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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 

 

一、申请书的各项内容，要实事求是，逐条认真填

写。表达要明确、严谨。 

二、申请书为 A4幅面，于左侧装订，由所在学校

审查和签署意见后于 5 月 27 日前报送高教处。 

三、“项目编号”由省教育厅统一编写。 

四、在“学校推荐意见”一栏中，应明确该项目对

学科专业发展的贡献以及学校在人员、时间、条件、政

策等方面的保证措施和对配套经费的意见。 

 



 

一、项目简表 

项
目
简
况 

项目名称 基于 VR技术的医学临床教学测评软件开发与实践 

项目类别 教学改革 

拟培育成果等级 A、省一等奖   √B、省二等奖 

项 
目 
负 
责 
人 

姓名 徐婕 性别 女 民族 汉族 出生年月 1981.6 

专业技术职务/ 
行政职务 

副教授 学士/中国 本科/中国 

联系电话 18093360696 电子邮箱 Xujie1118@163.com 

通讯地址 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泾河大道 18号 

主 
要 
教 
学 
工 
作 
简 
历 

时    间 课 程 名 称 课程类别 
授课对
象 

学时 

2003.9 
-2019.5 

计算机应用基础 公共课 专科生 1400 

2015.9 
-2019.5 

计算机应用基础 公共课 本科生 132 

2015.9 
-2019.5 

Visual Foxpro6.0 公共课 本科生 132 

2003.9 
-2019.5 

计算机二级培训  专科生 238 

2013— 
2019 

乡村医生培训   80 

2003 
-2019 

成人教育  本科生 120 

主要教
学研究
与获奖
情况
（含项
目参与
人员） 
 

项目名称 
主持人    

（本人排名） 
立项时间 

结项时
间 

获奖情况及时
间 

信息人管理学—势科学视

域中的管理动力学研

（09XJA63000） 

第一 2016.12 2012.12 
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研究项目 2012．12 

高校课程中计算机人工智

能的案例教法研究

(ECA160416-376) 

第一 2016.8 2018.8 

全国教育科学“十

三五”教育部规划

课 题结项 

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建设对

促进高校教师教学能力提

升及专业发展人实践与研

究（2016B-128） 

第二 2016.3 2018.3 
甘肃省高等学校

科研项目 

人工智能应用与分析技术

在信息安全态势感知体系

的研究应用 

第一 2019.3  
甘肃省高等学校

科研项目 



项
目
组
成
员⌒

不
含
负
责
人
） 

总人数 高  级 中级 初级 博士后 博士 硕士 

9 2 7 0 0 0 6 

姓  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专业技

术职务 
工 作 单 位 

主要研究 
领域 

项目中的
分工 

签 字 

高淑美 女 1963.3 讲师 甘肃医学院 医学教育 
项目实施 
信息融合 

 

席  晅 男 1966.5 副教授 甘肃医学院 临床医学 临床指导  

宋  巧 女 1987.9 讲师 甘肃医学院 统计分析 
数据分析 
信息融合 

 

李奇星 女 1984.7 讲师 甘肃医学院 临床医学 
资料查阅 
报告撰写 

 

刘  磊 男 1983.11 讲师 甘肃医学院 信息技术 程序设计  

刘金虎 男 1983.10 讲师 甘肃医学院 信息技术 
程序设计 
软件测试 

 

周  薇 女 1981.7 副教授 甘肃医学院 基础医学 软件测试  

单广翠 女 1983.1 讲师 甘肃医学院 信息技术 程序设计  

冯燕茹 女 1987.12 讲师 甘肃医学院 信息技术 程序设计  

二、立项依据 

1．项目的研究意义、现状分析； 

2．与本项目相关的教学改革工作积累和已经取得的教学改革工作成绩 

3．学校已具有的教学改革基础和环境，项目对学科专业发展的贡献，学校对项目的支持情况（含有关

政策、经费及其管理机制、保障条件等，可附有关文件或说明），尚缺少的条件和拟解决的途径。 

1．项目的研究意义、现状分析 

1.1 项目的研究意义 

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目前医学院校传统医学文化教育主要是

通过传统的灌输式或说服式教育模式, 难以引起学生共鸣, 导致学生学习的

主动性不够, 效果不明显。此外，招生规模逐年扩大, 学生显著增多, 社会

对学生掌握临床基本技能的要求衣越来越高, 而临床上病例有限, 有时医院

中的典型病例又与教学的课程安排不同步, 再加上临床见习次数有限, 在短

时间内学生很难见到合适的病人, 有的典型病例病情危重, 不允许众多学生

反复练习, 使教师在教学中寻找典型病例时困难重重。因此，寻求一种便捷



 

的模拟仿真系统颇为重要，虚拟现实技术作为一种仿真系统，具有良好的沉

浸性、交互性和构想性，因此，项目组就这一需求展开了研究。虚拟现实技

术（VR）发源于美国，VR技术的概念和实际应用最早于 20世纪 60年代中期

由 Ivan Sutherland率先开启。VR技术在我国医学领域的应用，尚且处于起

步阶段，但是凭借其强大的跨学科领域的优势，VR技术在医学领域，尤其是

医学教学领域的应用将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目前，我国已有很多医学院校

对 VR技术应用于医学教学领域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实践，通过引入

VR技术，革新了传统教学方式，改善了传统教学手段的不足，取得了非常好

的效果。至此，VR技术已然成为了推进医学类临床教学改革的重要方法之一。

从传统的临床教学实践来看，已经存在着严重的痛点，不能满足现今教学的

需求。而面对传统临床教学的痛点，VR技术可谓为解决痛点的一剂良药。目

前，VR技术应用于临床教学有着现实必要性，而且具有诸多优势。因此，本

项目研究基于 VR技术的医学临床教学现状，设计实现了基于 VR技术的医学

临床教学测评软件。 

1.2 现状分析 

1.2.1国内外关于虚拟现实（VR）技术在医学教育中的应用研究现状 

就目前来看，虚拟现实技术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其在医学教育领

域中有着较为广泛的应用，主要包括基础医学、临床医学、中医学、医学远

程教育等几个方面。其中，虚拟解剖学是虚拟现实技术在基础医学教学中的

典型应用，虚拟解剖学最显著的应用就是虚拟人体；虚拟手术教学系统是虚

拟现实技术应用于临床医学教学中的最显著的应用；虚拟现实技术在中医教

学中应用主要包括全景环视技术、虚拟现实建模语言，主要应用于针灸学和

脉诊；虚拟现实技术在远程教育中的应用主要包括知识学习、探索学习和技

能训练。 

1.2.2国内外关于高校课程测评研究现状 

国外大部分高校采用的是模块化教学方式，在每个模块教学结束之后，

都会进行课程测评，主要涉及教学所选用的教材、教师授课水平、教师个人

素质等方面。另外，国外有部分高校还将课程测评工作委托给专门的课程测

评机构。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我国高校的教育教学质量测评工作起步较晚，

最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国内高校实行了课程测评指标体系。伴随着我国高



校的不断发展，高校教育教学质量测评活动开始兴起，学生进行课程测评的

活动也日趋变得科学和规范。从课程测评的方式上来看，国内高校的教学质

量测评基本上是分为传统式课程测评和网络课程测评两种。其中，网络课程

测评是利用网络化的课程测评软件对课程进行测评。对此，国内学者对课程

测评及课程测评软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 

1.2.3国内外研究述评 

综上所述，国内外关于虚拟现实（VR）技术在医学临床教学中的应用研

究和关于高校课程测评研究已经相当成熟，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尤其是国

内学者的研究已经初具规模。但是，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也存在着一定的不

足。第一，从研究内容来看，对医学教学领域的课程测评研究相对匮乏，研

究成果甚少。尤其是基于 VR技术的医学临床教学测评软件更是少之又少，研

究成果几乎是空白。第二，从研究方法来看，仍旧是经验介绍多，理论提升

少；定性阐述多，实证研究少；概述研究多，数据分析少；实证研究虽己出

现并得到重视，但仍显缺乏。因此，亟需加强医学教育领域的课程教学测评

基础理论的研究、不断完善研究方法。其中，最关键、最紧迫的研究方向是

要针对基于 VR技术的医学临床教学测评软件的实际与实现进行深入研究，这

也是未来研究的主要发展趋势，当然也是本项目研究拟突破的空间。 

2．与本项目相关的教学改革工作积累和已经取得的教学改革工作成绩 

项目组成员都是医学院校教学一线老师，近几年来针对本项目，查阅了

大量文献，并初步设计了测评系统，已先后取得《基于 VR技术的医学临床教

学测评软件》、《基于 VR技术的医学临床教学平台》、《基于超声检测的婴

儿黄疸鉴别诊断系统》、《基于人工智能分析技术的信息安全态势感知系统》、

《信息安全态势感知休系人工智能分析软件》、《便携式远程患者生理多参

数实施监护报警系统》的软件著作权。同时，项目组老师还包含了我院临床

专业、预防医学专业的专业课教师，他们近两年搜集到大量的临床图片、临

床病例，保证软件的专业内容更加严谨、全面，具有更强的应用性。 

3．学校已具有的教学改革基础和环境，项目对学科专业发展的贡献，

学校对项目的支持情况 

甘肃医学院是一所具有悠久办学历史和优良办学传统的全日制医学普通

本科院校，办学条件完善，教学科研仪器设备优良，拥有适于教学改革的基



 

础和环境。本项目以甘肃医学院为试点，进行基于 VR技术的医学临床教学测

评软件开发与实践教学改革研究工作，具有以下优势： 

3.1 学院重视信息技术发展，始终把专业和学科建设、教研教改作为重点

工作来抓 

本项目主要依托甘肃医学院信息中心实施项目。学院校园网拥有 6公里

校区光缆，连接校内所有楼宇。校园网出口总带宽 2G，建成 10G校区互联核

心网络和 1G到桌面的骨干网，部署了校园无线网络，实现办公区、教学区等

公共区域全覆盖。中心建有现代化的主控机房。提供 7×24小时网络监控咨

询服务，提供有线无线一体化认证上网、VPN、虚拟服务器、网络安全防护等

网络服务。  

信息中心还为全校网络用户提供了多种校园信息化服务，主要包括：OA

系统，邮件系统、FTP服务、视频点播、精品课程、校外 VPN访问、统一身

份认证系统、校园卡平台、知识资源中心等。建设各类校内网站 200余个，

提供教学、教务、科研、校务、新闻、学生社团等多种应用功能和资源服务。 

近年来，信息中心始终以“服务于教学、服务于信息化、服务于科研、

服务于管理、服务于社会”为宗旨，求真务实，开拓进取，以教育信息化推

动教育现代化，进一步提高我校综合竞争力，为创建一流大学贡献力量。为

发展计算机信息技术，并提升我院整体的教学水平，我院鼓励全体教师积极

尝试进行各方面的教学改革，共购置教学仪器设备总值 5200万元，建有网络

检体诊断室、护理实训等 89个现代化医学实验室及信息技术实验室，同时对

人才培养标准、教学大纲、专业师资和实训设施设备等优质资源不断进行完

善，为科研、教学提供了强有力保障。 

3.2 项目对学科专业发展的贡献 

本项目的深入研究基于 VR技术的医学临床教学测评，并以此设计一款基

于 VR技术的医学临床教学测评软件，该软件是一款智能先进的临床教学测评

软件，系统功能齐全，使用便捷，可广泛应用于基于 VR技术的医学临床教学

测评，从而促进医学院校学科建设、课程教学改革及人才培养，以及医学院

校的创新发展。本项目的实现，将对临床教学中所使用的案例和相关图像的

质量进行把关，从而针对性提升临床教学的质量，有效改善我院在外科学、

妇产科学、内科学等临床医学课程和病理学、药理学等基础医学课程的实验



教学环境，为师生提供实效模拟操作环境，从而相应推进教学、科研的发展。

对于学生来说，可以提升职业技能、专业知识，从而最终提升就业竞争力，

使学生成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高素质临床医学人才。计划在初期主

要应用于甘肃医学院，后期面向其他院校推广。预计初期受益人数在五千人

左右。 

3.3 学校对项目的支持情况和尚缺少的条件和拟解决的途径 

本项目前期得到了学校的大力支持，在项目组教师初步研发并申请《基

于 VR技术的医学临床教学测评软件》的软件著作权时给予一定的启动资金支

持；同时在保证教学的基础上，对项目组教师的科研时间给予了一定的倾斜，

保证各位教师能有充分的讨论、研究、测试的自由空间，从而使项目在前期

能够顺利推进。 

目前，项目组尚缺乏全面的资金保障，期望通过本次甘肃省高等教育教

学成果培育项目的申请，能够取得一定的经费，保障整个项目后期能够有序

进行，最终得以实现。 

 

 

 

 

 

 

 

 

 



 

三、实施方案及实施计划 

1．具体改革内容、改革目标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2．实施方案和具体实施计划（含年度进展情况）。 

1.具体改革内容、改革目标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1.1 本项目具体改革内容 

1.1.1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研究 

对本项目研究所涉及的虚拟现实技术（VR）、医学临床教学、教学测评、

教学测评软件等概念进行科学、详细的界定，并对教育信息化、网络学习平

台、知识学习与学习理论等相关理论进行深入研究，为项目研究奠定坚实的

理论基础。 

1.1.2基于 VR技术的医学临床教学测评系统的实证研究 

对 3～5所医学院校的师生，就基于 VR技术的医学临床教学测评现状进

行实地调研，了解 VR 技术应用于医学临床教学的现状，并对师生进行问卷

调查和深度访谈，了解他们对基于 VR 技术的医学临床教学测评系统的认知

需求，为基于 VR 技术的医学临床教学测评软件的设计提供一手资料，使得

设计的软件能够更加符合现实需求。 

1.1.3基于 VR技术的医学临床教学测评软件的设计与实现 

针对需求，进行基于 VR 技术的医学临床教学测评软件的设计与实现，

包括分析系统的目标、子系统及功能实现，并将其运用于基于 VR 技术的医

学临床教学测评实践之中，进行验证，从而对软件进行完善。 

1.2 改革目标 

本项目深入研究基于 VR 技术的医学临床教学测评，并以此设计一款基

于 VR 技术的医学临床教学测评软件，该软件是一款智能先进的临床教学测

评软件，旨在通过对临床教学中所使用的案例和相关图像的质量进行把关，

从而针对性提升临床教学的质量。 

1.3 拟要解决的问题 

本项目研究拟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开发、设计一款基于 VR 技术的医学临

床教学测评软件。 

1.3.1关键技术 

确认系统采用的相关技术，包括 Web数据库技术、B/S 结构、基于 ASP.NET



的编程技术、SQL Server数据库等。 

1.3.2需求分析 

对系统的业务功能进行分析，具体分析案例测评、标注识别、教学用图、

数据检索、用户管理、系统管理的需求，以及进行非功能性需求分析。 

1.3.3设计与实现 

在需求分析的基础，确认设计的技术指标、体系结构、业务流程图、数

据流图；进行总体设计，包括总体框架结构、模块功能描述、权限设置；进

行数据库设计，包括概念结构设计、逻辑结构设计、物理结构设计；进行系

统功能实现，包括登录模块、管理模块。 

1.3.4测试 

分别进行模块功能测试和系统性能测试，基于测试结果，进行修正。 

2.实施方案和具体实施计划（含年度进展情况） 

本项目研究预期 2年（2019年 5月-2021年 4月），分为三个阶段，其

研究计划和预期进展具体如下： 

第一阶段：前期调研、开题期（2019年 5 月～2019 年 12 月） 

2019.05-2019.08  查阅文献，调研分析，制定研究大纲； 

2019.09-2019.10  调研和组织各类座谈会； 

2019.11-2019.12  开展问卷调查，对调查结果进行汇总和分析，撰写

开题报告。 

第二阶段：研究开发期（2020年 1月～2021年 12月） 

2020.01-2020.02  确定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并完成组内

讨论和修改； 

2020.03-2020.10  基于 VR技术的医学临床教学测评软件进行设计和技

术攻关，主要模块调试完毕；申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1项； 

2020.10-2020.11  撰写研究报告，撰写论文并发表； 

2020.12-2020.12  征求各方意见，对研究总结报告进行修改和完善。 

第三阶段：定稿验收期（2021年 1月～2021年 4月） 

2021.01-2021.02  定稿，准备验收评审，以及基于 VR技术的医学临床

教学测评软件交付使用并验收； 

2021.03-2021.04  撰写论文并发表，申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1项。 



 

四、项目的推广应用效果 

1．项目预期的成果和效果（包括成果形式、完成时间、实施范围、受益学生数）； 

2．本项目的主要特色和创新之处。 

1．项目预期的成果和效果（包括成果形式、完成时间、实施范围、受

益学生数） 

1.1 具体成果 

（1）完成《国内外关于 VR技术临床教学应用及高校课程教学测评研究

综述及评价报告》、《医学院校基于 VR 技术的临床教学测评软件的应用现

状及分析报告》、《基于 VR 技术的医学临床教学测评软件》开题报告、中

期报告、结题报告； 

（2）公开发表项目研究学术论文 5篇以上，即主论文《基于 VR技术的

医学临床教学测评软件的设计与实现》，以及相关子项目论文，至少 2篇发

表在核心期刊； 

（3）基于 VR技术的医学临床教学测评软件的设计与实现，并进行应用

推广，以及申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1-2项。 

1.2 预期效果 

本项目研究、设计的基于 VR 技术的医学临床教学测评软件，系统功能

齐全，使用便捷，可广泛应用于基于 VR 技术的医学临床教学测评，从而促

进医学院校学科建设、课程教学改革及人才培养，以及医学院校的创新发展。

对于学生来说，可以提升职业技能、专业知识，从而最终提升就业竞争力，

使学生成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高素质临床医学人才。 

完成时间：2年。 

实施范围：计划在初期主要应用于甘肃医学院，后期面向其他院校推广。 

受益人数：初期预计在 5000～6000名。 

2．本项目的主要特色和创新之处 

本项目研究的主题特色着重体现在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两大方面，具体

如下： 

2.1 学术观点创新 

本项目研究从 VR 技术应用于医学院校临床教学现状入手，扩展到基于

VR技术的医学临床教学测评软件的研究与设计，将虚拟现实（VR）技术在医

学临床教学中的应用和课程测评结合起来一起进行研究，从研究视角上来

看，就具有很强的创新型，而且设计的基于 VR 技术的医学临床教学测评软



件，以及其他理论学术观点，既具有创新性，又具有实效性，能够更好、更

科学地对基于 VR技术的医学临床教学的测评。 

2.2 研究方法创新 

本项目研究采用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专家访谈法、数理统计法、

逻辑分析法、系统分析法、对比分析法、案例研究法，全面、深入地评估了

基于 VR技术的医学临床教学测评软件的应用现状，数据详实且真实可靠，

使得研究成果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五、项目经费预算 

六、推荐、审查意见 
 

序号 
经费开支科目 

（含配套经费） 
经费预算依据及理由 

金   额 

（元） 

1 科研业务费 购买软件，发表论文，项目答辩 10000 

2 实验材料费 购买耗材 5000 

3 劳务费 聘请专业教师进行相关指导 20000 

4 其他 交通燃油费 1000 

以上预算经费合计（元）  

年度预算 
经费开支科目 

（含配套经费） 
经费预算依据及理由 

金   额 

（元） 

第一年 科研业务费，实验材料费 购买软件，购买耗材，燃油费 8000 

第二年 科研业务费，劳务费 发表论文，项目答辩，专业指导 28000 

其它经费来源 自筹 

推 

荐 

意 

见 

 

 

 

 

 

                              推荐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审 

查 

意 

见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