所述袁数字赋能乡村医生继续教育的高质

量发展是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服务提质升级的必由之

路袁也是构建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新发展格局的迫切

需要遥 本文勾勒出了数字赋能乡村医生继续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应然与实然图景袁并从需求侧尧供给侧尧
供需两侧分别提出了数字赋能的实践进路遥 未来研

究可在数字赋能乡村医生供需双侧适配度评价尧服
务供给优先级调适等方面展开新的研究图景袁为进

一步提升乡村医生继续教育的供给质效提供理论借

鉴与实践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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