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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代教育技术指的是人类在教育活动中应用的技术和方式，

主要涉及到了教学设计、资源开发、资源应用、教学评价、教
学管理等方面，具体可以分为无形教育技术和有形教育技术。
儿科学专业教学具有社会性、复杂性、整体性较高等特点，在
教学过程中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有利于教师讲解理论知识和临床
知识。

1  现代教育技术在儿科学专业教学中的应用意义
1.1实现对儿科学教学资源的充分展示
通过计算机和多媒体设备，教师能够实现对文字、视频、

音频、图片、数字等不同形式儿科学教学资源的充分展示。具
体来讲，教师能够将已经准备好的教案、作业、问题、练习
储存到计算机内，并且按照实际教学需求对不同的教学资源进行
静态或动态展示；例如，在讲解“婴儿生长发育规律”知识
时，教师便能够通过计算机模拟婴儿抬头、站立、行走、翻
身等动作，使得学生能够进一步观察婴儿的成长过程，从而获
得直观形象的教学体验，这不但能够提高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
程度，还能够进一步深化学生的认知，有利于帮助学生形成完
整的知识印象。

1.2为学生提供足够的儿科学学习资源
互联网体系和计算机设备能够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儿科学学习

资源，从而为学生自主学习和课后学习奠定了基础[1]。具体来
讲，在每次课堂教学活动结束之后，学生能够拷贝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应用的病例、资料，用于后续自我学习和巩固复习。例如，
在学习完“母乳喂养方法”知识后，学生能够在课后重温教师在
课堂上讲解过的知识，如“哺乳前的准备工作”、“哺乳方法”、“哺
乳后的处理方式”等，以此来强化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记忆程度；
同时还能够以这些知识为切入点，强化对相关疾病及具体医疗场
景的分析，通过对相关问题和内容的探讨，为后续学习奠定基础。

1.3提高儿科学教学内容的弹性程度
现代教育技术能够为教师开展儿科学教学提供丰富的教学内

容，并且极大程度上确保了教学内容的可变性和灵活性，不但能
够满足不同学生对于儿科学教学的个性化需求，还能够为学生展
开儿科学学习创造更为广阔的空间。具体来讲，教师能够通过现
代教育技术在儿科学教学课堂上列举更多的临床病例、更加具有
分析价值和挑战意义的教学问题、更多关于课堂所学知识的延伸
及扩展，不但能够帮助学生开阔学习视野，还能够引导学生就所
学知识建立健全的知识体系，从而实现对各项学习内容的有效整
合，在提高学生知识体系完善程度的同时，锻炼学生的综合思维
意识和能力。

2  基于现代教育技术的儿科学专业教学方法及模式
2.1创建丰富多样的儿科学教学场景
教师可以通过现代教育技术创建丰富的儿科学教学场景，通

过多样化的教学场景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职业意
识。具体来讲，有很多儿科临床疾病是学生在之前没有听说过的，
表示学生对儿科临床疾病相关知识的了解不够充足，这样便会增
加学生掌握难点知识的难度，并且会出现记忆困难、死记硬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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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此时，教师能够通过多媒体将较为晦涩的知识、较为生硬
的病理描述以较为生动形象的方式展示出来，从而引导学生在更
加有趣的教学场景中学习相关知识。例如，教师在讲解“新生儿
硬肿症”知识时，可以通过模拟软件、医学模型、案例资料来进
一步掌握疾病的相关诊断、治疗、护理知识和方式，如“疾病发
生部位”、“患病皮肤与周边皮肤的区别”等，这样能够进一步强
化学生的学习效果。

2.2为儿科学教学提供大量真实病例
以“儿童腹泻病”为例，首先，教师需要针对现阶段儿科学

教学常见的问题，通过现代教育技术实现对教材、课件等资源的
整合，将疾病临床现状、诊断及治疗方式、诊断及治疗注意事项、
实验室检查项目、患者诉求、患者常见病史等信息充分融合到教
学过程中，并且按照教学大纲要求明确疾病的重点内容。其次，教
师需要在教学设计中应用思维导图软件、Flash软件，以真实的病
例为例，向学生展示患者的临床症状、文字描述、体征图像；应
用视频、音频编辑软件，实现对患者水、电解质紊乱异常等临床
表现的处理，确保学生能够通过各个层面了解疾病的相关知识，
从而打破传统文字所带来的局限。

2.3应用先进的数字化儿科学教学平台
数字化教学平台在儿科学教学中的应用，能够实现对现有教

学方式和现代教育技术的充分结合[2]。例如，教师可以在儿科
学教学中应用Black board教学平台，实现对虚拟教学环境和学
习环境的整合；具体来讲，教师可以在教学平台中开设网络课
程，学生能够在完成基本学习任务的基础上，在教师的引导下选
择性学习网络课程，同时还能够为学生和学生之间、教师与学生
之间的沟通提供机会，真正实现实体教学课堂和数字化教学模式
的充分结合，通过网络教学课堂来提高课堂教学效率，避免出现
重复的教学活动。此外，Black board教学平台能够为学生提供
一个良好的自主学习环境，以此来获得能够自由支配的学习时间，
使得学生能够按照自己的学习需求和习惯，主动掌握学习进度，
充分调动学习积极性，同时还能够弥补教材不能全方位展示案例
信息的局限性。

3  结束语
综上，教师可以通过创建丰富多样的儿科学教学场景、为

儿科学教学提供大量真实病例等策略，实现现代教育技术在儿科
学专业教学中的科学合理应用，真正做到通过现代教育技术强化
现代医学教育管理，但是不能削弱传统医学教学的言传身教教学
理念，从而实现现代教育技术和传统教学理念的科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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