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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111

年新加坡率先开展电子书包试点以来$目前共

有包括中国在内的
+-

多个国家推行电子书包&

.

'

#在数字化教

育的潮流中$我国中小学生的电子书包开发与应用的热度高

涨&

,32

'

#相比之下$我国高校电子书包的发展严重滞后$医学电

子书包更是鲜有人知#经过上千名专家的不懈努力$国家医学

电子书包在数字化潮流中应运而生$成为我国医学教育改革和

信息化的先锋#国家医学电子书包是我国目前门类最齐全"体

系最完整的医学数字化教材$具有非常强的前沿性与创新性$

将为培养高等医学专业人才和医学教育改革实践提供资源和

契机#

从
,-.+

年
2

月份开始$国家医学电子书包陆续在全国
4-

多所医学院校推广试用$引起全国高等教育工作者的广泛关

注#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国家医学电子书包有其无可辩驳的优

势$但也必然有其不完善和不成熟的地方#本文作者均为医学

本科教学一线教员$并参编过或正在使用国家医学电子书包#

本文将结合国家医学电子书包在教学中的应用实践以及教师

和学员的反馈情况$指出国家医学电子书包的不足之处%同时

有针对性地提出使用与发展建议$希望为促进国家医学电子书

包的发展与推广出一份力#

!

!

国家医学电子书包概述

国家医学电子书包$即国家医学数字化教材&又称国家医

学电子培训系统(

D(W!@

)$也称国家医学电子书包(一期)'$

是军事医学出版社和医视界牵头建设的国家级医学教育现代

化创新工程#,国家医学电子书包-项目于
,-.,

年
+

月立项$

是,十二五-国家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重点项目$也是目前

首个由国家重点资助的医学高等教育数字化教改项目#国家

医学电子书包第一期包含临床医学专业
+,

种教材$目前已基

本完成$并在
4-

多所医学院校试用#第二期包括护理学专业"

口腔医学专业"医学影像学专业"医学检验学专业共
4+

种教材

的编写工作正在进行中#国家医学电子书包涉及医学"教育"

信息"出版等多个领域的协作配合$参编院校近
.+-

家$参编的

大家"名师超过
.---

人$参与工作人员超过
+---

位$涉及各

种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应用#

国家医学电子书包将教材文本"高分辨率彩色图片"真实

演示视频"

2T

动画模拟"教辅资料"复习题"实验"实践等众多

内容有机组合$非常有利于拓展医学教学的内容和方式$提高

医学教育的效率$还能够发挥优质医学教育资源的整合积累"

深度利用及快速传播#国家医学电子书包项目可依托现有网

络平台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从而突破现有医学教育的传统

模式$提升我国医学院校教育的整体水平与质量$增强我国医

学教育的活力"创新力与国际竞争力#

目前$国家医学电子书包具有多个系统版本$分别兼容微

软
GN*CBEH

系统"苹果
N[@

系统及安卓系统(目前暂不支持

ON*J]

系统)$可在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机

等多种设备上下载安装和使用#详情参见国家医学电子书包

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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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医学电子书包应用实践与感受

首批试用国家医学电子书包的第三军医大学学员是
,-.,

级临床医学八年制的
,-

名本科生$每人均发放一台苹果平板

电脑(

NP)C#N<

)作为电子书包的主要载体#他们正在学习的医

学微生物学"人体解剖学"细胞生物学"医学免疫学"病原生物

学"生物化学"生理学"组织胚胎学"医学遗传学这
1

门医学基

础课程均使用了电子书包进行教学#这些课程的主讲教员和

教学组长亦配备有电子书包设备#

#$!

!

教师的应用实践与感受
!

使用国家医学电子书包的教师

们普遍认为医学电子书包顺应信息化时代潮流$整体给人一种

耳目一新的感觉#在课前$教师主要把电子书包应用在备课

上$能够有效地辅助备课和拓展知识储备%在课中$教师主要通

过和学生共同使用电子书包查看难点内容中的某些图片或视

频演示$再结合教师讲解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记忆#然而$

由于教师们普遍习惯了自身的上课课件和授课方式$所以在课

堂教学过程中对电子书包的使用还需要时间来磨合$以期更加

高效地利用电子书包资源#国家医学电子书包使用起来比较

方便$虽然第一版仍有一些不足之处$教师们均表示支持国家

医学电子书包的发展$并愿意在教学实践中继续使用电子书包

以求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

!

学生的应用实践与感受
!

学生们非常欢迎国家医学电子

书包$均表示愿意使用并支持和看好国家医学电子书包今后的

发展$同时希望国家医学电子书包能够进一步完善$并在后续

的课程之中继续使用%也非常愿意为国家医学电子书包的发展

提供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通过对使用电子书包的
,-

名学员

进行匿名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对目前的国家医学电子书包总

体上,非常满意-的占比
+/

$,比较满意-和表示,一般-的学员

占比均为
7-/

$,不满意-的占比为
.+/

(图
.

)#

!!

作为第一批使用国家医学电子书包的医学本科生$其中大

部分学员都认为!如果不是因为课程任务过于紧张$一定会好

好使用国家医学电子书包$毕竟一个,

P)C

-在手$医学课程就全

包了$确实非常方便#言外之意就是$目前与考试直接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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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课本已经够他们看了$没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来好好使用

国家医学电子书包$这也体现在他们平时的使用频次上(图

,

)$有一半的学生平均每天使用电子书包不到
.

次#学生们对

医学电子书包的心理定位多为课外参考学习资料或课堂知识

补充资料$还没有将其当做主要参考书来使用(图
2

)#还有一

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多数学生喜欢把教师上课的课件提前

拷贝到
NP)C

中$然后上课时打开课件与老师讲课同步$这样增

强了学生学习的灵活性$但是并没有真正发挥电子书包的

作用#

图
.

!!

学生对当前国家医学电子书包的满意度

!!

#

!基本不使用%

=

!平均每天不到
.

次%

K

!平均每天
.

!

2

次%

T

!平

均每天
2

!

+

次#

图
,

!!

学生平时使用国家医学电子书包的频次

!!

#

!课前预习资料%

=

!课后复习资料%

K

!课外参考学习资料%

T

!课

堂知识补充资料%

W

!考前复习资料#

图
2

!!

学生对国家医学电子书包的心理定位

#$"

!

国家医学电子书包的优势与劣势
!

当前国家医学电子书

包与传统纸质版教材相比的优势为!(

.

)节省纸张"印刷与销售

开支$有利于环保%(

,

)体积小$重量轻$便于携带%(

2

)翻阅"查

找知识点方便快捷%(

7

)教材修订迅速便捷%(

+

)彩图"动画"视

频等把抽象的医学知识直观化"形象化$利于理解记忆$尤其适

用于医学生的培养%(

4

)要点"速记手册"小结等便于总体把握

知识点%(

0

)病例分析"案例分析非常实用%(

5

)自测题可快速给

出答案$便于复习#

国家医学电子书包与传统纸质版教材相比的劣势为!(

.

)

多数学生习惯了使用纸质课本$喜欢翻页的手感$不习惯使用

电子屏幕%(

,

)不像纸质书本那样可以用笔随时做记录%(

2

)目

前只有基础医学课程$专业医学课程还未上线%(

7

)与其他某些

版本的教材相比$电子书包课程内容质量不够高$不够全面%

(

+

)电子书包内容与学校发放的纸质版教材不一致$学习起来

费力%(

4

)电子产品会有少量辐射$长时间使用对眼睛不好%(

0

)

平板电脑电池使用寿命有限$几年后就得换新的$且价格不菲#

"

!

国家医学电子书包使用与发展建议

!!

根据教员自身使用国家医学电子书包的心得体会以及学

生的反馈意见$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

!

内容修订
!

电子书包中有一些错别字需要修改$以免误

导部分学生#某些课程在内容上与现有的纸质版教材(如人民

卫生出版社)还有一定的差距$主要体现为内容不够全面"质量

不够高$这都需要在今后进一步修订与强化#

"$#

!

题库建设
!

目前电子书包中教材的每一章节均附有练习

题$但是题型和题量都比较少#建议为每一门课程增加专门的

题库$学员可以在题库目录中自由选择做哪一章节的试题$课

终考试试卷就从此题库中抽选试题#题库应具有错题标记功

能$方便复习错题$且能自动随机组卷$方便学生自主模拟

考试#

"$"

!

配套课件
!

制作与电子书包相关课程内容相符合的配套

课件$作为教师准备课件的参考#电子书包中的图片"动画和

视频等资源可提供给教师$让教师在自己的幻灯片中呈现和讲

解$既可帮助老师更好地教学$还可帮助学生在自学电子书包

相关内容时$更好地理解#

"$$

!

教学互动
!

在电子书包中增添教学互动的功能$比如教

师可设置问题"案例等让学生讨论$学生可通过电子书包回答

问题$其他同学也可实时补充$最后老师进行点评#这样有利

于问题引导式(

P=O

)

&

7

'

"翻转课堂&

+34

'等教学方法的应用#另

外$针对在过渡时期很多老师并不清楚如何在课堂上有效地使

用电子书包进行教学的问题$如果能够提供一个具有操作性的

课堂教学使用指南$将会有利于电子书包更好地推广#

"$E

!

讲课视频
!

可把知识难点以
.-FN*

左右的专家名师视

频讲解(如慕课&

035

'平台中的微视频课程)的形式穿插在国家医

学电子书包中$方便学生对难点知识的理解记忆#不建议以名

师讲堂这种形式$因为名师讲堂至少都要讲一节课$视频时间

太长$而且学生已经听教师讲过相关内容$没有必要重复听讲#

"$F

!

安装下载
!

电子书包本身安装比较方便$但书籍下载速

度太慢$而且一旦断网或锁屏(待机)就不能再继续下载$这方

面的问题有待解决#另外$书籍本身较大(几百兆以上)$每个

用户得独立下载$均耗费学生的时间与校园网流量$故希望增

加资源共享功能$这样用户之间可以相互传书本"课件"视频等

资源$避免重复下载#考虑到电子书包今后可能要加入课件和

讲课视频等资源$建议今后采用内存更大的
NP)C

(

2,Y

以上)

作为电子书包的终端设备#

"$J

!

终端选择
!

希望考虑定制
P)C

(平板电脑)设备$其专用

名称可取,国家医学电子书包
P)C

-$可选苹果
NP)C

$但考虑到

成本因素$亦可选择华为"小米"魅族等代工制造#,国家医学

电子书包
P)C

-里面预装书包$用户需要付费密码才能登录$打

开设备后仅有电子书包"电子词典"

[UUN>&

软件"

PT:%&)C&<

等学习相关应用$不能安装其他无关应用#由于系统简化$可

大大提高设备的运行速度和电池续航能力$还可避免学生用电

子书包玩游戏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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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使用
!

在纸质书本向电子书包过渡的时期$为了缓

解用户的不适应$应尽量模拟纸质书的操作$比如配一支电子

书包专用触摸手写笔$方便随时勾勾画画和做笔记$更有手感

和操作感%模拟翻页$且可横屏查看$同时显示两页内容#希望

医学电子书包如纸质教材一样方便做笔记或注释$且笔记或注

释可随时保存%还要支持用户将一些文档(如
%

$CB>

"

%

$6]6

等)插入到书中相应位置$作为用户自己的补充材料#另外$电

子书包软件界面需要做调整和优化$使软件更人性化$更便于

使用%排版也要更精美一些$还要解决视频播放时必须最大化

才能调节音量的问题#

"$N

!

云端书包
!

可基于云平台构建电子书包&

1

'

$其数据资源

建立在云端$用户能够随时随地通过终端载体进行访问"管理

与学习$可实现用户之间资源共享"经验交流及共同解决某一

问题$减少用户终端的处理负担#此外$这样的云端书包有利

于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开发医学生论坛$让全国学生和老师共同

交流与提高$也有助于数字化校园的建设&

.-

'

#

"$!L

!

超级书包
!

对于国家医学电子书包的未来发展$可考虑

,开源-$让所有编者和使用者边使用边修改完善$对于修改完

善内容并获得采纳者给予一定奖励$最后形成一个,超级版本-

的电子书包$涵盖目前所有版本教材的内容$实现教材的全国

性统一$且可像操作系统一样能定期更新#对于不同学制层次

的学生$可选择相应的定制模式$只查看其中符合自身学制层

次的内容#

$

!

展
!!

望

国家医学电子书包的建设顺应医学教育信息化"现代化的

要求$迎合广大医学院校师生的需求$必将引领高等医学教育

的改革与创新$甚至能够推动整个高等教育行业其他学科电子

书包的建设与发展#当前版本的国家医学电子书包虽有些许

瑕疵$但瑕不掩瑜$其所带来的耳目一新的教与学的体验是前

所未有的$其所提供的多媒体资源的质量和价值是不可多得

的#国家医学电子书包现阶段推广应用才刚刚起步$存在各种

问题是在所难免的$但只要医学教育工作者们共同努力$积极

反馈与建言$相信其前途不可限量#

参考文献

&

.

' 周嚣
$

手提,电子书包-轻松上学&

S

'

$

前线$

.111

(

.,

)!

42$

&

,

' 刘倩楠$陈伟杰
$

我国电子书包现状的分析研究&

S

'

$

中国

电化教育$

,-.2

(

.,

)!

+034-$

&

2

' 蔡彬卓$唐孙茹$陈秋利
$

我国,电子书包-研究与应用现

状分析&

S

'

$

中国教育信息化1高教职教$

,-.2

(

.,

)!

.,3

.+$

&

7

' 黎春晖$冯燕$蒋俊强$等
$P=O

联合
K=O

教学模式在口

腔黏膜病临床教学中的应用&

S

'

$

重庆医学$

,-.+

$

77

(

.1

)!

,0.43,0.0$

&

+

' 沈书生$刘强$谢同祥
$

一种基于电子书包的翻转课堂教

学模式&

S

'

$

中国电化教育$

,-.2

(

.,

)!

.-03...$

&

4

' 杨燕杰$张世波
$

基于电子书包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型建构

&

S

'

$

中国医学教育技术$

,-.+

$

,1

(

.

)!

.73.4$

&

0

' 刘和海$张舒予$朱丽兰
$

论,慕课-本质"内涵与价值&

S

'

$

现代教育技术$

,-.7

$

,7

(

.,

)!

+3..$

&

5

' 吾文泉$周文娟
$

基于,慕课-现象的
W@P

教学思考&

S

'

$

现

代教育技术$

,-.7

$

,7

(

.,

)!

+0342$

&

1

' 袁旭
$

云计算环境下电子书包教育应用创新研究&

S

'

$

中

国教育技术装备$

,-.+

(

4

)!

2137-$

&

.-

'代相龙
$

利用电子书包助推数字校园建设&

S

'

$

兰州教育

学院学报$

,-.+

$

2.

(

4

)!

.+03.+5$

(收稿日期!

,-.43-+3.7

!

修回日期!

,-.43-03-.

)

!医学教育!

!!

CBN

!

.-$2141

*

d

$NHH*$.40.35275$,-.4$22$-7.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老年医学人才培养研究%

王
!

涛!张
!

晓!袁天由!王绪伦!伍兴阶&

"成都医学院教务处!成都
4.-+--

#

!!

"中图分类号#

!

Y47,

"文献标识码#

!

=

"文章编号#

!

.40.35275

"

,-.4

#

223702-3-7

!!

据国家统计局报道$

,-.-

年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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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上人口已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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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我国已经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

四川省是全国最快进入老龄化的省份之一$从四川省第六次人

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可知$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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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上人口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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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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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龄人口比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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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的

问题不仅给社会"家庭带来巨大的压力$同时也对我国老年医

学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挑战#如何应对,银发浪潮-对老年医学

人才培养的基本需求$建立适合我国养老事业的人才培养模

式$培养足够数量的高素质老年医学专业人才$已成为党和政

府乃至全社会普遍关注的严峻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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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医学人才岗位需求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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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

五-规划/中指出!,十二五-期间$全国每千名老人平均拥有的

养老床位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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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县级以上城市至少建立一所综合性养老服

务机构#.社会养老体系建设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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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也提

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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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国老年人护理服务和生活照料的潜在市场规

模将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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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养老服务就业岗位潜在需求将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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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个#增加日间照料床位和机构养老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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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万张$实现养

老床位总数翻一番#据统计$目前国内从事老年科工作的医师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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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名$且均分别来自其他专科$尚无人获得老年医学

专科医师资质#相对于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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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老年人健康与医疗的巨大需

-207

重庆医学
,-.4

年
..

月第
7+

卷第
22

期

%

基金项目%四川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K.2=-42

)#

!

作者简介!王涛(

.15.9

)$本科$讲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

!

&

!

通讯作者$

W3

F)N;

!

50+-4++4.

#cc

$>BF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