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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科学数字信息化教学资源库建设与应用探索
张秋月 郑诗华 黄惠敏

海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 570102

摘要：数字信息化提高了工作效率，也改变了我们传统的教学方式。儿科学由于涵盖内容广泛课时有限，线上线

下混合式教学未来将成为主要的模式。要实现混合式教学，网络数字信息化教学资源库的建立就成为了必然。本

课题组依托校园网及智慧树平台，结合儿科学特点初步建成儿科学数字信息化教学资源库，内容包括微课视频库、

经典图片库、试题库、思维导图库、典型教学案例库、教学课件库、电子教案库、思政案例库等。教师可利用此

资源库进行备课和线上授课，学生可用于预习、复习或线上自学、自测等。儿科学数字信息化教学资源库的建立，

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学习和交流渠道，对于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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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人类步入数字信息

化时代。信息化的迅速发展给我们的工作、生活以及学

习和交流的方式都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如何在此背景下

进一步推进医学数字信息化课程建设，培养高素质医学

人才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1.儿科学数字信息化教学资源库建设的必要

性

1.1 顺应时代发展的需求

自 21 世纪以来，世界进入数字信息化时代，让很

多曾经的不可能成为可能。信息化的迅速普及对人们的

生活、工作以及学习方式的影响与日俱增
[1]
。数字信息

化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也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式，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成为一种新的教学模式。之前新冠

疫情的流行更是加速推进了数字信息化在教学领域的

应用，儿科学课程亦受此影响。疫情期间学生只能通过

网络授课学习，在规定的时间内线上听教师讲授，学生

不能选择内容也不能选择时间，网上也没有可供自学的

内容。此时数字信息化教学资源库的建立就显得尤为必

要。

1.2 顺应国家培养计划的需求

教育部、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发布

的《关于加强医教协同实施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 2.0

的意见》指出:把加快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与医学教育教

学的深度融合作为改革的战略选择,推进“互联网+医学

教育”,用新技术共建共享优质医学教育资源;广泛开展

混合式教学和在线教育
[2]
。互联网+医学教育可以提供生

动而丰富的音视频资源和直观的在线互动，打破既往时

间和空间对教学的限制。这是一种将面对面的传统课堂

教学与基于网络的线上学习整合于一体的新型教学模

式。这种教学模式需要建设完善的信息化教学资源库来

支持。

1.3 儿科学课程建设的需求

儿科学不同于其他临床学科，在儿童各个不同的生

长发育阶段，其解剖、生理、免疫等方面都与成人有明

显不同，在疾病的病因、发病机制及临床表现等方面亦

有明显的差异。儿科的病史采集，体格检查都有其独特

的特点。儿科基本技能操作如生长发育测量、人工喂养

奶量的计算等亦是其他临床学科所不具备的。儿科学内

容繁杂，需要记忆的内容非常多，但课时有限，课上没

有足够的时间去让学生完全理解消化。这就需要学生将

自主学习与课堂讲授相结合。而学生要完成自主学习、

预习或复习，都需要有较完备的信息化教学资源库可供

利用。

2.儿科学信息化教学资源库的建设

2.1 儿科学信息化教学资源库现状

教学资源库应该是将类型、格式各异的教学资源整

合成一个完整的资源体系，既是教学资源的集成，又是

先进的在线教学与学习系统
[3]
。我校线上的教学资源较

单一，仅有少量“微课”，微课的内容也局限于理论讲

解，缺乏实际操作技能的演示。可供学生选择学习的内

容有限，更没有适合教师授课的辅助资源。已有题库内

容比较陈旧，题目编写亦欠规范，不能适应未来学生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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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后参加执业医师考试的需求。

如今“互联网＋”时代网络教学平台的崛起已经彻

底改变了传统课堂，作为儿科教师应当主动去适应这些

技术的变化，利用好数字信息化技术打造儿科学精品课

程
[4]
，适应儿科学发展的需要。

2.2 儿科学信息化教学资源库建设

儿科信息化教学资源库建设主要遵循专业性、科学

性、层次性原则。专业性主要是突出儿科学专业特点，

科学性指的是所有知识点准确，层次性则主要体现在可

以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需要。我校信息化教学资源库的

建设主要依托智慧树平台，全校师生可以登录校园网免

费浏览。

儿科信息化教学资源库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微课视

频库、经典图片库、试题库、思维导图库、典型教学案

例库、教学课件库、电子教案库、思政案例库等。

（1）微课视频库：在已有微课理论讲授视频的基

础上，通过深入研究儿科学教学目标，增加了新的内容，

尤其是实践技能操作部分。除了儿科总论、部分常见疾

病的定义、病因、临床表现等经典性的需要记忆为主的

知识内容外，还将儿科技能的基本操作如婴儿喂养、四

大穿刺及心肺复苏等录制成微课，方便学生反复观看学

习。

（2）经典图片库：根据儿科学教学要求和常见临

床疾病的经典特征，利用图书馆、互联网等网络资源对

各类素材进行收集、筛选，保存经典图片。

（3）试题库：在原有题库的基础上，进行增补和

删减，不合适或比较粗糙的题目删除。增加新考题数量

的同时，考虑学生未来参加执业医师考试通过的需求。

减少单纯记忆为主的 A1型题，增加解决分析为主的 A2、

A3、A4、案例型题。如题库原题：诊断新生儿呼吸窘迫

综合征的特异性检查是A.血气B.超声C.胸片D.肺CT E.

磁共振；修改为胎龄28周男婴，生后 2h，进行性呼吸

困难，呻吟。查体：鼻扇，三凹征阳性，双肺呼吸音弱。

当前最急需的检查是A.血气 B.超声 C.胸片 D.肺 CT E.

磁共振。

（4）思维导图库：为了方便学生理解整个知识体

系，每一章节都请教师绘制思维导图。如涉及营养不良

这一部分：

（5）典型教学案例库

日常医疗工作中，教师注意收集遇到的典型病历，

并根据教学大纲的培养要求作适当修改，以适应学

生知识目标、能力目标、素养目标的培养。儿科学理论

授课所涉及到的每一疾病至少有2个经典案例，供教学

使用。

如关于新生儿黄疸这一经典案例：

患儿，女性，4天。主诉：皮肤黄疸 2天。

病史：患儿系第一胎第一产，胎龄 35 周顺产，生

后 2天开始面部出现皮肤黄染，呈进行性加重，逐渐波

及躯干及四肢，无发热，无少哭、少动，无嗜睡、抽搐，

发病以来，吃奶尚好，每次约 25ml-30ml,每日 8次，尿

色较黄，大便由墨绿逐渐转黄。

查体：精神、反应尚好，全身皮肤黄疸，苍白，前

囟平软，巩膜黄染，肝脏右肋下 2cm，质软，肌张力正

常，拥抱反射、觅食反射、握持发射正常。

实验室检查：血常规：WBC 13×109/L，RBC 400×

1012/L，Hb 115g/L，网织红细胞 10%；母血型 O、子血

型 A；肝功能示谷草转氨酶 20U/L，谷丙转氨酶 30U/L，

总胆红素 296umol/L，间接胆红素 285umol/L。

该患儿诊断及诊断依据？鉴别诊断？进一步检

查？治疗原则？

（6）教学课件库及电子教案库：任课教师的教学

课件与教案经教研室筛选，每一授课章节优选一份 PPT

与教案上传平台。

（7）思政案例库：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思政案例

按章节划分集中。

3.儿科信息化教学资源库的应用

3.1 教师的应用

3.1.1教师备课使用

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大纲及授课内容，自行选取教学

课件库、电子教案库及相关资源库内容进行有效整合，

形成自己的课件与PPT，方便教师备课。因为任课教师

同时还要参与完成收集素材，编写案例，制作导图，录

制微课等线上资源库的减建设工作，所以间接增加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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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专业知识，拓展了学科视野，更新了教学观念，提

高了教学水平。

3.1.2教师教学使用

教师在教学时以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去选择传统

教学或者混合式教学，从而提高教学质量服务
[5]
。教师

可以在线授课，可以利用交流平台布置预习及课后作业，

也可以指导学生在线上完成部分学时的自主学习。教师

发布明确的教学任务导学，学生根据任务导学完成线上

视频学习和限时测试题。学生可以记录自学过程中发现

的问题或困惑，线上或线下课堂与老师讨论交流，教师

可以根据学生的反馈调节授课侧重点，使学生在课堂上

能够最大程度内化理论知识，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学

习过程中的各种评价结果还可以作为考评成绩的组成

部分
[6]
。

3.1.3 学生的应用

学生可用于课前预习，提前了解本次课程主要内容，

从而在课堂上更关注自己有存疑或困惑的部分。也可用

于课后复习，可以反复观看，理解消化。还可以利用题

库对自己学习掌握情况进行测试。学有余力的同学可以

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更多内容进行线上自学。资源库的建

设缓解了儿科学课程内容多课时少的压力，改变了过去

教的多学得少的模式。资源库内容比教材内容也要丰富，

符合信息时代学生的学习特点（学生更愿意上网，喜好

以超文本的方式获取信息）。交流平台展示的作业完成

情况及学生反馈的问题也可以进一步促进教师改进授

课的模式和内容
[7]
。这种教学方式给予学生更多的时间

和空间自由，既方便了学生，也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

能力，以及独立思考和综合归纳能力。总之，信息化可

以帮助学生提升学习效率
[8]
，真正体现了“以学生为本”

的教学理念的需求。

4.结语

互联网+时代我们要顺应教育变革趋势，主动推进

信息化教学。儿科学数字信息化课程资源库的建立，为

教师和学生提供了线上、线下的学习和交流渠道，对于

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具有重要意

义。资源库的建立改变了以教师、教材、教室为中心的

传统模式。在教师的引导和组织下，充分发挥了学生的

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学生成为知识和技能的主动探求者、

构建者，从而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有利于培养学习型、

创新型、科研型医学人才。当然建设课程资源库也不是

万能的，儿科专业对医生的临床技能、临床思维能力要

求高，有些技能无法完全通过数字信息化课程资源库来

传授，比如与患儿及家长的沟通能力，实际动手操作能

力等，仍然需要通过模拟训练、临床实习等方式来进一

步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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