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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阐述利用信息技术优化临床医学教学效果的优越性，分析信息技术在优化临床医学课堂教学中存
在的问题，探讨在课堂教学结构方面运用信息技术教学的策略，从而达到提高教学效率以及提升教学质量

的效果。

〔关键词〕　信息技术；临床医学；教学效果
〔中图分类号〕Ｒ－０５６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６０３６２０１７０２０１９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ｔｈｒｏｕｇｈ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Ｕｓｅ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ＯＮＧＲｕｉ，ＺＨＥＮＧＸｉ，
Ｊｉｎｉ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ｉｎｉｎｇ２７２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ｓｔａｔｅｓｔｈｅ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ｉｔｙｏｆ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ｂｙｍａｋｉｎｇｕｓｅ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

ｏｇ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ｔｈ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ｗｉｔｈ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ｔｈｅａｓｐｅｃｔｏｆ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ｕｓｒｅａｃｈｅｓ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ｅｆｆｉ

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

〔修回日期〕　２０１６－１１－２５

〔作者简介〕　董睿，助教，发表论文１篇；通讯作者：郑曦。

〔基金项目〕　济宁医学院２０１４年度校级青年基金人文类项

目 （项目编号：ＪＹＱ１４ＲＷ１４）。

１　引言

随着课程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现代信息技术

与教学的整合，以多媒体为标志的现代教育技术在

教育教学中的作用显得空前重要。很多公开课、慕

课评比的标准也都基于多媒体信息技术应用这一

点，试图大面积提高教师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的能

力，促进教育朝着现代化发展，其效果也较为明

显。同样现代信息技术对临床医学教学也起着尤为

重要的作用。

２　利用信息技术优化临床医学教学效果的
优越性

２１　利于教学效果的提升

临床医学是一门操作性很强的学科，传统的临

床医学教学只是局限于书本和课堂上，教师的课堂

授课只能在一个单位时间内为一部分学生所享用，

而运用信息技术辅助临床医学教学可以有效地提升

教学效果。首先，利用信息技术不仅可以丰富教学

内容、扩充课堂容量，教师还能够利用多维动画技

术和视频技术使抽象、复杂的医学信息知识更加明

了、简单，从而缩短客观实物与学生之间的距

离［１］。其次，运用信息技术，利用临床资料结合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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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特点及教学大纲，制作高质量的计算机多媒体

教材，可有效节约时间，并且能将多种临床应用技

能和医学基本理论展现给学生，做到多种类型兼

顾，突出重点。第三，多媒体信息技术的合理运用

能够使临床医学教学摆脱传统教学模式的禁锢，将

学生的临床医学学习扩展到更广阔的空间，优化教

学氛围，增加教学的广度、深度和可视度，为学生

创设充满活力与生机的学习环境。置身于这样一个

和谐的教学情境，学生的学习兴趣及感性认知都会

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最终达到提升临床医学教学

效果。

２２　利于学生临床思维的提高

临床思维是指具有专业素养的医生应用合乎逻

辑的、科学的程序和方法进行的临床推理，根据现

有的科学原理与知识，结合患者临床信息建立临床

诊断以及鉴别诊断，从而做出临床策略的过程［２］。

医学生在临床医学学习阶段，尤其是学习医学影像

学和外科学等课程时，接触的多为 ＣＴ及 Ｘ线等二

维影像学资料，容易将自己的思维模式禁锢在一

处，导致与以前所学的解剖经验和理论知识在一定

程度上相脱节，直接影响诊断思维能力的建立［３］。

将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三维可视化触屏技术引入临

床医学教学能够将平面图进行立体重建，通过选择

不同的预设置模式，将观察目标以三维立体的方式

来展现，帮助医学生在临床实践操作前不断地进行

感官训练，构建立体化形象化的临床思维能力，为

自己掌握牢固的临床思维能力奠定基础。

２３　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激发

进行课堂教学首先应该让学生感受到学中有

乐、乐中有学，重在兴趣的培养，创设兴趣浓厚的

课堂教学学习氛围是吸引学生主体参与的前提及保

证。信息技术集图、文、声、像为一体，互联网提

供了十分丰富的与临床医学各个学科知识相关联的

课外知识，各种软件教学资源给临床教师提供了创

造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的热情和灵感，在课堂教学

中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资源的强大功能，增强课堂

新颖性，将学科教学内容以生动形象的方式展现在

学生面前，创设教学情景激活学生的专业背景知识

以及学习兴趣，这种教学模式不仅能够充分调动学

生的学习热情，也让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更直观、牢

固，使学生在绘声绘色、图文并茂，动静互衬的情

景中感受学习的乐趣，在愉悦的学习氛围中积极参

与教学活动，调动学生的感官，引导学生自由、主

动发展，以达到提高教学质量、优化教学的目的。

３　临床医学教学中运用信息技术存在的问
题及分析

３１　教师依赖课件忽视学生主动性

在运用信息技术组织教学活动的过程中，几乎

所有的临床教师都是在课堂教学活动之前进行课件

设计，在教学过程进行中，没有用动态发展的观点

看待课堂教学，这种在教学情境之外的行为，只是

按照课件提前设定的内容进行机械教学，很难综合

考虑学生的学习情况，忽略了学生的接受能力和学

习热情。整个课堂的活动进行被课件所限定，教学

过程中师生互动少，缺乏培养学生创造力、自学能

力和个性发展的有效措施，这将直接影响临床医学

生对本学科基本理论知识和临床操作技能的理解与

掌握［４］。在这种情况下，信息化教学开展非但不能

发挥自身的优势，反而会用预先设定的目标僵硬地

限定学生，限制教学内容，不利于师生开展更深层

次的教学探究。信息技术辅助教学的作用在于应用

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刺激和调动学生思考的积极

性，师生间有了较好的互动，学生的主动性得到重

视，这样是有生命活力的学习。

３２　临床教师的信息素养亟需提高

信息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合理运用取决于广大

教师和学生的认同及参与程度，提高师生双方的信

息素养十分重要。在临床教学中，大多数青年教师

在信息技术操作及运用方面比较熟练，也能认识到

多媒体技术对教学的重要性，但是从实际教学应用

来看却并不能将这种共识转化为教学行为，教学信

息处理能力有限。而在很多年龄偏大的教师队伍

中，由于信息意识普遍比较淡薄，不能很好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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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媒介及多媒体技术去改善和优化自己的课堂教

学，缺乏对多媒体教学信息的敏锐性及获取与利用

这种信息的能力［５］。在学校层面，大部分院校很少

有组织、有目标地结合本校的医学本科人才培养方

案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实施信息素养教育计划，这也

限制了对教师的信息化能力及现代化设备的使用培

训，不利于师生信息意识的增强。

３３　教学模式陈旧影响临床医学教学效果

实践表明，多媒体信息技术的网络环境对临床

医学教学具有积极性，通过在线教育，形成支持自

主学习、移动学习和探究式学习等多种学习模式的

网络学习环境，有助于突破传统的教育规约，将临

床医学课堂教学看成是一种创造性的信息加工过

程，从而拓展教学模式的功能。目前，在很多院校

的临床医学教学中，教育资源建设重视程度不够、

支撑体系建设的基础薄弱，归根结底是由于没有充

分整合学校优质资源，教学模式陈旧。在这种传统

教育模式下，网络在线教育的应用没有得到加强，

大量的教学内容无法通过网络技术将课堂内容、教

学资源、师生互动等环节以数据形式储存于网络资

源库中，学生的学习活动受到一定限制，无法形成

在做中学的新型教学模式。

４　运用信息技术优化临床医学课堂教学的
策略

４１　创新教学技术培训模式，提高教师自身的学
科理论知识

　　信息技术的应用是素质和能力的综合体，教师
自身素质和修养以及对本学科知识的掌握和对信息

技术的理解运用要有创新性并经过检验。目前学校

的硬件设施已经基本能够满足教学需求，教师的应

用意识和技术水平是影响信息技术应用的重要因

素。为了提高信息技术水平并充分发挥其作用，应

首先提高教师自身的学科理论知识，对于有些现代

化教学软件应加强学习与应用。临床医学教学应该

针对教学过程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创新建构以前期

调研为基础、教学实践为支持、评价考核为依据的

医学教师教育技术培训模式，利用多媒体信息技术

帮助被培训教师形成对多媒体技术理念的理解及认

同，使教师的信息技术素养在不断的实践检验与培

训中完成从了解、认同、运用的认知过程，才能够

使培训工作不断深入［６］，更好地实现培训的根本目

的。教育技术培训模型，见图１。

图１　教育技术培训模式

４２　加快医学信息化支撑平台建设，为优化临床
医学教学效果提供技术支持

　　医学信息化支撑平台的规划建设是提高临床医

学教学效果的基础。在临床医学教学过程中，应该

将学校的网络基础设施和医学信息资源系统建设作

为重中之重，将传统的教学资源传播所依赖的教学

系统、图书系统、考试系统等用网络从逻辑上加以

结合连接起来，辅以多种教学应用资源软件，形成

能够优化临床医学教学效果的信息技术支撑体系，

不断完善和优化平台，为网络教学资源的充分合理

应用提供可靠的硬件环境，使其具备学习、研发、

管理、培训等功能，以达成各项医学教育信息资料

的全面数字化及其管理的科学化与使用的合理化，

更好地适应信息化教学实践运作的需要，更好更快

地提高临床医学教学水平。

４３　建设网络教学资源，充分发挥优质临床医学
教育资源的渗透与辐射作用

　　网络在线教学资源的建设在利用多媒体信息技

术优化临床医学教学效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其要求资源建设者利用信息化建设在知识信息传递

上的各种功能，给学生提供一个更有助于构建符合

自身个性以及心理特征的教学知识体系，满足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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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个性化学习所需要的教学课堂学习环境。为加

强临床医学的网络教学资源建设，学校应该形成附

属医院和课堂教学对接的医学教育教学资源共建共

享机制与支撑平台，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学校、附

院、教学点３级数字教育资源服务体系以及医学院
教育管理云服务平台，充分发挥优质教育资源的辐

射与渗透作用，将各教学医院的数字医疗资源充分

利用，并且进行深度挖掘，为学校各种在线课程的

建设提供原始素材。除此之外，还应建设多个专业

信息量大、更新快，对临床专业学生自主学习具有

较强的辅助功能和吸引力的医学专业教学资源库，

为临床医学网络在线课程的开展起到补充作用。

６　结语

临床医学既具有不确定性，同时也在不断地与

时俱进，临床医学教学必须在重视医学信息资源建

设、课程结构支撑体系建设的基础上更加着力于运

用多媒体信息技术建设推动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的变

革，充分整合医学教学优质资源，构建立体化的教

学模式，确保广大临床师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

点，从任何角度均能够参与教学活动。实践表明，

合理运用信息技术对临床医学教学具有积极作用，

通过在线教育，形成支持学生自主学习、移动学习

和探究式学习等多种学习模式的网络学习环境，有

助于突破传统教育简单化、机械化和集中化的局限

性，拓展课堂教学模式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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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 《医学信息学杂志》编辑出版重点选题计划

２０１７年本刊将继续以 “学术性、前瞻性、实践性”为特色，及时追踪并深入报道国内外医学信息学领域前沿热点，反映学科研究

动态，展示学科应用成果，引领学科发展方向。现对２０１７年度编辑出版重点选题策划如下：
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与医药卫生信息化

１“十三五”卫生信息化建设的创新与发展；２“互联网＋”环境下医药卫生发展的新方向、新举措；３医药卫生信息化发展规划与
战略；４区域卫生、公共卫生、基层卫生信息化建设；５人口健康信息平台建设；６医疗卫生信息相关标准研究与应用；７医疗卫生信息
化相关法律法规。

二、医学信息技术

１健康医疗大数据的采集、存储与管理、深度挖掘与应用创新；２“互联网 ＋”医疗模式的技术实现；３精准医学与个性化医疗技
术；４可穿戴设备、远程医疗服务与健康管理；５物联网、智慧医疗技术与实现；６各类医学信息系统互联互通，更新与改造升级；７医
疗信息共享及安全监管。

三、医学信息研究

１医学信息学基础理论及方法研究；２医学科技创新体系和发展战略；３公民健康素养培养及健康促进；４医药卫生信息分析评价、
舆情监测；５医药卫生知识发现技术与实现。

四、医学信息组织与利用

１“互联网＋”环境下医学图书馆的新形态与新功能；２大数据驱动的健康知识服务与决策咨询服务；３医学知识组织的关键技术与
发展方向；４医学信息交互及存取；５医学图书馆区域合作及资源共享模式研究。

五、医学信息教育

１“互联网＋”环境下医学信息专科、本科、研究生教育及继续教育面临的挑战创新；２医学信息素养教育；３医学信息课程改革与
实践；４国外医学信息学教育的先进经验借鉴。

（《医学信息学杂志》编辑部）

·１９·

医学信息学杂志　２０１７年第３８卷第２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１７，Ｖｏｌ．３８，Ｎｏ．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