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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传播技术在高等教育中运用的频率非常高，

尤其是在本科院校中，以新媒体传播技术为教学媒介的

方式往往成本低廉并且效率较高，但是在专业的学习

上，盲目地选择新媒体并盲目地浏览，并不能够提高学

习的效率。我们基于提高学习效率为目的，并根据医学

本科的教学特点，进行有关的传播学产品推送。[1] 以临

床医学专业为例，本科期间会进行许多的技能实验与理

论实验的课程安排，我们对其中相关的课程进行了浏

览，其中有关于临床技能实验的教学的数量达到了 40

多种，与基础医学相关的实验达到了 30 多种。[2] 我们构

架在微信公众号针对临床医学，护理学，药学，康复保

健学等专业进行特点的布局，在尊重版权的情况下进行

模仿与录制，并针对靶向高校进行特定分析，结合事宜

的传播学方法，可以优化教学。[3] 新媒体传播技术，在

高校中传播迅速，具备良好传播基础的视频可以迅速在

学生中形成神经网络式传播，在传播学的运用中，高等

院校学生是一个良好的受体，尤其是这些他们在学习的

过程中需要使用的新媒体产品 [4]。基于新媒体平台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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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我们尝试以需求项目为导向，并根据学科特点进行

密集式布局，传播学产品的从产品设计，要服从以下几

个原则：1. 时间短，在神经心理学相关研究中表明，大

脑的突触会因持续的神经传递导致突触的能力变弱，从

而导致记忆力的衰退。2. 效率高，基于对其他高校进行

的教学类的视频的录制，我们发现很多教学传播产品存

在着结构冗长，介绍过多，时间不紧凑，核心知识点教

学不深刻的缺点。3. 成本低，大部分的教学视频并不存

在过多的开销，主要在于授课人讲述过程以及视频的制

作，结合高等院校的学生社团组织，我们认为可以在大

部分学校都存在的和传播学相关的社团进行视频制作。

不同的教学方法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效率，目前医学教育

主要的创新在于合理的复习的栏目的设定，可以让学生

快速地复习知识。[5] 笔者临床医学专业的课程设计进行

分析与叙述 [6][7]：

1.基于临床技能实验的传播学产品设计

我们尝试以胸腔穿刺术为例。在大数据分析中，我

们发现大部分的关于胸腔穿刺术的视频往往都过于冗长。

我们对于临床试验技能的学习应当以大框架为首。用 1

分钟的时间讲述胸腔穿刺术的适应症以及操作流程框架。

我们都构想式在第一步建立传播学的建议框架，我们提

炼为：定位，消毒，穿刺，取样，止血。第二步：建立

定位的迅速方式记忆：肩甲下角第 7-8 肋间，消毒范围

15cm，穿刺时穿辞至胸膜壁层，回抽 5ml 基业，用纱布

止血。我们的传播学产品的核心定位为：简易，迅速，

可行。第三步：详细叙述各步骤细节，医学的严谨性学

习，基于传播产品时，应在整体流程熟悉后，因为严谨

的步骤学习比较冗长，我们尝试进行文字化，基于传播

学的基本原理，复杂的视频显然不适学生进行迅速高效

的学习。第四步：进行项目化可选择传播，媒介基于院

校的微信公众号。

基于高等院校的学生的特性，他们往往比较有创

意，我们可以通过学生会等部门进行教学视频录制的比

赛，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学生缺乏视频录制经验往往视

频录制效果并不理想，我们应该设置视频拍摄的语言优

化，适合学生而门槛低，基于语言传播学，每一各阶段

都有大量流行的网络用于在社会上流行。这些流行用语

生动形象，虽然缺乏完整的语言解释，但是在传播学中

可以充当非常合适的，媒介，因此学生优化文本的学术

竞赛往往可行性较大，他们年龄往往处于 18-23 岁，青

年群体的传播特点是：幽默，风趣，简易，流行而意义

深刻。将充满青年色彩的文本应用于青年人的教学，在

神经学上也更适合形成有力的刺激，更容易加深人的理

解和记忆。

2.基于基础医学的实验传播学设计

基础医学中包括解剖学，免疫学和遗传学等等，这

些课程都是剧本一定的难度和启发意义的，并且具备大

量的实验教学项目，比如观察染色体，观察抗原抗体反

应，聚合酶链式反应等。

在传播学的原理指导下，我们尝试对 2 种传播学产

品进行分析：

2.1 实验步骤冗长的教学项目，PCR 反应原理简单，

但是操作过程复杂，对于学生的初次学习往往具备相

当的难度，我们尝试对复杂的实验步骤进行简化：1. 变

性；2. 复性；3. 延伸；4. 退火，着重讲述实验的原理，将

RNA 或 DNA 的变化进行可视化教学，这比抽象的语言教

学更具备良好的记忆性，将 DNA 双链的解螺旋形象化。

但是 PCR 实验的步骤是非常复杂的，并不适合进行可视

化分析，因为这样会影响学习的效率。我们应当进行文

本的缩略，将复杂的过程简略为步骤做法与原理。学生

通过通读即可迅速了解所有的实验步骤和原理，我们在

理论的教学阶段，并不具备让所有学生都可以进行试验

的教学资源，所以让学生在初次学习阶段进行最高效率

的传播产品设计原则如是：复杂简易化，抽象形象化。

2.2 实验步骤简单的实验：这样的实验学生基于 3-10

分钟的文本浏览即可形成初次印象，比如抗原抗体反应

的观察，但是学生虽然观察到了抗原抗体反应，并且了

解他的实验步骤与实验原理，我们更应设计深入的传播

学产品以辅助教学。比如深化学习抗原抗体反应，其中

TCR 与 BCR 结合抗原的过程应该在微观教学中进行可视

化的体现，并且讲述疫苗的作用和作用机制，这可以基

于原有的抗原抗体反应进行更加深入的科研学习过度。

所以让学生在初次学习阶段进行最高效率吧的传播产品

设计原则如是：简易复杂化，简易深入化，思维发散花，

科研过度化。

值得一提的是，在基础医学的实验的传播学产品的

制作中，我们必须基于医学伦理学进行适当的优化，尤

其是解剖学的研究中，我们应该注意的是部分实验样本

的设计必须尊重伦理学原则，比如人体模型，往往源自

于校友等的捐赠，我们的传播学产品设计必须尊重实验

伦理学，不可触碰伦理的红线，也必须遵守相关的法律

法规的约束。

3.基于校园互联网与大数据的平台设计

教学产品设计的基本原则必须符合卫生经济学中的



66

Education Andresearch, 教育与研究(2)2022,4
ISSN: 2705-0874(Online); 2705-0904(Print)

互利以及公益，这不仅是医学类院校的教学传播学产品

设计的原则吗，也时所有针对大学的教学产品设计基本

法则。由此，我们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设定相关的功能

栏目组合。

他的原则如下：1. 不分阶段：任何医学类的学习都

是积累的学习，任何知识都应该在大学的各个阶段完成

原始积累，如果区分大学年级进行视频的设计，这会造

成学生心里上的等待化和懈怠化。2. 全民访问：中国本

科类高校的国家计划招生是公益的，基于党与国家领导

的高等院校阵地的知识产品也是公益的，基础知识的教

学并不涉及任何专利的侵权行为，在道德以及法律上都

应该全民访问，全民下载，全民浏览，全民学生。3. 积

极互动：传播学产品的高效传播不能离开最适宜的土壤，

我们尝试设置可以进行反馈的信息网络平台，解决传播

学产品的无反馈和难优化的难题。4. 随时更新：我们尝

试对各个高校进行上传设置，并且可以有偿进行项目的

征选，我们的传播学产品必须是随着计算机软件以及各

类工业产品硬件的发展而随时更新的。

我们传播的媒介可以选择学校的微信公众号，或专

门的视频号。基于移动客户端的流行传播学产品分析，

当代最传播速度最快的莫过于短视频，以及视频号。我

们可以通过团组织，学生会等学生组织进行视频的网络

式推广，并且相关院校的学生在发现优质的视频后也会

主动参加传播学网络，并且创造新的传播机制。

4.教育经济学讨论与结论

与医药卫生相关的教育经济学必须结合卫生经济学

进行分析，其中卫生经济学在微观与宏观方向普遍对传

播产品的要求是公益的，是无回报要求的，所以我们的

计划的启动应当是基于公益的，并且不求回报的。同时

教育经济学中，基于无形对于教育资源的投入，尤其是

经济学产品，成本很低，但是对学生的专业塑造性往往

很强。宏观上看，短期内难以在整个世界造成重大影响，

但是在微观上，这样的经济学投入可以为学生日后的工

作带来重大利好，投资低而回报高。

5.结论

基于新媒体传播的高等院校医学类专业传播学产品

的设计成本低，教育汇报高，以湖南医药学院为例，可

以为武陵山片区提供更多理论强，实践娴熟的优秀医疗

人才。但是视频数量较大，收集过程复杂，并且各类教

学的特点多，需要更多的人力来实现，也需要更有力的

国家的支持以及相关技术的保障，总的来说，可以应用

于各类医学院校，可行性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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