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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云技术是一门信息资源整合、规模集约的前沿科技，与通信网络、物联网等一起成为新一代的信息技术。作为国家战略性新

型产业，云技术以其安全、便捷、资源集约、配置动态、资源池化和透明等特征，不仅促进信息技术领域的深刻变革，同时也给人类

社会的科学技术和教育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云技术因其多方面的优势正引起着教育的变革，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其用于医

学教育中的兴趣。本文简述了传统的信息技术在医学教学方面中的应用，继而引入对云技术的概念、特点以及相关云服务平台，

最后着重分析了云技术与现代教育理念的契合以及将其利用到医学教育中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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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ud Technology and Medical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Cloud technology is a kind of cutting-edge technology with features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scale intensive, and

becomes the new generation of IT, along with Communication networks, "the Internet of Things" etc. As the national strategic new
industry, cloud technology, unde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afe, convenient, resource intensive, dynamic configuration, resource pooling and

transparent, is not only promoting profound changes in IT field, but also impacting deeply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Because of its' various advantages, cloud technology also interests people in its applications of the

medical education naturally. We begin with a brief depi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using in teaching aspect. Then we

will move on to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loud technology and related cloud service platforms. Finally we

will focus on discussing the fitness between cloud technology and modern educational advice and the advantages of using in med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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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知识的产生，而不断涌现的知识又

要求着信息技术的不断革新。两者的 "正反馈调节 "造就了信

息爆炸的 21世纪。那么，身处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怎样

高效的通过信息技术去获取、筛选、利用信息便变得尤为重要
[1，2]。从本质上说，教育也是一种信息的传递。当今的教育，已经

不仅仅要求传递信息本身，而且要求传递如何获取、筛选、利用

信息的信息，狭义的讲，即传递学习理念与方法；这是信息爆炸

的这个时代所决定的，也是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3]。医学教育，

同样也在教育信息化的改革背景下依据其特点（知识量大，实

践性强等）进行不断的探讨与改进。云技术作为一门飞速发展

的信息技术，在医学教育中显示出其巨大潜力与发展前景[4-6]。

1 信息技术与医学教育

传统的教育，包括医学教育，绝大部分都是以口述或文字

的形式，辅以板书、图表，教师和学生都容易身心俱疲[7]。这本身

并无对错，而是时代的局限所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可获取

的信息逐渐丰富，信息传播的方式更加多样，信息时代下的教

育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8]。现举一些信息技术在医学教学中应

用的实例。

1.1 多媒体技术

1126窑 窑



现代生物医学进展 www.shengwuyixue.com Progress in Modern Biomedicine Vol.15 NO.6 FEB.2015

多媒体技术是将文本、图形、图像、视频、动画和音频结合

在一起，并通过电子设备展现的一种信息技术。将多媒体技术

应用在医学教学中，通过声音、图像、动画、视频、文字表现医学

现象、原理等，使学生感受不同的刺激，获得更好的教学体验[9]。

幻灯，视频等多媒体不仅给学生以图文声像并茂，形象生动直

观的教学体验，而且有利于对教学资源的优化、整合，并以循序

渐进的方式展示给学生，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

1.2 网络技术

网络技术是计算机技术和通讯技术的结合，它将成千上万

台计算机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巨大的通讯平台，一个无边的信

息资源库[10]。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使医学的学习不再局限

于课堂和课本。让学生可以方便的查找国内外的医学学习资

源，选取有效的信息。

1.3 虚拟现实技术

虚拟现实技术是指通过电子设备仿真虚拟现实环境，使用

户与之互动交流的技术[4]。结合医学实践性强，且应用对象特殊

的特点，虚拟现实技术可以在医学教学中发挥巨大的作用。由

虚拟现实技术发展起来的虚拟人体，虚拟医疗系统，虚拟医院，

虚拟实验室等等，可为医学生在进入临床阶段之前熟练的掌握

各种医学技能，并且减少成本，提高安全性。

综上所述，这些信息技术手段已经应用于诸如外科学[11]、

病原生物学[12]、免疫学等[13]学科教学中，并显示出巨大的优势。

2 云技术简介

2.1 云技术的概念

云技术是近年来飞速发展、炙手可热的信息技术。最早由

谷歌公司提出[14]，并在 2008年引入我国[15]。云技术是一种对 IT

资源的使用模式，是一种计算技术新形式，一种计算机新概念。

"云 "是一台虚拟化的超级计算机，只需要一个普通的终端接

入这台 "超级计算机 "中（一台能联网的普通电脑即可），用户

就可以享受绝大部分的计算机服务，获取庞大的资源与信息，

因为几乎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在 "云 "中完成，也就是说，功能

强大的个人电脑将不再有意义[14，16，17]。

2.2 云技术的特点

云技术具有超大规模、虚拟化、安全性、通用性、可扩展性、

按需服务、廉价等特点[18]。对于云服务，用户可以不必下载、不

必安装、且上网即用、操作方便、功能丰富、价格低廉[19]。

2.3 相关的云服务简介
云的概念提出以来，众多云服务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云

服务的最初体现就是在搜索引擎及网络信箱等这些简单服务

上，按照需要输入相应的指令，即可得到海量信息[16]。后来，随

着云技术的发展，云服务的范围越来越广，功能越来越多，呈现

出多样化、多元化的趋势。仅仅是谷歌公司，就提供了诸如在线

翻译、地图、学术搜索、及一些专业服务等等[14]。与此同时，各个

IT巨头，如苹果公司，微软公司，亚马逊公司等，也相继推出了

自己的云服务系统。苹果公司基于 IOS系统的 icloud可以实现
mac与 ipad、iphone之间的即时同步，微软公司的 Onedrive集
Office、Outlook、Onenote于一体，打造高效的个人办公系统云

服务[20]。国内也有百度云等云服务系统。用户将自己的数据存

储于云中，便可随时随地用任意一台连接网络的笔记本电脑登

录自己的云账号，获取自己的数据，并且可以进行 Online编
辑，无需担心数据的丢失。云服务同时突出 "共享 "的概念，不

仅可以在大型的云服务系统中与他人进行资源共享，而且还有

专门用于团队之间办公的云服务，如 Colorwork，Teambition等
[21]。这类云服务的出现，为我们的学习和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

利，且大大提高了效率。

3 云技术与信息化医学教育的深度契合

目前，将云技术用于教育发展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早在

2012年教育部发布的《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

中就明确提到教育云平台的建设问题[22]；同时期《上海中长期

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0年）》也提出实行 "电子书包 "

和 "云计算 "来辅助教学的发展[23]。中国信息化教育从基于计

算机的教育到基于网络的教育，到现在的基于信息化基架的教

育模式[24]，信息化的现代社会，必将引起整个教育理念与方式

的巨大变革。如何实现云技术与当今信息化医学教育理念与方

式的有机结合，目前少有文献报道，同时也是本文讨论的核心。

3.1 云技术有助于进一步优化医学教学资源，支持多种现代的

医学教学方法

现代教育理念提倡利用信息技术，更加广泛的搜集国内外

的教学资源，获取最新的相关动态及进展，通过设置精品课程、

开展虚拟教室等，力图让学生享受到最适合的、最优秀的教学

资源[12，25]。医学教学科目繁多，内容庞杂，而且每时每刻都有新

的进展发生。但是，教学资料良莠不齐，相关讯息也得不到及时

的管理。学校教学信息的管理可以利用云技术让巨大的资源得

以进行高效的管理、筛选、优化与整合，让医学生尽可能的享受

到最优秀的教学资源以及国内外最新的重要进展。当今医学教

育改革中倡导的以团队为基础学习（TBL）、以临床问题以引导

医学课程（PBC 或 PBMC）、以问题为基础学习（PBL）、以案例

为基础学习（CBL）等方法[26]，也需要强大的教学设备支持及全

面的教学资源建设，云技术因其资源集约、快速简便、安全通

用、廉价等特点为这些新的教学方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27]。

3.2 云技术有助于实现医学教学中师生角色的调整

饱受诟病的传统教学方式中，教师大都采用 "填鸭式 "的

教学方式来完成相关知识的传授，师生都收到巨大的压力[4]。医

学教学中，这种现象尤为突出。由于医学教学内容的繁复庞杂，

许多课程具有很强的抽象性，需要学生花时间细细理解体会。

这些原因造成了传统医学教学的效率底下。在现代教育理论

中，教师应该改变自己的角色，由一个知识的传授者转变成知

识的引导者。学生也应该改变角色，自主独立学习，进行探索性

学习，培养自己的学习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创新思维的

能力[28]。以局部解剖学教学为例，课时有限，老师要花近半课堂

时间讲授繁复困难的内容，学生记忆理解都有一定的困难，效

果欠佳。大量的讲课致使学生在后面的实验标本操作过程中往

往存在时间不够，且问题连连，大大降低了教学质量。如果利用

云技术，教师在每一次上课之前将本节课的优质的教学资料

（包括幻灯、讲解视频、操作视频、相关知识等）上传至云端，布

置学生自己去学习，掌握内容，记录问题。上课的时候可以直接

开始操作，老师负责在操作过程中指导学生，或对学生的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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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解答，这样可以大大的节约时间，提高教学效果。学生的时

间支配更加自由，教师负担也会减轻，并且在保证教学质量的

前提下，将更多的经历投入到科研等工作中来。

3.3 云技术可以进一步促进医学教育的公平化
由于地区差异，财富差异与文化水平差异，我国教育目前

存在着教育水平良莠不齐，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这些造

成了教育的不公平。这些问题同样存在于医学教育中，而医学

教育又因其特殊性（尤其是服务对象的特殊性）使得这个问题

必须高度重视，亟待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云技术的特点之一

就是廉价易得，将云技术运用于教育可以大大减少教学成本，

提高教学投入的效率[29]。使用云技术后，不需要高精尖的技术

设备，也不需要安装各种应用软件，一台最为普通的电脑就可

以满足用户的所有需求。精品课程等优质教学资源便可通过云

端共享，让几乎所有的高校学生都可以接收到最好的教学资

源。虚拟教室、虚拟实验室等虚拟现实技术也可以通过云端呈

现给学生，可以有效的缓解教学资源条件等不均衡的问题，缩

小偏远落后地区的教学条件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对于医学这样

一个颇具实践性的学科来说，帮助尤为巨大。

3.4 云技术有助于培养现代化的医学生学习理念
现代教育理念指出，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鼓励学生主动

学习，独立学习，积极探索。这也是当今云教育的研究热点之

一，即云技术对于学习者自身的变革。医学的学习就是一个不

断探索的过程，人体的奥秘、生命的奥秘是无穷无尽的。而且，

医学学习同样需要团队的合作与交流,Onedrive等云平台可以

提供很好的共享条件。

3.5 云技术进一步使终身教育成为可能

学习已不再是学生的专利。终身学习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

要求。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人类社会日新月异的今天，每时每

刻，都有无数的新鲜事物涌入这个世界。不学习，再顶尖的人物

都会落伍。医学尽管已经历经了几千年的历史，但随着化学、生

物学的不断发展，众多边缘学科的兴起，当今的医学正焕发着

巨大潜力和发展前景。终身学习，是每个医学生，每个医务工作

者的基本素质。怎样做到终身学习，除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之

外，如何对信息进行高效的搜集与筛选也是十分重要的，云技

术提供给学习者一个方便快捷的渠道与方法，对信息进行快速

收集，分门别类，高效利用，并可以与他人随时共享，擦出思维

的火花。

4 小结

信息技术引发了教学方式与教育理念的深刻变革，医学教

育因其特点体现的更为明显。云技术作为飞速发展的信息技

术，具有多种优点。将其应用于医学教育中，可以进一步推动教

育的发展。我们应结合我国国情，吸取借鉴国外的经验[30]，大力

推广云技术应用于教育，尤其是医学教育这样十分重要、内容

巨大，资源消耗多的学科中。当然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刚起步，

云技术仍存在一些不足，如用户的数据储存在 "云 "中，只要

有帐号密码，任何人都能随时查看，这与数据存在个人电脑相

比更容易泄密；并且若 "云 "出现故障，用户数据可能永远丢

失等。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云技术的日益更新，相信云技术

会更好的为我们服务，并且促进医学教育的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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