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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evolu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he	application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especially	in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education,	has	attracted	widespread	attention.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urrent	
status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education,	the	challenges	it	faces,	and	its	future	prospects.	
It	 first	outlines	 the	basic	concepts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ts	 importance	in	education,	analyzing	its	applications	
in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education,	 including	online	 learning,	simulation	 teaching,	and	personalized	 learning.	Despite	 its	
broad	prospect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till	 faces	challenges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s,	such	as	data	privacy,	 insufficient	
technological	maturity,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technology.	Looking	ahead,	continuou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olicy	support,	and	teacher	training	will	lay	the	foundation	for	its	widespread	application.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suggests	that	this	
article	provides	important	insights	and	reflections	for	educators	and	researchers	on	the	application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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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妇产科教育中的应用：“挑战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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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演进，生成式人工智能（AI）在教育领域，尤其是妇产科教育中的应用引起了广泛关注。本文探
讨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妇产科教育中的应用现状、面临的挑战及未来前景。首先概述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及其在教
育中的重要性，分析其在妇产科教育中的应用，包括在线学习、模拟教学和个性化学习。尽管前景广阔，生成式人工智能
在实际应用中仍面临数据隐私、技术成熟度不足以及教师与技术互动等挑战。展望未来，持续的技术创新、政策支持和师
资培训将为其广泛应用奠定基础。综合分析认为，本文为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妇产科教育中的应用提
供了重要思考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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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科技发展，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逐渐

渗透各行业，尤其在妇产科教育中引起关注。妇产科教育关

乎女性健康和生育质量，为培养高水平的医生和护士奠定基

础。然而，传统教育面临资源有限和教学方法单一等挑战 [1]，

亟需创新。生成式人工智能为妇产科教育带来新机遇。本研

究梳理其在妇产科教育中的成果，探讨应用现状、挑战及未

来前景，为教育创新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总之，本研

究旨在为妇产科教育的创新发展提供新思路，并为相关研究

者和实践者提供支持，推动教育模式的变革与创新。

2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概述 

生成式人工智能 (GAI) 作为一种新兴技术，充分利用

其独特优势，如自然语言处理、深度学习和大数据分析，能

够根据文本提示自动生成丰富的教学内容，并根据教师需求

整合多种教学方案，生成大量可供选择的教学资源。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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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还能通过智能感知、数据挖掘和多模态分析技术提供个性

化的教学方案，增强学生的学习体验，提高教学效率。生成

式人工智能同时促进教育资源的再分配，使教师能够更多地

专注于人才培养。这种技术的应用有助于推动教育模式由传

统的“师 - 生”二元结构向“师 - 机 - 生”三元交互结构转变，

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批判性思维的发展。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计算能力的提升和大数据的普及，该技

术取得了快速增长，尤其是 2014 年生成对抗网络（GAN）

的提出，使得生成模型在虚拟模拟训练、智能客服和个性化

教学等多个领域取得了显著进步 [2]。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主要

算法包括生成对抗网络（GAN）、变分自编码器（VAE）

和大型语言模型（如 ChatGPT），这些工具通过实现个性化

学习和增强互动性，正在推动教育模式的创新与变革，为教

育提供灵活高效的教学方法。深度学习框架（如 TensorFlow

和 PyTorch）则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实现提供了强有力的支

持，进一步推动教育模式的创新与改革。

3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妇产科教育中的应用现状

妇产科教育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和实践性，面临复杂的

临床情况和不断变化的医疗需求，其教育特点包括对临床技

能的高要求、医学知识的快速更新以及对学生个体差异的敏

感性。因此，迫切需要一种能够满足个体化需求、提高学习

效果和实战能力的教育工具。

GAI 的应用为妇产科教育提供了诸多机遇。在个性化

学习计划方面，GAI 能够根据学生的学习进度、掌握情况和

兴趣爱好，自动生成量身定制的学习路径，并推荐相应的在

线课程和学习资源 , 不仅能提高学习效率，还能激发学生的

学习动机。

在教材生成方面，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根据最新的医学

研究和临床指南，自动生成高质量的教材内容和临床案例。

这种智能化的教材生成不仅提高了教学材料的更新速度，还

能根据学生的学习进度和需求进行个性化调整，使学习内容

更加丰富和多元，增强学习效果。

在虚拟模拟与实训方面，GAI 的推动下，虚拟患者模拟

（VPS）和模拟手术训练成为可能。通过虚拟患者模拟，学

生能够在安全的环境中进行病历分析与决策，为真实的临床

工作做好心理和技能上的准备 [3]。而模拟手术训练则通过高

保真的仿真系统，允许学生反复练习，缩短学习曲线，提升

实际动手能力，不仅节约了实验成本，还保护了患者的隐私。

在学生评估与反馈环节，GAI 可以实现自动化评估工

具的应用，它能够即时分析学生的表现，并提供准确客观的

评价。此外，个性化反馈机制可以为每位学生提供具体的改

进建议，帮助其识别薄弱环节，进而提升综合能力。

4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妇产科教育应用中面临
的挑战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妇产科教育中提供了机会，但面临

技术挑战。数据安全与隐私是主要问题，医疗数据需加密和

脱敏以防泄露。此外，生成内容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也很重要，

需高质量数据训练，避免偏差影响学习效果和患者安全。验

证生成模型在临床环境中的有效性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这

要求教育机构与技术开发者合作，构建安全和验证机制。

在妇产科教育中，GAI 的应用带来了教育者和学生面

临的多重挑战。首先，教育者需要适应新的技术要求，提升

自身的技术能力，不仅要掌握传统医学知识，还需熟悉数据

分析和人工智能工具的操作，以便有效地将这些新技术融入

教学实践。这对许多教师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可能需要

额外的培训和学习。此外，教师角色的转变也至关重要。传

统上，教师是知识的传授者，而在 GAI 的辅助下，教师需

要转变为学习的引导者和支持者，这要求教师促使学生主动

参与学习，并灵活运用人工智能工具，设计个性化的学习体

验，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教学环境。这种角色的转变要求教师

具备灵活的教学策略和开放的心态，以应对快速发展的教育

科技环境，同时也需要学校和教育机构在培训和支持上进行

相应的调整和加强 [4]。

另一方面，学生在接受 GAI 时也面临挑战。一些学生

可能对这种创新的教学模式感到好奇和兴奋，认为新技术能

够提高学习效率和实践能力；而另一些学生则可能对此持怀

疑态度，甚至对技术感到陌生或抗拒，担心新技术会影响学

习效果或取代传统学习方式。传统教学模式的依赖使得学生

在适应新技术时面临障碍，许多学生习惯于以教师为中心的

教学方式，依赖教师直接传授知识，对自主学习和探索新技

术的能力缺乏 [5]。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引入可能会打破这种依

赖关系，促进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但也需要教育者引导学

生适应新的学习方式。某些传统的学习习惯使得部分学生在

适应个性化和自主学习的过程中遭遇困难，进而影响其对新

型学习方法的接受度。因此，教育者应通过有效的沟通与培

训，帮助学生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价值，减少其对传统教

育模式的依赖，从而促进新技术在教学中的顺利应用。

学生在接受生成式人工智能（GAI）时面临多重挑战。

一方面，一些学生对这种新教学模式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认

为新技术能够显著提高学习效率；另一方面，另一些学生则

持有怀疑态度，担心新技术可能会影响学习效果，甚至取代

传统的学习方式 [6]。由于对传统教学的依赖，许多学生在适

应新技术时遇到了障碍，他们习惯于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

式，缺乏自主学习的能力。尽管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引入有可

能促进主动学习，但这需要教育者的有效引导，帮助学生适

应这种新的学习方式。此外，部分学生在适应个性化学习时

也遇到了困难，这影响了他们对新方法的接受度。因此，教

育者应通过有效的沟通与培训，帮助学生理解生成式人工智

能的价值，减少对传统教学模式的依赖，从而促进新技术的

有效应用。

5 前景展望

随着技术的持续进步 ,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妇产科教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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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出广阔的潜力，未来的算法优化将进一步提高数据生成

和分析的准确性与效率。随着深度学习技术的进步，人工智

能有望更精准地模拟临床案例，从而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

习体验。此外，云计算与大数据的结合将使教育资源的共享

变得更加便捷，学生可以通过互联网访问虚拟患者和互动学

习模块，实现适应性学习，进而提升教学效果。这一趋势不

仅将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还将促进跨学科的合作，推动妇

产科教育的创新与发展。

混合式学习与远程教育的结合正日益成为一种重要趋势，

它将面对面教学与在线学习的优势相结合，为学生提供了灵活

的学习环境。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教师能够创建个性化的学

习内容，并分析学生的学习进度，从而优化教学策略。远程教

育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使得偏远地区的学生也能接触到

高质量的教育资源。人工智能技术还提供了虚拟患者场景和模

拟操作，增强了学生的参与感和实践能力 [7]。此外，生成式人

工智能通过分析学习数据，能够提供实时的反馈与评估，帮助

学生更好地理解复杂的医学概念。这种新型教育模式不仅提高

了学习效率，还培养了学生的自我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为未

来医疗人才的培养开辟了新的方向。因此，混合式学习与远程

教育的结合将推动妇产科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妇产科教育中的广泛应用，确

保教育质量和数据安全的政策需求愈发紧迫。教育机构与立

法机构之间的合作是实现技术安全应用的关键。相关政策的

制定将明确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应用范围和伦理标准，同时

保护学生和患者的个人信息，确保隐私和数据的安全，防止

潜在的滥用风险。此外，建立合理的教育标准能够为教师和

学生提供指导，从而提升教学质量。政策的引导将促使教育

机构加大对技术的投入，促进教育界与技术开发者之间的沟

通，并推动相关设施和技术平台的建设 [8]。通过政府、教育

机构及行业专家的共同努力，可以形成一个多方共赢的生态

系统，促进妇产科教育的创新与发展，为未来医学人才的培

养奠定坚实的基础。这种合作将有助于提升整体教育水平，

以满足社会对高素质医疗人才的需求。

6 结语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展现出巨大的潜力，尤其是

在个性化学习、教学资源生成和教师备课方面 [9]。通过智能

感知和数据挖掘，人工智能能够提供定制化的教学方案，从

而提升教学效率和质量。此外，它还帮助教师摆脱繁琐的非

教学任务，使他们能够专注于创造性的教学设计。然而，在

妇产科教育中应用人工智能时，需要确保其与教育目标一致，

并在个性化与标准化之间找到平衡。同时，数据安全和隐私

问题也必须受到重视，保护师生信息的安全至关重要。此外，

提升教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熟悉度和信心也是非常必要的。

未来的研究应集中在几个关键领域：首先，深入探讨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妇产科教育中的具体应用场景，例如虚拟

病人模拟和临床决策支持等；其次，开发更加安全且可控的

人工智能系统，以确保其符合伦理和法律规范；最后，加强

教师培训，以提升他们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理解和应用

能力 [10]。这些方向将有助于推动妇产科教育的创新与发展。

总体而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持续发展为妇产科教育

带来了新的机遇，使教育变得更加灵活、智能和高效。通过

合理利用这些先进技术，我们能够有效应对当前教育中的挑

战，培养出更优秀的医学人才。这些发展为妇产科教育开辟

了新的路径与可能性。相应的策略包括增强教师对人工智能

技术的理解及其应用能力，确保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目标之

间的一致性，同时平衡个性化学习与标准化教育的需求。此

外，政府及相关组织应制定政策，鼓励试点项目，并关注应

用效果的验证。通过对以上几个方面的探讨，可以深入分析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妇产科教育中的应用现状、所面临的挑战

及未来的发展方向，从而为读者提供全面而深入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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