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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教育信息化的本质探索



基础医学实验中心



信息化促进媒体变革

信息化推动教育革命

信息化实现流程再造



语言文字与国家规模
拼音文字——民族国家（一种语言、一种文字、一个国家）
表意文字——文明国家（语言不同，但可通信、可“赶考”）

信息革命

信息传播的方式决定了生活形态，决定了社会形态
信息媒体的变革将引发教育革命

写信-email-BBS-QQ-微信（朋友圈、亲友群、点赞）- 视频连线
私塾-书本-PPT-混合式课堂（慕课、微课、私播课、电子教材、虚拟仿真）

人类主宰世界是因为合作，合作依赖于语言（信息交流）
——人类简史



信息的连通、传播、记载、抽提、跃升 突破了速度、
范围和规模限制，延伸了感官、强化了脑力

信息记载、传播的路径和媒介——媒体发生了变革

信息化的本质

纸媒 e 媒

工业化——突破体力极限

信息化——突破脑力极限



历次教育革命都起因于媒体变革

教育革命 年代 社会 媒体 教育形态 知识特征

第一次
夏商

约2000BC
原始—>
农业

文字出现
甲骨、竹简

传说
记事

神秘化

第二次
西汉

约200BC
农业社会

造纸术
雕版印刷术

印书
读书

垄断化

第三次 17世纪
农业—>
工业

工业革命
印刷机械

班级授课
书报杂志

统一化
规模化

第四次 当下
工业—>
信息

计算机
互联网

混合式教学
O 2 O

个性化
流体化



碎片
化学
习

微课

毛笔
竹简

粉笔
黑板

MOOC
SPOC

模拟
教学

教育
云

电子
出版
物

媒体变革引发教育革命

幻灯(胶片)
投影仪、PPT

虚拟
仿真

翻转
课堂

教室形态的变迁



他预言：到2027年，用1000美元的价格可以买
到超越一个人（脑力）的电脑；到2050年，
1000美元的价格就可以买到超过全部人类大脑
智能（all human brains)的计算机。

谷歌公司工程总监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提出了著名的“库兹
韦尔定律”：任何技术只要成为信息技术，就将以指数级的速度
迅速向外扩充。

2045年,人工智能将超越人类智能,储存
在云端的“仿生大脑新皮质”与人类
的大脑新皮质将实现“对接”，世界
将开启一个新的文明时代，“奇点”
到来！



电脑化

网络化

智慧化

媒体替代

互联互通

流程再造

信息化发展历程

人与人的信息互联：通讯技术、社交模式
人与物的信息互联：感官接口，视触嗅听
物与物的信息互联：物联网、机器人、无人机



PUSH     推 广播，阳光普照，一对多，传播增效。（精品课程）

人与人的信息互联路径

EXCHANGE 换 交流，繁星模式，多对多，时空缓冲。（微信,论坛）

DREAME 梦 智慧，Ai ，梦幻模式，云对人，渐入仙境，
（泛在学习）any  时、空、人，脑机接口。

PULL      拉 查询，窗口模式，多对一，感观延伸。（ 资 源 库）



视觉：屏幕（投影 LED），VR，MR，AR

听觉：语音、音效，语音合成、语音识别，角色情感带入

触觉：力反馈操作杆，四大穿刺（突破感）、牙钻

人与物的信息互联路径



虚拟（Virtuality, Virtual Reality ）和仿真（Simulation）
是两个相近但不相同的概念。

虚拟（或虚拟现实）是指通过一定方法（主要是通过计算机）实现的

“类实物”或“伪实物”场景或物体的一种技术。它所呈现的场景或物
体通常是在计算机屏幕上或其他特殊的多维（立体）显示器上，而不
是真实的物理实体。——实物的逼真影像

虚拟是对真实世界“形态”的再现，只是“影像”，而不是实物 。

仿真（或称模拟、拟真）是通过特定的“模型”实现的，模型可以模

仿真实世界运行的过程。因此，仿真首先要建立一定的模型，用以模仿
真实过程的主要方面或关键特征。模型可以是真实的物体，也可以是计
算机中的虚拟物体，甚至就是一段计算机程序。模型的功能是模仿真实
世界中的某些运行过程，以完成推演或用于训练。

仿真是对真实世界“功能”或过程的一种动态再现。

虚拟与仿真



虚拟与仿真的主要区别在于，虚拟一定没有目标实物，而仿真
则通常有实物模型。

如果用作模型的“物体”是虚拟的，这时，虚拟成为实现仿真
的一种手段。例如：模拟驾驶训练仪就是一套“仿真”训练设
备，它会仿真驾驶过程中的各种情况。而其屏幕上呈现的道路、
车辆和行人都是通过虚拟技术实现的，不是真实的物体。这样，
“撞车”、“撞人”都不会导致真实的灾难或损失。

虚拟注重形态，仿真注重过程。

在一个高级别的训练系统中通常两种技术都会被采用。

虚拟与仿真



VR（Virtual Reality）虚拟现实

计算机产生的类似现实的三维动态视景（计算机产生的影像）

MR (Mixed Reality)   混合现实

将计算机影像与现实场景融合现实（光学叠加、影像叠加）

AR (Augmented Reality)增强现实

将额外的超现实信息显示在现实场景中

VR，MR，AR



02 医学教育信息化的现状



理论教学：慕课-翻转课堂，信息化PBL，课程中心，在线课程

实践教学：机能、形态、临床（模拟医学教育），ESP、技能考核

虚拟仿真：形态：数字人、数码互动（切片），机能：ESP

模拟训练：四大穿刺、外科技能，综合模拟人，临床思维

仪器场景：虚拟仪器、现场救护，操作训练（天平、电泳、DNA提取）

管理方面：教务系统、学工系统、实习管理系统、模拟中心管理系统，

考核评价系统(机考、操作考核)、一体化平台、教育大数据

医学教育信息化



形态学
模拟显微镜、漫游、倍率，区域标注、知识关联



解剖学
标本数字化、区域标注、知识关联、自主学习



3D

人

体

web

版

鼠标互动、触屏互动，漫游历险模式



记纹鼓、多导仪

D95、MD2000

虚拟实验室

机能学实验信息化进程



机能学实验

的基本模式



信息化、模拟训练

临床医学 练技能



南京医科大学 MSC+（Medical Simulation Center）





口腔医学信息化实验室



影像
子系统

外总
子系统

诊断
子系统

数字化
校园
统一
门户

机能
子系统

形态
子系统解剖

子系统

图书文献
数据库

课程中心
含公用子系

统

视频答疑

教务系统

慕课平台

评教系统

2013年实现
方便师生使用

数字化自主学习平台系统构架

教
师

管
理

学
生



移动终端 学生评教

移动平台
M南医大

执医考试

信息平台



山东大学翻转课堂

• 依托中国大学MOOC平台的SPOC功能
• 与校内课程同步
• 学生课前自主学习
• 实验课堂讨论，动手操作

SPOC

MOOC



03 教育信息化
的误区



传统教学内容、传统流程，原样上网。缺少
自由空间，只是顺序播放。（缺流程再造）

内容上网

发展误区

2D-3D-VR-AR-自然界面，工程逻辑，与实际
教学分离。（缺教育思想）技术秀场

缺少系统思维：缺乏教学体系、学生体验、考核评
价，发展升级、共建共享。（缺系统思维）

体系不全



虚拟仿真项目的六个“不是”

一，不是传统教学内容的直接上网。

二，不是网络课程或课程网站。

三，不是实际实验的重复与再现。

四，不是科研项目的网上解说。

五，不是实验步骤的简单训练。

六，不是实体实验的简单替代。

申报国家级虚拟仿真项目

误区



一，必要性：昂贵、危险、不可重复

二，创新性：体现互联网思维，体现“流程再造”，体现信息

化的创新手段

三，应用性：不是拿来秀的，是拿来用的。要与实际教学过程

相结合。要展示应用数据

四，体验性：学生要有体验感，对现实实验形成有效补充

五，示范性：要有可扩展性，可共享性，要有行业推广价值

虚拟仿真项目

应具备的特点



医学实践教学

1、场景（环境、设施、仪器、装置）

2、对象（ SP、动物、器械、模型）

3、互动（项目、任务，成败）

4、评价（反馈、导航、激励）

体验、亲历、互动—— 操作性条件反射

评价、反馈、提升—— 形成性评价、累积式进步

操作技能、处置能力

临床场景、亲历体验、临床思维、临床能力

现实场景、对象

虚拟场景、对象



04 教育信息化
建设的思路





理念素养：服务运行、支撑发展、引领未来，师生的信息化素养

规划布局：领导重视、经费投入、整体设计、应用导向

基础建设：硬件建设，校园网、Wi-Fi覆盖、出口带宽，数字化校园

管理平台：一体化平台、方便应用、考核评价、资源统合

资源建设：课程库、案例库、题库，图片（动画）、视频、虚拟仿真

日常应用：融入日常教学过程，提升教学水平，实现流程再造

院校信息化建设的主要方面



流程
再造

传
统
医
学
教
育

学习：自主学习

实践：体验式

课堂：混合式

评价：形成性

管理：智慧化

流程再造



VR &AR虚拟现实

腔镜操作练习系统

心
脏
结
构
与
心
律
失
常
机
制
演
示
系
统

HoloLens



自主
学习

学习
效果

大
数
据

分析
反馈
个人
学习

反馈
教学
过程

训练计划

阶段测试

……

能力训练

互相学习

师生交流

……

知识掌握情况分析

学习能力评价分析

学习态度分析

教学过程分析

……

修改教学侧重点

改进教学方法

……

学习—评价—改进

信息化考核平台

考核评价



学生学业互评系统——教学资源大平台、混合式协作学习

学生在截止期之前将
作业在网上提交

操作过程
视频提交

学生自评
和互评

系统评分

依据参考答案及评
分标准进行评价

系统根据多人评分结果，
结合学生的评价能力确
定所有作业得分

教师抽评

教师抽取具有代表
性的一份作业进行
试评



病床 + SP + 监护仪

模拟临床场景

人体内部运行指标

基础医学结合临床

互动式操作模式

操作+评价

电子SP



ESP



ESP



ESP 人体运行原理

ESP案例运行

ESP10-30（1080）.mp4


ESP 失血性休克



ESP基础医学应用

基础医学动物实验 ESP案例教学

统一设备（通用平台），案例驱动
如：失血性休克、血压调节、呼吸调节、泌尿实验等

问题：伦理问题、操作问题，教学理念更新问题

新型实验教材
机能实验学（ESP案例版）建设团队组建中……

临床医学应用 执业医师考试与训练，辅助临床理论教学，PBL讨论



在线教育平台

开放式的网络教育平台

远程教学平台

在线培训平台

LMS在线学习平台

公开课、MOOC平台

MOOC 慕课
SPOC  私播课



数字校园建设

信息服务



智慧教室建设

T S

EI

智慧
教室

教学辅助

互动讨论

教室教学设备整合及控

制管理，更贴合应用于

现代化数字教学模式

教务辅助

课前备课预习，课中互

动学习，课后作业复习，

线上线下混合自主学习

自主学习

互动自主学习，教学模

式快速切换，教学情况

及时回馈

课堂点名、课堂讯息展

示、教室管理、移动端、

教学服务整体提升



智慧校园建设

大数据、智能化

第三代

20122003 20202014 2015 2016 2017 20182010

用户体验、移动互联

第二代
平台化、应用场景覆盖

第一代

校园信息化建设呈现智能化、应用多样化发展趋势，多

种先进技术和应用交叉渗透至校园学习、科研、生活、

管理的各个方面，全面的智慧校园时代已经到来。



区域云端教育建设



教育大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 ◆统计分析 ◆实时交互查询◆预测性分析 ◆机器学习

数据可视化

应用场景

◆学生自适应学习

◆数字化教学质量评估及优化

◆学生行为/学生方式分析

◆智能教学反馈

◆教师行为/教师成长分析

◆辅助精准教学◆辅助专业设置/教育管理等复杂决策

自动数据导入 海量数据管理 数据分析 数据呈现 教育决策

◆考试/考评预测 ◆学生/教师智能综合评价

可视化

图形库



移动终端

APP →微信（含微信小程序），绑定手机的身份认证

随时考
APP

我的微信



信息化PBL教室



05 未来展望



VR，AR，MR

UI，脑机接口，力反馈

云计算、AI，机器人

微型传感器 3D 打印等

构建学习与训练的场景



从问诊、听诊、视诊到模拟
体格检查，让训练者能够真
切地感受到病人在眼前的训
练场景，并能进行少量的互
动（如压痛、反跳痛等）。

来源于真实病例的临床资料，
变化万千的“临床表现”。



VR版“手术路径”展示

与模拟手术训练
手术路径的讲解，手术规划。



病例驱动



1、一体化平台，整合了形态和功能

2、网络空间内外(虚拟与现实)无缝连接

3、互动性的媒体实现沉浸式的学习环境

4、技术发展带来的智能教学，将提供混

合式、定制化的内容和情境

5、操作练习与考核评价一体化，可实现

校际共享



PPT、Office、机考、采样系统

电脑化

精品课程、资源库、在线考试

网络化

虚拟病人、AI医生
医学教育云、泛在学习

智能化

慕课、微课、翻转课堂
课程中心、数字教材、虚拟仿真

数据化

优秀医学教育信息化项目的特征

以教学目标为导向，由医学

教育专家主导（而不是技术专家

主导），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

为学习者提供互动式体验式学习

环境，并不断进化升级的系统。

医学教育信息化永远在路上……

总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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