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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类院校幼儿卫生学课堂信息化建设路径与策略探 
汪海莲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无锡  214100 ）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电子信息技术的不断革新，特别是在幼儿卫生学的课堂教学中，电子信息技术的应用使现代
化教学手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在具体的构建和实践中，如何发挥电子信息技术的优势，还需要注意一些问题。因此，在幼儿
卫生学的教学中应当适度的运用信息化建设的方法，使其作为传统师范教学辅助方式弥补其不足，推进幼儿卫生学教育的现代化进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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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类幼儿卫生学知识在结构方面和知识特异性方面都有

其在教学过程中的教学瓶颈。在课堂实践中该学科与其它学科
不同，并不是直接阐述教育方法，而是探讨幼儿的生理特点，
根据生理特点再论述教育方法，也就是说，幼儿的疾病防治、
饮食卫生、锻炼卫生、环境卫生决定了其教育方法。因此，幼
儿的生理特点就成为幼儿卫生学中的重点。如幼儿的免疫系统
尚未发育完全，免疫力较低导致幼儿容易感染各种病毒和细菌，
所以疾病预防重点是感冒、腮腺炎、痢疾水痘等等；再如幼儿
的身体未发育完全，对温度、气候的适应能力较低，所以对腹
泻、伤风、中暑等非传染性疾病也是幼儿卫生学中的重点。 

幼儿卫生学中幼儿生理结构的知识较为复杂，如自身的免
疫力较低是因为其体液免疫机制不健全，B 淋巴数量较少而导
致抗体不足，虽然胸腺能够分泌 T 淋巴细胞来增强免疫机制，
但不足以抵抗细菌入侵；心肺功能较差，肌肉孱弱是导致心肺
功能较差的因素之一，不能为肌肉细胞提供足够的氧气用于肌
肉收缩。这些特质在卫生学教学中是很难掌握的几个点，是教
学难点。 

1 幼儿卫生学中信息技术的运用 
根据师范类学生的具体情况，在幼儿学卫生课课堂实践的

具体过程中教师应应结合电子信息技术，将复杂的知识利用电
子设备呈现在学生面前，引导其对新知识不断地求索，例如，
在幼儿卫生学教学当中可以利用卫生学信息化教学方式，将幼
儿卫生学相关的结构进行解剖，利用相应的硬件设备和软件设
备制作成立体图形，如心脏和肺、如 B 淋巴细胞、骨骼和肌肉
等等，让学生们直观的观察到人的生理结构。同时，运用多媒
体技术呈现在动态的教学过程，一方面节省了教师很多时间，
另一方面将幼儿卫生学的知识内容以直观立体的方式呈现在课
堂教学中。 

幼儿卫生学信息化课堂的建设其主旨是以电子信息技术为
媒介，以学生自身对卫生知识的了解转化成自身习惯为内容，
最终达成教学目的，使学生的卫生学知识建构更加体系化和完
整化。以信息化方式呈现卫生学的知识可以使抽象的卫生学知
识的更加具象，更容易加深学习者对知识的理解，这样有益于
对于卫生学知识逐渐产生兴趣并重视，提升学习对象的探究能
力水平。例如在对一些需要注意卫生的内容讲解过程当中，存
在语言表达的局限性情况，不论表达能力有多强，对于这些抽
象的内容均无法具体而清楚的表达出来，而多媒体技术能够呈
现出身体内部的机理，直观的演示对卫生学讲解重难点具有突
破作用。 

2 信息技术背景下卫生学的应用与挑战 
2.1 机遇 
尽管在卫生学课堂当中引入信息化建设具有诸多的优势，

但是也要针对知识传播受众的身心特点和卫生学内容具体的基
础上予以运用，因为任何事物都是一把双刃剑，卫生学的信息

化建设也同样如此，其存在着一些迄今为止无法逾越的弊端，
因此，在课堂教学过程当中只有对卫生学信息化建设予以恰当
的运用才能够很好的对传统教学的不足予以弥补，提高教学效
果。 

近年来随着社会各界对幼儿的卫生情况越来越注重，相关
的研究也广泛深入，优秀的多媒体课件层出不穷，其中有很多
是由教育专家优秀教师和计算机专业人员共同开发的，其中蕴
含着非常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经验，具有非常强的交互性共
享性特征。其次，卫生学教学的相关内容在信息化建设中也便
于保留和共享，课件在容易保存的情况下有助于新知识的普及，
也更加方便的将幼儿卫生学的学习内容呈现出来，在一些共性
问题上教师可以及时的互相探讨。 

2.2 挑战 
在卫生学教学资源方面，优质的教学资源能够对学习受众

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很多教学资源是存在弊端的，教师
首先要对教育学和预防医学的内容有一定了解，其次还要在课
件制作上下功夫，因为多媒体教学完全是基于电子设备和软件
开展的课堂教学，自己不会或者不愿意制作课件，在网上随便
下载一些课件，这种课件反而会将知识传播者和受众引入幼儿
卫生学学习误区。 

幼儿卫生学信息化建设具有信息量较大，学习内容呈现出
很强的逻辑性，且教学效率较高等特点，在具体的学习过程中
要考虑到自身的身心特点，避免长时间学习导致视觉疲劳和厌
学现象。因此，在卫生学教学过程当中运用多媒体技术也应当
在结合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开展，是一个由浅到深的学习过程。 

幼师在卫生学课堂实践教学中对信息换建设还存在着很多
误区，如走马观花式的课件阅览，课件千篇一律等等。不能发
挥出电子信息技术在具体教学过程中的效果显现。 

3 幼儿卫生学课堂信息化建设路径 
3.1 nobook 虚拟实验室软件的应用 
nobook 虚拟实验室涵盖了幼儿卫生学动手实验和幼儿卫生

学实验资源，对于卫生学课堂教学应用来讲，nobook 软件主要
应用的功能是可以将人体内部身体结构、细胞结构、实验过程
3D 虚拟化，教师和学生可以在触控一体机上真实操作感知实验
过程等，如食物在幼儿肠胃内的变化，骨折时骨骼的变化情况，
心脏泵血过程中，在肺的作用下血液携带氧气运输至肌肉，肌
肉利用氧气产生能量发生收缩的过程。现代信息技术通过自身
的功能与课件的实现，让我们在具象的视频中了解和认识人体
的结构，掌握幼儿生理特点，为幼儿的疾病防治、饮食卫生、
锻炼卫生、生活环境卫生等内容的学习奠定基础，深入的掌握
幼儿卫生学的相关知识，创新以幼儿生理特点为基础的信息化
建设手段。 

课堂教学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应突出学生的主体为主，教
师更多的是该学科的学习引导者而不是管理者，具体而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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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将幼儿卫生学学习方法进行引导，强调 nobook 虚拟实验室
软件在课堂教学中的运用，摒弃传统的灌输式教学，培养学生
学习兴趣，提升对卫生学重难点内容的深入学习。 

3.2 幼儿卫生教育信息化教学手段的创新策略 
在具体的幼儿卫生教育信息化教学手段的构建和实施过程

中，相较于传统的教学模式，无疑增加了课件制作的工作量，
在面对繁重的学习外，课余还要制作相应的卫生学知识课件，
以往的幼儿卫生学教学备课只需要纸笔即可，而现在不仅需要
备课还需要制作课件，还需要掌握一定的课件制作技术，这无
形当中就需要耗费时间，而网上下载课件往往无法保证课件质
量，这对于卫生学的学习是非常不利的，建议教师在课堂方面
关于课件制作的关键知识融入到课堂教学之中，让学生们对课
件制作有充分的准备。如“幼儿疾病防治”章节教学过程中，
针对幼儿疾病特点创新幼儿卫生学信息化教学手段，将流行感
冒、腮腺炎、痢疾、腹泻、冻伤等传染性疾病和非传染性疾病
制作成图像或视频，或直接利用 nobook 虚拟实验室平台，使学
习者对常见的疾病有一个直观的认识；在幼儿的营养与膳食卫
生教学中，利用信息技术搜集富含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膳食
组合，常见食物中的细菌制作成图片；在幼儿体育锻炼卫生中，
让学习者认识到人的肺和肌肉的生理特点，以及体育锻炼对人
体的影响等等。利用信息技术或者多媒体技术将抽样的文字描
述转换为视频或者图像，这让我们更快更全面的了解相关知识，
提升卫生学的教学效率。 

对于幼儿卫生学信息化教学的优势很多人都是充分的予以
肯定，但是对其运用也要建立在学科特点的基础上进行，而且
对于传统教学也不能全盘的予以否定，在相关内容的讲解过程
当中需要掌握循序渐进熟能生巧的规律，这就需要大量的纸笔
训练，这就必须以传统教学为主，信息技术只能作为一种辅助
手段，而且卫生学信息化建设与传统的教学方法相互之间并不
矛盾，甚至是相辅相成的。因此，在卫生学教学过程当中应当
使二者充分的结合起来的教学方式。 

4 对未来的展望 
随着在卫生学教学当中信息技术的运用的不断普及 MOOC

（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也呈现出井喷式的发展过程，但是从
总体上来看这种模式在高等教育当中和基础教育中运用更加普
及一些，幼儿卫生学教育当中事例甚少，因此在幼儿卫生学教
育当中对 MOOC 应用的前景可以做进一步的探讨。MOOC 在过
去的几年当中成了炙手可热的词汇，中国的很多教育机构或者
企业也投入其中，给传统教育带来了非常显著的影响。 

在幼儿卫生学教育中应用 MOOC 具有非常显著的优势，突
破了传统教育的实现性，我们可以不受时间限制的浏览，对一
些有关卫生学的先进思想和方法予以掌握，提升教学质量，同
时也不受地域限制，城市农村的幼儿都能够对相关内容进行学
习，而且幼师可以接触到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其次，深化课
程教学改革促进知识创新。在幼儿卫生学课堂教育当中 MOOC
的应用基于以上优势和挑战，相关部门应当从以下方面予以完
善，在教学资源方面，号召全国幼儿园均积极地参与到 MOOC
构建以及学习过程当中实现资源的共享，在管理方面促进平台
管理与科学测试体系相结合，进一步提升幼儿卫生学信息化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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