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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由于新冠疫情的肆虐，各个领域均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教育教学方面的影响尤为显著。我国人

口基数大，人口众多，居住人口密集，因此这也使得为了继续开展教学必须采用新的教学模式。因此，

在综合了国内外多项教学模式的基础之上，我们针对医学生主要采用线上教学的方式，通过多个网络平

台以及教学软件从而让学生们能够将这些注重实践的医学知识能够灵活掌握。本文首先对线上教学进行

了总体分析，随后分析了医学生线上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如课程进行中出现网络卡顿、学生自律性

差异明显、线下实践操作训练不足及学生心理不稳定等，之后探讨了线上教学的应用价值和线下教学的

区别，在一定程度上为医学专业的线上教学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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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due to the raging of the new coronavirus epidemic, various fields have been greatly 
affected, especially i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China has a large population base, a large popula-
tion and a dense residential population, so this also makes it necessary to adopt a new teaching 
mode in order to continue teaching. Therefore, on the basis of a number of teaching modes at 
home and abroad, we mainly use online teaching methods for medical students, through multiple 
network platforms and teaching software, so that students can flexibly master this practical med-
ical knowledge. This paper first makes an overall analysis of online teaching, and then analyzes 
th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medical students’ online teaching, such as network jam, obvious 
differences in students’ self-discipline, insufficient offline practical operation training and stu-
dents’ psychological instability. Then it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online teaching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ffline teaching, which provides a useful reference for online teaching of med-
ical majors to a certain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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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19 年武汉疫情爆发以来，世界各地均受到了影响，中国也不乏如是，全国人民共同参与了抗击

疫情的热潮[1]，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的新阶段。但是由于病毒变异速度之快，疫情仍然存在，这就使得

群居性活动不得不减少，学生不能返校，正常的教学活动不能开展[2]，在教育部的新政策要求下，我们

便不得不采用特殊时期的线上教学新模式，从而保证教学任务的“正常进行”。特殊时期如何开展线上

教育，网络的多个平台和媒介给我们提供了多种思路和渠道，“雨课堂”、“腾讯会议”和“钉钉”等

多种新的形式的应用逐渐普及，而在此，我们也必须深入思考，采取哪种方式的优势更为明显，才能使

得学生对于知识的掌握更加牢固，线上教学在医学教育中的使用重点又在何处。 
本文将以这次新冠疫情开始至今，所采用的一系列线上教学模式进行一个简单的评价以及思考[3]，

尝试为之后在线教育教学活动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提供借鉴。 

2. 新兴的线上教学模式 

传统的教学模式是以教师为主的一种待在校园教室的学习模式[4]，在这种环境下，教师与学生之间

可以面对面的交流，双方之间的交流是一种直接的方式。而由于科技的发展所产生和形成的新的教学模

式，它在一定程度不同于以往的方式，它的媒介是网络平台，不需要老师和学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将

师生之间的交流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同样，由于新媒体的多样化和多元化，我们所采用的平台和设备

也逐渐增多，从原本的微信、QQ 再到现阶段的钉钉、雨课堂、腾讯会议，而且这些软件的功能也逐渐趋

于完善，它的功能的可塑性逐渐增强。 
这些新兴的教学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大大提高了远程教学的质量和水平。教师采用在线平台和软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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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发布学习任务，学生在线完成任务，同时配合以视频教学、语音教学以及在线文档和 PPT 等多种

形式。这些新的线上教学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对传统的教学模式产生了冲击。在原本的课堂里，教师所使

用的除了课本之外，大部分所用的也都是媒体资源库的资源，而通过线上教学则兼顾了两者。 

3. 线上教学的问题 

在采用线上教学这种新媒介的时候，我们发现它对于众多因素都有高要求。 

3.1. 学生为主体的自主能动性 

医学生不同于其他专业的学生，医学是以实践操作为主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有“实践”这个过程，

而脱离了校园这个实际的大环境，我们的操作平台就减少了，仅仅的通过视频等线上空洞的讲解虽然能

有一定程度上的掌握，但是“眼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并且同时由于在线教学没有了学校上课的紧迫

感，学生对于上课的把握松弛度不够，没有了教师和学生面对面这个氛围，学生的“开小差”[5]等思维

漫无目的性更高。 

3.2. 网速和设备的要求高 

由于学生所处的家庭环境不同，家庭所能提供的媒介也不同，而对于线上教学来说，如果没有优质

的网络设备以及媒体设备，教学效果就会大打折扣。通过部分学生的反应来说，我们发现问题主要存在

于设备卡顿、图像显示不清楚以及音质较差等问题上。而对于医学这个高精密度的专业来说，我们所需

要的则是不容许有丝毫偏差，一旦有部分知识的记忆偏差了或者是有了漏洞，那么将会产生很大影响。 

3.3. 教学材料的选择的问题 

这一点主要是在教师身上，由于医学知识的多样化以及信息更新的速度之快和专业的精密性，这就

要求教师必须对学生的整体水平有一定程度的掌握，但是通过线上教学模式来说，简单的通过学生习题

的作答情况来说，我们并不能保证成绩来源的真实性，因此这也就不能作为我们所选择教学材料的依据。 
尽管线上教学存在部分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它在现阶段医学教育教学中所存在的价值。由于医

学信息更迭速度之快，我们通过这些新的平台将相关信息远程发送给同学们，“优课”是高校在线教育

的重要资源，更是推动发展的重要基础[6] [7]在这种媒介上，我们将线上教学的范围和含义加以延伸，使

得线上教学不再是仅仅单独枯燥无味的教师说理式讲解，而是更具有医学知识的前瞻性和新颖性，在这

一点上则符合现当代医学教学的指导思想。 

4. 医学教育模式的在线课堂发展思考 

4.1. 医学生主体自主能动性的加强 

对于医学生来说，终身学习是我们的目的，治病救人是我们的天职，因此医学知识对于个人的重要

性就很显而易见。线上教学不同于线下教学，它需要我们课前预习、课后复习，这样才能课堂上紧跟老

师思维，从疾病的病因、临床表现再到诊断治疗，这些不仅仅是老师能教给我们的，它需要我们进一步

的深思熟虑、认真学习。线上教学使得我们不能面对面的与老师进行交流，失去了很大程度上的当面指

导，同时也失去了亲自与病人交流从而进行实际操作的机会，这就使得学生必须认真阅读书本、观看教

学视频，从而提高自己的学习主动性。 

4.2. 培养医学教师的线上教学水平 

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但是由于教学的主导者依然是老师，这就使得教师必须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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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这根指挥棒，在大的方向上必须为学生掌好舵。线上教学有多种平台和设备，而对于这些平台和设备

的应用，则需要教师深入学习并加以掌握，从而能够保证医学生的知识理解能力，进而最大化的通过课

堂上的活跃度、课后的做题情况以及各方面的综合表现做好对每一个学生的总体把握。同时，由于教师

医学信息来源渠道广泛并且众多，因此教师需要及时的通过这些设备将信息发送给学生，这就需要教师

进一步的掌握多方面的信息获取能力。 

4.3. 完善线上教学媒介 

随着科技的发展，线上教学平台的形式和内容逐渐多种多样，而且所含有的硬件和软件都层出不穷

[8]。但是由于一定技术条件的限制，我们的上课条件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受到这些媒体平台的约束，这就

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开发新的技术并且完善已有的技术设备。我们医学生的学习不同于其他专业，对于影

像摄片，我们需要高分辨率的图片影印技术，对于病理性杂音，我们需要更低杂质的音频技术，因此，

如何能够使得医学生能够通过线上教学获得如同线下教学般的益处则值得进一步的探讨。 

5. 总结和反思 

现阶段的线上教育与原来的线下教学他们不是背离的，对于整体教育这个大的趋势来说，是整体向

上发展的，线上教学也是应运而生的[9]。在现阶段新冠疫情的大背景下，这不仅是对我们国家整体的一

个考验，更是对医疗卫生行业的一个考验[10]，因此如何在现阶段下既能够为医疗卫生事业出一份力，又

能够满足教育事业的要求，提高后备军的能力，通过线上教学将是一个值得使用的新的途径。本文通过

思考新冠疫情背景下线上教育这一新的教育模式的优势与不足，从而为今后开展在线教育提供指导[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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