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站 内 搜 索 □

请输入查询的字符串: 

 

 

 标题查询  内容查询  

  

==> 综合查询 <==

nmlkj nmlkj

 查 询  重 写 

2005年第1期      

2005年第2期      

2005年第3期      

2005年第4期      

2006年第1期      

2006年第2期      

2006年第3期      

2006年第4期      

2007年第1期      

2007年第2期      

2007年第3期      

2007年第4期      

2008年第1期      

 

网络环境下医学动画资源的设计 

发布时间： 2006-4-10 10:32:59 被阅览数： 162 次 来源： 南方医学教育   2005年第4期 

文字 〖 大 中 小 〗  自动滚屏（右键暂停）  gfedc

 

网络环境下医学动画资源的设计 

 

徐越华   

 

南方医科大学   教育技术中心    广州 510015 

 

    

    摘  要：本文结合《Top医学动画网站》的栏目构建，分析部分网络医学动

画的表现形式,阐述医学网络动画资源建设需要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 

关键词：动画、表现形式。 

   

    1、动画的发展 

    从早期对手绘图画进行逐帧拍摄编制而成的传统动画，到今天各种传媒中生

动、传神的电脑动画，无不体现着动画发展的突飞猛进,而这一领域的发展，着

实离不开各种动画软件的开发。目前，三维软件3Dmax、Maya和二维软件flash是

动画制作前沿运用最广的工具。它们各自卓越的功能特点，如同多彩的锦丝，交

织出缤纷的动画作品。 

    医学教学是使用动画较多的学科，那些难以理解的概念、微观的事物和病变

过程, 大多需要借助动画加以表现。早期的医学动画也是人工手绘的传统动画居

多，因而，当电脑动画在教学中初次使用时，带来了视觉上的冲击力。1996年，

我校编制的电教教材《中耳》, 在卫生部电教教材评比中荣获一等奖，其中的三

维片头及内文动画演示是功不可没的。当时运用的是DOS环境下的3DS软件，由于

功能的限制，建模、附材质、运动设置等制作,需投较长的时间，因而在教学中

运用仿佛是一种“奢侈”。 

    随着计算机的发展、多媒体互联网的普遍运用及各类动画软件的开发，各种

动画教材也应运而生, 书上、网上如雨后春笋。实现动画的技术已不是难题, 对

动画的要求也不仅仅向满足于使它动起来的，对表现形式进行设计, 便凸现成为

一个重点。 

    2、网络动画的表现形式 

    网络教学的推广,使医学动画挣脱了只在教学录像中间插演示的单一表现形



式，flash软件作为一种全新的信息裁体, 迅速地被运用到网络资源建设中, 丰

富了医学动画的内容。由于其参数不象三维动画软件那麽繁杂, 动画的制作周期

缩短，动画也不再是专业人员的专利,  也可谓“飞入寻常百姓家”。 

在建设《TOP医学动画网》时，我们从互联网上下载了大量的医学动画，而收获

颇多的，当数其中各异的动画表现形式，对动画设计很有启发。根据内容, 我们

对动画表现形式进行了分类, 在此作简短介绍，与大家分享。 

    2.1平铺直述形式： 

    这是一种最为普通的表现形式，随着配音或文字的解说，平辅直述地播放动

画，我们将其归类于《动画展示》栏目中, 其特点是学习者不能控制动画的进

度, 动画较短，按基础、临床（内科、外科）、医工、中医等学科分类，是对一

个个知识点的解释。动画包括三维动画和二维动画，前者需进行压缩方适应在网

上运行，因而flash动画正以它极小的空间量，在网络动画资源的建设中起主导

作用。 

    2.2 交互式表现形式 

    这类动画的特点是学习者可以根据自己所需，对画面的播放时间进行随意选

择，例如在《髋关节置换》手术的动画中，以手术过程的每一个变化为一节点，

用前进、后退、暂停等功能加以控制，使教学动画不再局限于一口气看下去这种

不可逆反的状态中。 

    《CT原理》的动画又进一步拓宽设计思路。学习者不仅在时间上, 在方位上

也可对动画进行控制。动画左边是人体全身，右边是CT扫描图片，当鼠标放在人

体任一部位时，右边将出现相对应的截面图，同时还出现侧面线条，展示切位的

角度，营造了虚拟空间，学生无需亲临现场进行实机操作 (事实上，医院也不可

能提供设备，供如此多的学生进行学习) ，同等学习效果却是达到了。我们在

《虚拟实验室》栏目中，对许多现场不能重复的试验，进行网络动画模拟,，各

种试剂、化学成分、参数可以重复的被使用, 动画 “不厌其烦”地展示参数变

化后的效果。 

    网络教学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而这类动画的设计，最大泛围的展现了所授内

容，直观而生动地辅助了教学。 

    2.3 叙事性的表现形式 

    这种动画类似于一个短剧，例如在《登革热》的动画演示中从登革热的发

源、分布、微观构造及产生过程，全部以flash动画形式记录下来。无需配音，

不断变化的文字对动画内容加以说明，全动画分为几大段落，可供选择性观看，

以往要花很多人力、物力去拍摄一个录像片，现在只需撰稿人及动画师即可完

成，并且许多难以捕捉的画面在动画中得到了模拟，使得动画成为一种独立的教

学手段。 

    如同“当物质得到一定满足后便会寻求精神满足”一样，当动画的制作技术

达到一定状态后，人们便不再满足于一种单一动画的表现形式，如何用新颖的形

式表达所授的知识内容, 是动画设计者所要关注的问题。现代的科学技术为实现

医学动画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提供了支撑平台，怎样实现则要求设计者勤于思

考,以期用最完美、新颖的形式 , 表现科学的内容。 

 

 

 

上两条同类新闻： 

● 医学寄生虫学网络资源的搜索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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