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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阐述了在新世纪，高等医学教育在网络、多媒体、智能化教学系统等教育技术方面的突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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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末，教育技术界的著名教授南国农先生提出了二十一世纪中国电化教育的十大发展趋势，其中指出：计算
机网络建设在10年内都会是热点问题……，非书教材和电子读物在教育教学中将得到广泛的应用……，以及现代远
程教育和网上学校将得到较快发展…… 

作为在高等医科院校工作的教育技术人员，深深感到这些趋势对于高等医科院校教学的意义。 

首先就是日新月异的网络发展。在医学教育领域中新成果新技术的发展同样不亚于迅猛发展的计算机技术。在全世
界每天都有新东西的产生或更好的技术的发现。网络，这个联系了全世界的技术，成为医科高校教育中快速获取世
界医学领域最新发展的最佳途径。有了网络，我们可以将教学内容不断推陈出新，使学生接触到医学领域最前沿的
知识，即使有些是我国的医学技术还未达到，但这样不仅可以避免教材老化，又可以拓展学生的眼界，提高学习兴
趣。在这个E时代，各行各业都需要新知识的扩充。在学校就培养学生们接收新信息的能力和习惯，方便将来在工
作岗位上的再教育和自我学习的保持。 

但是，如果对网络善加利用与学生对本专业知识的学习，这仍然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不是把互联网介绍给学生就可
以放心了，而要对国内外专业网站中滤出最适合于学生接触的高质量的网站或专栏，做一个良好的指导，使学生以
最有效率的途径得到最有价值的信息。例如我校的网络中心，在学校的网站中放入国内有关知名网站的网址和知名
大学网址的链接，来方便学生的查阅。 

其次，高等医学教育中，基础课要求很高，在这其中，形象思维的培养是重要一环。医学中医学事实的描述、各种
医学现象表现、模型、图表等等都是医学中的形象材料，运用形象思维，能够提高对医学形象材料的感受力。运用
多媒体教材，可以把图、声、像、动画等等结合于文字教材之中，将丰富的信息带给学生，从而提高学生的形象思
维能力。质量良好的形象材料，有助于学生准确的医学形象的形成，把握科学性和反映客观事物的规定性。 

医学课程缜密而庞杂，如何发挥出多媒体课件在医学教育中优越性，教育技术人员仍要继续辛勤的努力。同国内的
多媒体课件一样，医学多媒体课件同样面临着教学软件的设计开发与教学实践脱节的问题，我们采取何种有效的方
法来提高多媒体课件的适用性和多用性，值得多方探讨才能完成。其中，积件思想很有代表性。积件思想是发展我
国课堂计算机辅助教学的新思路。它改变了传统的教学软件设计的组织形式。传统的教学软件设计需要各方面的专
家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来组织工作，现场集中讨论，这种方法较为费时，而积件思想就可以将设计教学软件的每
一步分解，由各方面的专家将相关信息输入各个积件库，而授课教师只要根据不同的学习对象，从实践教学出发，
将积件库中所需的积件在积件平台上组合起来，形成适合于该课时和自己教学风格的教学软件。 

积件思想不仅将过去复杂的教学软件设计回归到教师学生的手里，而且也将埋头于制作适用面窄的独立多媒体软件
的教育技术人员解放出来，去从事进行多媒体软件库的制作，这样不仅可以着力于素材质量的把握，而且制作出来
的多媒体素材可以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 

所有高等医科学校的基础课程都大致相同，如果组织有目的高质量的素材库的制作，并向所有的高等医科院校开
放，可以大大方便老师们运用到教学之中来提高教学质量。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网络的普及，多媒体课件也从单机版走向同时带有网络版的时代。基于WEB的多媒体所面临
的问题更是多种多样。带宽，对于文件的压缩提出要求，它是否能顺畅的使用，作为网络版是否有有别于单机版的
优势和特点等等……而更值得讨论的是WEB多媒体的有效性，不要只是为了使用它而使用它。 



第三，在计算机辅助教育中智能化教学系统是高级应用的领域。这是七十年代开始的一种计算机辅助教学的应用模
式。，这种模式是以人工智能科学、认知科学和思维科学为理论基础，通过研究人类学习思维的特征和过程、寻求
学习认知的模式，通过设计智能化计算机辅助教学（I-CAI）系统，使学生通过个别化自适应性学习，以获得知识。
这方面的研究在高等医学教育中的应用仍没有进入实用阶段，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如果能开发并很好
的应用在医学教育的不同时期都起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在整个高校医学教育中，现场教学、临床实习是点睛之笔，一切的基础知识和技能在这里要充分融汇贯通，并加以
逻辑联系和判断。如何能在真正临床实习之前做更充实的准备，开发出好的智能教学系统是关键，智能教学系统当
中的模拟型，就非常适宜于此时的教学。计算机模拟可以为学生提供一种任他自由探索的环境，要求运用已学过的
知识，通过分析综合等推理过程，发现他所未知的规律。这些规律可以是既成的，也可以是学生自己总结的具有个
性色彩的规律。这类系统的重点往往不在于“教”而在于“学”，让学生积极主动地进行实验和探索，学会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及其他技术的计算机模拟智能教学系统使学生能更自由有效地学习。而这
方面的研究在教育技术领域还没有更深的展开，因为牵扯很多学科，尤其是高科技含量多的人工智能等领域。所以
需要投入多方面的专家和资金进行研究，而非教育技术单一学科可以完成的工作。 

21世纪，教育技术当然更广泛应用于高等医学院校。提高学生对现代教育的认识，使学生教师不仅仅埋头于医学教
育的本身，而要有利于教师指导学生发散思维的培养，便于同世界接轨，保持学习新生事物的活跃性，便于发现医
学教育的综合人才，更可发展成为教育技术在高等医学教育方面的强劲后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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