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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网络教育技术的迅猛发展，医学教改也迎来挑战与机遇。网络教育技术作为现代医学教学传播的媒

介，为医学人才培养提供了崭新的平台，为传统医学教育提供了新的模式，同时对传统线下医学教育提

出了新的挑战。网络教育与传统教育，各有优缺点，是教改的新问题。本文将从网络医学教育的特点与

应用、传统医学教育的特点以及两者之间的相辅相成和共同发展三个方面进行阐述。指出传统医学教育

和网络医学教育各自的优劣之处，不能简单地存一放弃一。应更好地使网络医学教育与传统医学教育相

辅相成，将二者融合为一互为补充的教学模式，形成适合现代医学教育需求的新的医学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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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twork education technology, medical education reform is also 
facing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As the media of modern medical teaching, network educa-
tional technology provides a new platform for medical talents training and a new mode for tradi-
tional medical educa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presents a new challenge to traditional offline medi-
cal education. Network education and traditional education have their own advantages and dis-
advantages, which is a new problem of education reform. This article will expound the characte-
ristics and application of network medical educa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medical 
education and the mutual complement and common development between them.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raditional medical education and network medical 
education can not be simply saved and abandoned. The network medical education and the tradi-
tional medical education should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the two should be merged into a 
complementary teaching model to form a new medical education model suitable for the needs of 
modern medical education. 

 
Keywords 
Network Technology, Medical Education, Teaching Reform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网络技术作为 20 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主要通过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相结合实现信息实时传输

网络化，其能够将不同地点的独立计算机系统通过互联网连接在一起，实现数据远程服务共享，为实现

网络教育平台奠定基础[1]。网络教育技术的发展也为传统教育理念带来了根本性的冲击。将网络技术应

用于医学教育，并与传统医学教育深度融合，充分发挥网络教育的优势，不断完善医学教育培养机制，

促进医学生不断调整学习情感，适应网络学习方式，全面激发学习动机潜力，彻实提高理论学习和实践

能力的全面发展，与医学教育培养息息相关[2]。如何灵活运用新型网络教育技术，促教改，产人才的新

型教学理念，备受关注。 

2. 网络医学教育的特点 

2.1. 网络医学教育的优势 

网络医学教育就是运用网络远程技术与环境开展医学教育，在网络医学教育环境下，教师和学生之

间的互动主要依赖于计算机网络，打破了传统医学教育同一时空面对面的教育模式。师生之间通过计算

机网络实现知识的教学和信息的沟通，学生可以实时或非实时地与老师进行沟通反馈，从而解决教师、

学生和时空三者必须统一的局限，拓展教学活动的时间与空间，网络医学教育具有以下特点[3]。 

2.1.1. 实现医学教育资源共享 
教育园地的范围和时效有更多的灵活性。不同院校之间师生都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互动，形成网络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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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的教学资源库，医学教育资源得到无限扩充，学生学习具有灵活性。例如，内陆医学院校的学生可以

通过网络教育共享沿海发达城市的教育资源，学生可以共享全球的教学资源来吸纳知识。同时，网络技

术也为医学教师提供了交流和学习的更多机会，有助于提高教学互动，提高学习效能。网络医学教育打

破了传统的教学模式，具有不受地域限制、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实现资源共享的优点。它可以将最优秀

的教师资源和课程教学整合在一起，对于师资薄弱的院校而言，是一种低成本的补充，提高优势教学资

源的共享率。同时网络教育能够培养学员的自主学习能力，发挥学员的主动性，可以弥补教育资源地域

分布不均匀局限性，适应医学教育的广泛需求。从而提高培养人才的质量[4]。 

2.1.2. 实现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和创新培养  
在传统医学教育模式下，教师与学生在教室中围绕教材进行互动和学习，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扮

演决定性的角色，但这种教学方式限制了学生的主动性和自主性。相比之下，网络教育模式下，学生可

以根据自己的学习背景、兴趣爱好等条件选择符合自身需求的课程，实现个性化学习。在教育资源共享

的网络环境中，学校通过多媒体方式提供丰富的课程，学生能够接触到校内校外的优秀课程。而在传统

学校教育中实施这种方式需要考虑时间、金钱等多种因素，难度较大。此外，教师可以通过网络工具了

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并提出相应的建议来解决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通过个体化的教育培养，

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和差异，实现对学生的创新培养[5]。 

2.1.3. 网络教育对于学生理解教学知识点非常有益  
在网络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文本、图像、声音、视频等多种方式，从多个角度深入阐述知识点，

使得医学教学变得更加生动有趣，易于理解，使学生如临临床实践。网络教学具有化远为近、化大为小、

化虚为实、化静为动等功能，能够将复杂抽象的概念简单明了、形象化，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加

深领会，达到快速增加知识储备之目的[6]。 

2.1.4. 网络教育有助于学生获得最新的信息  
在网络信息化的背景下，医学教育资源可以实现实时的网络化动态更新，使得用户能够及时获取最

新的医学信息。基于互联化，用户之间可以实现最新信息的交互，这一点是传统医学教育所无法达到的。

同时网络教育使学生学会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自主学习，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为今后不断地获取知

识和提高教育层次奠定基础[7]。 

2.2. 网络医学教育的不足 

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医学教育不再受到国界和地域的限制。学生可以通过网络学习国内外医学教育

课程，并且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与老师和同学进行专业讨论。但是，网络医学教育也存在一些不足

之处。 

2.2.1. 网络医学教育是在学教分离  
师生分离的环境中学习，医学生仅仅通过观看网络课程，学习以自学为主，学生不可避免地遇到一

些困难或有些不习惯。未能真正投入学习中。此外，由于缺乏教师的监督，他们可能只是为了获得学分

而听课，而没有真正掌握课程内容[8]。 

2.2.2. 网络教育缺乏时空统一性   
网络教育师生不在统一的时间和空间，缺乏课堂的氛围，需要学生具备较强的自制力和自觉性，在

虚拟网络教育环境中，没有教室，更没有课堂的氛围，缺乏教师的管理和帮助，学生容易产生依赖性。

当他们遇到问题时，可能会不自主地搜索答案，而缺乏自主思考的能力[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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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网络教育缺乏师生人际互动 
课程教学通过教师的教学理念、教学行为、教学艺术以及教师的思想、情感、品质与学生的认知、

情感、思想等产生碰撞，产生共鸣以实现效果。网络教育环境在学习课堂上没有老师在一起，失去了师

生之间和学生之间的情感交流，缺乏师生情和同窗情，降低学习的能动性，部分学生出现成绩下滑[10]。 

3. 网络医学教育的应用实践 

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多媒体的兴起及其大规模的运用，国内各大医学院校已经普遍拥有了网络资源，

为医学生能够通过网络及时了解国内外新兴领域的发展趋势和最新研究成果奠定坚持的基础，给医学教育

提供了不受空间、时间和功能限制的高雅而实用的学习环境。医学网络教育可以共享全球医学资源，弥补

传统课堂教育的不足，使得医学教学更加多样化、丰富多彩。此外，课后，医学生还能够通过校园资源库

浏览、查询和收集相关信息资源，并且借助校内网络平台，定期参加来自国内各大高校名师的网络讲座，

同时远程教育也为他们提供了优质资源的获取途径。因此，受到学校、教师和学生的欢迎[11]。 

3.1. 新冠疫情时期网络教育 

在新冠疫情特殊时期，师生因防控疫情而不能集中授课，我校以安全为前提，运用网络教育技术实

施了线上授课[3]，这种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教育方式[4]，通过网络传达信息，使学生接收、处理和反

馈信息，很好地培养了学生的学习动力和自主探索能力，充分调动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激发了老

师授课的创造性，教学任务得以完成，实现防疫教学两不误的社会效益[12]。 

3.2. 脑卒中示范中心网络教育  

脑卒中在我区的患病率有逐年上升趋势，给患者和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其发病有急、危、重和在

时间窗内足量溶栓剂可获得最佳治疗效果等特点，但是脑卒中防控知识在群众中的认知度在我们地区还

相当有限，严重影响脑卒中的防控效果。构建科学防控脑卒中成为迫在眉睫的重大任务，我校经过卫生

行政主管的批准，组织市、区、县医院及其乡镇卫生院的相关技术人员，组成脑卒中示范中心，执行三

级防控网络，并利用网络教育技术，传授脑卒中防控知识，在群众中普及脑卒中常见危险因素及其防治

方法，在高危人群中预防脑卒中的发生，在医疗机构中，优化脑卒中诊疗线路，缩短溶栓时间，在医务

人员中，加强脑卒中的诊断和治疗的质量控制，重视针对提高脑卒中的防、诊、治的科学研究。做到优

化服务流程，改善服务质量，为患者提供个性化、规范化的综合诊疗和干预服务。取得脑卒中防治体系

建立健全，有效实施脑卒中综合防控策略和措施，普及脑卒中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实现脑卒中以治疗

为主向健康管理为主转变的社会效益[13]。 
建立适合学校特色的网络教育平台非常重要，从我校的实际情况来看，医学网络教育平台应当适合

于医学院校和附属医院合作机制的开放式教育平台的特点，紧密结合教学、医疗和科学研究的新情况、

新任务，需要围绕医学知识的学习、课堂教学、课后作业、培优补差、答疑解惑和实践(训)操作等设计平

台，给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和学习工具。例如，导师在校外的医学研究生需要到非直属附属医院进

行临床实践课程，而校外带教老师的临床知识和科研水平参差不齐，缺乏基因、转录、蛋白质变化与疾

病关联性等新知识，对引导学生在疾病与生命科学中微妙关联方面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方面

缺乏经验，使学生失去临床实践与科研实践有机结合机遇，并失去运用临床病例资料撰写毕业论文的机

会。在这种情况下，医学生应该通过学校的网络教育平台，获得相应老师的指导。临床专硕研究生忙于

临床工作，在研究方面兼顾不上，这是医学院校教学与实践环境之间存在较大脱节，医学生如能充分利

用网络优势，在网络教育引导下精选课题，发挥网络教育老师指导与实践单位老师指导的有机联合培养

作用，让学生能够独立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顺利地完成研究生课题和毕业论文的撰写。通过远程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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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学校图书馆文献，丰富毕业论文的参考资料，更好地提高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高校建立的网络教学

中心使学生可以更方便地上网查询最新资料，利用网络课程进行论文写作指导，这对于临床学生的毕业

论文写作至关重要[14]。 

4. 传统医学教育的特点 

传统教育是指以面对面教学为主要形式，通过教师和学生在同一物理教室内进行教学和学习的方式。

这种教育模式已经在过去几个世纪中被广泛采用，并且仍然是目前许多学校和教育机构主要的教学方式。

传统医学教育主要以教师为主导，学生接受的是被动的“填鸭式”教育，这种教育方式限制了学习者的

自主创新能力，不利于培养创新型人才。此外，传统医学教育还受制于教师资源和经济条件等因素，难

以克服不同地区教育资源的不平衡问题，也无法解决教师资源的质量参差不齐和教学资源的无法满足庞

大学生需求的问题。尽管传统医学教育存在这些不足，但在现代教育中仍然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4.1. 有利于师生互动和情感交流 

传统医学教育模式下，教师与学生能够在同一教室内进行面对面的语言交流，通过肢体动作和眼神

交流等方式进行沟通，这有助于更好地表达情感和理解知识。例如，在学习临床知识时，传统医学教育

中的教师可以使用诙谐的语言和有趣的肢体动作来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医学知识，促进师生互动和情感

交流。同时，教师不仅起到言传身教的作用，还能够成为学生学习的榜样[15]。 

4.2. 有助于教师直观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 

传统医学教育模式下，教师在充分了解学生的认知结构，了解学生薄弱点，了解学生的个性特点和

兴趣爱好等的基础上，进行有针对性教学，有的放矢的教学；因材施教，科学调整课程。例如医学知识

晦涩难懂，在学习过程中，医学生容易出现疲乏现象，影响学习效果，教师可通过直接提醒方式唤醒学

生。在医学知识准确掌握方面，教师可根据学生回答问题情况，发现学生有偏科情况，及时调整教学设

计，调整标高，及时纠正不良的学习方法，提高课堂学习效率[16]。 

4.3. 适用于各种教学和学习对象  

虽然网络教育使学习者能够随时随地查阅相关材料和知识，但初学者面临着网络信息的大量选择，

难以确定适合自己的学习资料，同时在浏览无用信息的过程中也浪费了大量时间。相比之下，传统医学

教育采用面对面的教学形式，教师整理好学习资料供学生学习，省去了查找资料的时间，保证了学习质

量。此外，面对面教育更具学习氛围，集体学习能够增强学生的自我控制和自觉性，有助于集中注意力

进行学习，避免了个人学习枯燥乏味的问题[17]。 

5. 传统教育与网络教育在教育理论和教育心理学上的区别 

传统教育契合行为主义理论，着重教师对学生行为的引导和塑造。教师通常担任知识传授者的角色，

借助讲授和演示等方式，直接引导学生的学习过程。在传统教育中，学生还能透过观察教师和同伴的学

习行为，获取新的知识与技能。同时，课堂上的互动与合作学习也体现了社会认知理论的应用。此外，

传统教育符合信息处理理论，着重培养学生对信息的接收、处理和记忆。透过教师的讲解和演示，学生

能有条理地获取学习信息，进而深化对知识的理解。 
网络教育与建构主义理论相吻合，鼓励学生通过自主探索、发现和解决问题来构建知识。学生在网

络学习平台上可获取丰富的学习资源与多媒体教材，自主选择学习内容，以促进知识的主动建构。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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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教育还可根据学生的认知能力与学习进度，提供个性化的学习体验，协助学生更好地处理认知负荷，

体现了认知负荷理论的应用，从而提高学习效果。同时，网络教育也契合自我决定理论，为学生提供更

多学习的自主性与灵活性，使学生能更多地参与决定与规划学习目标，增进学习动机与自觉性。 
综合来看，网络教育和传统教育在医学生培养中可借鉴和运用不同的教育理论和心理学原理。网络

教育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与合作性，以其自主性、个性化和灵活性的优势融合于教学之中。

而传统教育则更加强调教师的指导和知识传授，注重学生对知识的接收与记忆。 

6. 传统教育与网络教育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在当今信息化时代的背景下，医学教育需要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对教育培养理念、理论体系和

培养架构进行改革，以培养医学生的个性化学习能力和创新创造能力。尽管网络医学教育作为新兴教育

模式已经出现，但目前仍存在不足，不能完全代替传统医学教育。传统医学教育则存在信息延迟、教材

更新慢等缺点，依赖网络教育[18]。因此，网络医学教育和传统医学教育各有利弊，我们应以正确的视角

审视两者之间的差异。传统医学教育是医学教育的基础，而网络医学教育则是在传统医学教育的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两者在教育层次、教学对象和教学目的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也有许多共同点。将两种教育

方式进行融合互补，充分发挥两者的优势，弥补各自的不足，是促进医学教育发展的关键[19]。 
在医学教育中，将医学理论与临床知识相结合，通过网络技术将临床与课堂授课相结合，让学生有如

置身于临床中的感受，获得传统教学般的体验，使课本上的知识转化成为临床医学服务能力的技能。利用

多媒体教学方式通过图片、视频等手段丰富课程教学，使教学课堂像面对面的传统教学方式一样为学生提

供良好的学习氛围，使学生的注意力更加集中，也能实时向教师提出问题，并通过老师的现场或网络上讲

解，增进学生深刻地理解医学科学知识，丰富临床诊疗技能，并熟练掌握医学研究方法[20] [21] [22]。 
神经病学作为医学生所公认的一门较为难学的临床课程，涵盖的知识点繁多，疾病种类繁杂且多样

变化。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都面临着教学和学习的挑战。针对神经病学学习的特殊性，我

们学校的神经病学教学团队精心录制并在智慧树上线了名为《神经系统基础与临床》的课程(链接：

https://coursehome.zhihuishu.com/courseHome/1000004030#teachTeam)。通过智慧课堂的建设，我们成功地

将线上和线下教学有效地融合，引导学生通过多媒体及掌上终端进行高质量、高效率的学习。同时，教

师们精心设计了教学环节，使得对学生的学习进行及时反馈等措施能够直接激发学生智慧地去学习，实

现了神经病学教学的“高效教学”。通过智慧课堂，我们实现了课堂信息量的增加、思维层次的提升，

从而取得了更好的教学效果。现累计选课人数达 828 人，公众学习者所属学校达 23 所，累计浏览次数达

6031 次。这反映了传统教育与网络教育结合教学在广大学生中的受欢迎程度和影响力。 
综上所述，在医学生培养过程中，将网络医学教育与传统医学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能够取得更好

的教学效果。在课程设置上，可以借助网络平台开设一些前沿学科或跨学科的课程，满足学生个性化学

习需求，丰富学科内涵。在教学方法上，传统教学可以辅以网络教学，增加教学资源的多样性，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网络教学的优势还可以在实践教学方面得到充分应用，例如通过虚拟实验室、在

线临床模拟等手段，让学生在虚拟环境中进行实践操作，加深对临床应用的理解。网络医学教育与传统

医学教育各有优势，在实际教学中有机地将两者优势互补，有助于医学生拓宽医学知识和提高实践能力，

对培育医学生临床技能和科研能力的全方位发展和提高医学教学质量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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