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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的特点及其在医学教育中应用探讨 
张文君  张军通讯作者 

（十堰市太和医院  湖北十堰  442000） 

摘要：新媒体不但是技术媒介，同时也有媒体的属性，其推动传统媒体的深层次整合，体现出大众化、宽泛化、碎片化的特征，
并有着穿越时空的属性与智能媒介研习功能。大批的新媒体媒介，例如慕课、微信、微博、医疗大众媒介、易班等与传统教学媒体
高度结合并颠覆了传统教学模式，进而在推动学位教学、再学习资源与科学理论普及、专业刊物刊发等层面有着关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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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以其明显的个体为核心的特点，也被叫做自媒体、

个人媒介或大众媒介，是在报刊、电台、电视三大传统媒体后
的新媒介。新媒体是使用数字科技、网络科技、无线通讯网、
卫星通信等途径与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不固定
的使用人群或既定的个体传达讯息的媒体的统称。狭义的新媒
体是说有别于传统媒介的网络媒介，广义的新媒体包含网络媒
介与新媒体高度结合而演化而来的全部新模式媒体。笔者通过
对新媒体特征的解析，探讨其在医学教学中的运用与留存的缺
陷。 

一、新媒体技术与医学专业结合概述 
例如，在院校医学伦理教程中，因为课时不够，学生学习

压力陡增，需要授课老师以提高教学功效为引导，依照院校教
学纲要的需要设计教学方案，依照教学内容实施专题教学。笔
者使用新媒体等网络媒介资源，挑选适当的教学材料，融合已
有的教科书、幻灯片等教学课件，为相异层级的学生设计了专
业化、个性化的教学专题，确保每一专题都有充裕的教学资源，
学生能够通过院校提供的互联网教程完成学习任务，并且也能
够通过老师推介的其它互联网媒介对专题内容实施延伸学习。
这大幅度提升了学生的知识储备量，拓宽了学生的眼界。对学
生普遍所有的问题与希望探讨的专题，老师要在教学中进行重
点讲述，并且诱导学生在教学中进行探讨，如此就可以起到活
跃教学氛围的作用，并且强化了有关理论点的深度解读力度，
并且能够让学生在互相探讨学习时练习表述与沟通能力，形成
团队合作意识。另外，还可以使用微信群、微博群等布置网上
作业。 

二、新媒体的特征 
新媒体打破了传统媒体点到面的传送模式，而转换成点对

点的传播模式，不但变更了讯息的流动构造，也变更了媒体生
态与媒体领域的构造。随着新媒体形态的持续改变、延展，由
个体门户、相异的团体、圈的形成与微信公众账号为代表的新
媒体，观看者与被关注者的忠诚粉丝团队构成了新媒体的基本
使用人群，并依靠其性格化集聚的特征将参数发掘与智能推送
联合起来，进而形成一个双方向的即时信息走廊，讯息的发布
人与大众的交流更为密切，完成讯息的精准推送与及时获得，
进而引导更为迫切的讯息表述需求。正由于此，新媒体有着传
统媒体所没有的功能。 

构建在数字科技与互联网通讯科技前提下的新媒体不但是
技术媒介，亦为媒体。新媒体的界限正在快速扩大，既填补了
传统媒体的空缺，也为讯息传递提供了新的途径，因此引发的
新媒体间、新媒体与传统媒体间的形态、效能、传播模式、资
本所有权、组织构造等元素的高度结合会成为以后媒体交融的
核心，让讯息的沟通更为顺畅，并彰显出媒体形态的多元化特
征。例如，微博、微信、个体日记、个人网页、微信朋友圈、
微信公众平台、QQ 空间等互联网社区与 Facebook、Twitter 与新
式的视频网络等是新媒体的杰出代表。 

三、新媒体在医学教育中的应用 
（一）在传统医学学位教学中的应用 
随着个体电脑与其视听设施的推广，新媒体科技与医学教

学的融合已经是大势所趋。传统教育手段正在面临一场数字化、

互联网化、世界化的历史性革命，医学教学的观念、内容、模
式、成效考评也在产生着颠覆性的改变，医学理论通过元素化
与编码化完成了教学资源的整合。 

并且，伴随摄录编教学设施的微小化、数字化，教育条件
开始变得更适合新时代的教学，医学教师影视素质的提升与新
媒体教学技能的推介使用，医学视听教科书的编纂都已经体现
出专门化与泛化的态势。各类创新性、实效性的新媒体科技为
中心的电化教学体系业已在医学教育行业普及使用，大批与当
代审美理念吻合的视频、音频与动画等医学教育课件开始出现；
并且其媒体的集聚性、讯息的多维度、操控的交互性、模式的
多元性、资源的分享性也是医学教学得以进行的前提。教学内
容也打破了传统的时空限制，既适用于传统的课程教育，也运
用了多媒体终端的性格化学习模式。 

（二）对医学再教育领域的影响 
与其它科目有所区别，继续医学教育在医学科目的教学中

有着无法取代的功能。通过健全的医学再教育培训，对已经完
成学位教育的医院职工实施医学再教育，培养其掌握新理论、
新模式、新科技，让其在整个职业规划中可以不断为自身充电，
提升其业务技能，以满足医学技术发展的局势，提高医学整体
水准。 

医学再教育对象需要度高、目标明晰，然而学习环境却是
有差异的，可支配的时间的任意度很高，碎片化学习占据主导，
缺少长期的、严谨的学习环境。所以，传统的教学模式已无法
满足继续教育的强烈的需求。比如，新媒体教育媒介以其讯息
传播模式可调性强、不受时空的约束、讯息量庞大、传播速率
迅速、受众人口基数大、管控便利等特征，已经被继续医学教
育的受体所认同并采纳，业已转变为医学教育机构进行继续医
学教育的关键性媒介。当前，通过互联网等新媒体途径获得医
学理论与最尖端的医学的讯息业已演变成在职医疗员工获得讯
息的重要渠道。 

结束语： 
总而言之，虽然新媒体科技依然有缺陷，然而其以穿越时

空、多维互动的特征与智能媒介研习功能，在推动传统医学学
位教育、再教育、医学教育宣传与医学刊物的刊发等层面有着
巨大的能量，是未来的医学发展必不可少的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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