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出现的各种紧急情况 ,并能观察到各种术式对预

后的影响。就是失败了也可重新选择方案 ,既长了

见识 ,又增强了动手能力。

在临床实习中 ,由于实习期短 ,学生接触的病例

病种较少 ,跟随专家学习的机会不多 ,而通过多媒体

软件医学专家系统的学习 ,包括从询问病史、查询体

征 ,到分析病情 ,提出治疗方案等一套完整的医疗过

程。学生可从中体会到不同专家的思考方式及不同

的治疗原则。

信息高速公路的发展 ,将多媒体计算机联网 ,医

学教育将不再局限在一所大学 ,一个地区 ,而可扩展

到全国全世界。这样 ,各地区学生都能接受高水平

的教育 ,可相互探讨学习中存在的难点和疑点 ,可查

询各地的资料 ,可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学或教授建

立联系。

随着新世纪即将来临 ,人类将全面进入信息时

代。多媒体计算机的出现与发展将会深刻地改变传

统的医学教育思想、教育方式和教育手段 ,从而有力

地推动医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与人类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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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进一步优化教学过程 ,不断增强教学效果 ,

作者对教学媒体在教学中应用的效果及影响因素 ,

进行了观察与研究 ,提出了消除这些影响因素的建

议 ,以期达到改进教学手段、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

1 　材料与方法

111 　教学对象 　九三年级放射技术专业学员 49

名。

112 　教学媒体 　板书、投影、幻灯、教学录像片。

113 　组织实施 　在 X线投照技术课程结束前 ,利用

学员自习课时间 ,采取问卷调查 ,学员无记名填表的

形式。辅以召开学员座谈会 ,征求学员意见。同时 ,

收集在平时教学中 ,所观察到的课堂气氛、学员反映

等情况 ,进行综合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1 　学员对教学媒体在不同类型课程中使用效果

的评价 (见表 1)

表 1 　学员对教学媒体应用效果的评价

课程类型 对媒体应用的评价 合　计
理论课

　

板书

19 (3818 %)

投影/ 幻灯

4 (8. 2 %)

综合应用

26 (53 %)

　

49 (100 %)

实习课

　

示教—练习

36 (73. 5 %)

录像—练习

13 (26. 5 %)

投影—练习

—

　

49 (100 %)

21111 　理论课教学方式。从表 1 可以看出 :3818 %

的学员对以板书为主的授课方式较易接受。认为通

过教员的详细讲解 ,辅以简明扼要的板书 ,学员“不

仅能认真地听和从容地记”,还能“抓住重点内容 ,便

于复习”。53 %的学员则认为采用不同媒体综合应

用效果好 ,原因是 :电教媒体渗入课堂 ,“能使一些抽

象的概念形象化”,对增强感性认识、提高记忆能力 ,

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有的学员还提出“板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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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影、幻灯使用的比例为 6∶4”的建议。赞成单纯使

用投影或幻灯教学方式的学员仅为 812 % ,说明绝大

多数学员 (9118 %)不欢迎这种教学方式。

21112 　实习课教学方式。从表 1 看出 :7315 %的学

员认为先示教后练习的方式效果好 ,理由是 :教员边

讲边示范 ,遇到重点、难点内容 ,“可反复演示”,学员

不懂可以“随时提问”。由于教 —学双方情感与知识

的交流机会多 ,“形式比较活跃”;而 2615 %的学员欢

迎先看录像后练习的方式 ,认为电视录像片“画面新

颖”、“感染力较强”,而且“观察视野不受限制”。学

员对上述两类课程的教学方式在评价上存在一定的

差异 ,经分析 ,可能与学员对采取何种教学方式与个

人认识习惯、个性特点、经历有一定关系。若从具体

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应用效果之间进行比较 ,反馈

的信息可能更全面。另外 ,100 %的学员对投影后练

习的方式持否定态度。认为 ( X 线摄影位置) 投影

片 ,“画面静止”、“难以动态观察”X 线体位设计的全

过程 ,感到“理解有困难”、“最好不用”。

212 　使用电教媒体的方式对教学效果的影响 (见表

2)

表 2 　学员对播放录像时间及时机的信息反馈

内　　容 建　　　　议 合　计

播放录像时间

(min/ 次)

≤10

8 (16. 3 %)

≤20

35 (71. 4 %)

≥30

6 (12. 3 %)

　

49 (100 %)

播放录像时机

　

课前放

8 (16. 3 %)

结合内容放

30 (61. 2 %)

课后放

11 (22. 5 %)

　

49 (100 %)

　　从表 2 可以看出 :有 8717 %的学员建议每次播

放录像的时间以 20 min 为宜。认为时间短“注意力

比较集中”,“学习的效率高”;而赞成播放时间 ≥30

min 的学员仅为 1213 %。回顾几年来开展电化教学

的实践 ,我们在保证电视教材完整性和系统性的前

提下 ,将长片“化整为零”(如《头颅 X 线摄影》共 56

min) ,根据教学内容和教学进度 ,采取化分单元 ,每

次播放 10～18 min 的演播方式 ,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 ,对我们的做法 ,得到了大多数学

员的认可。

对电视录像播放的时机 ,6112 %的学员认为最

好结合授课内容播放 ,其优点是 :教学内容“衔接较

紧密”、“容易消化吸收”,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建

议课前播放的学员占 1613 % ,理由是 :可以“提高学

习兴趣”、“发挥学习的主动性”;建议课后播放的学

员为 2215 %。学员们的反映 ,已引起我们的重视。

213 　教学环境对教学效果的影响

在组织学员观看电视教学片时 ,我们曾注意观

察到 ,每当播放 5～10 min 时 ,坐在前两排的学员 ,常

常出现晃动颈部 ,或低头闭目似睡非睡等现象 ,经过

深入调查和查阅有关文献资料 ,发现产生这种现象

的原因与下列因素有关。一是观看画面距离较近

( < 1. 5～2 m) ,二是视角过大 (电视屏幕位置较高而

坐位较低造成) 。[1 ]其结果 ,不仅造成学员的视觉疲

劳 ,还会分散学员的注意力 ,影响教学的效果。此

外 ,电教场地卫生状况、室内光线等方面 ,若处置不

当 ,都会影响教学的效果。对此 ,应引起我们的高度

重视。

3 　启示与建议

311 　采用多媒体技术 ,优化教学过程 　应将研制和

开发多媒体教学作为今后教学改革的突破口 ,在不

断完善现有教学媒体数量和质量的基础上 ,充分利

用电子计算机软件开发功能 ,对那些“静止的图象”

(如体位投影线条图、体位照片、X 线照片) ,与电视

教材进行重新组合编辑 ,并配以文字教材 ,使之由

“静”为动 ,为学员提供更丰富的、直观的感性材料。

同时 ,根据教学内容 ,专业性质和学员学习的特点 ,

合理选择教学媒体 [2 ] ,不断优化教学过程。

312 　精心设计教学内容 ,增强教学效果 　在使用电

教媒体过程中 ,还要根据教学内容 ,从专业需要出

发 ,贯彻少而精的原则 ,对电教内容要精心设计 ,每

次播放录像片的时间控制在 10～20 min 为宜 ;其次 ,

电教内容要新颖、要突出重点 ,不仅适用 ,更要注重

教学效果。

313 　改善教学环境 ,为提高教学质量创造有利条件

　应加强对电教场地的使用与管理 ,建立建全规章

制度 ;保证室内整洁、设备完好 ;适当调节电视机高

度 ,座椅应呈现不同梯度 (前低后高) ;调整电视机位

置 ,保证学员观片的距离在 2～5 m 范围 ;室内光线

应具有可调性 ;窗帘的色泽 ,使用绿色或墨绿色为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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