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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说  明 

1.申报书内填写的内容，所在学校负责审核，所填内容

必须真实、可靠，如发现虚假信息，将取消该项目的

参评资格。

2.申请书为 A4 幅面，于左侧装订。

3.项目类别为：A、教学改革 B、教学管理 C、综合改革

D、其他项目，根据项目内容选填一项。

4.在“申报学校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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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所有签字不得用打印字和印刷体代替。

6.各级单位意见务必加盖公章，否则推荐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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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简表 

项
目
简
况 

项目名称 VR医学教学课程质量测评软件的开发与应用 

项目类别 教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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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 学士/中国 本科/中国 

联系电话 13993320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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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 专科生 238 

2013— 
2019 

乡村医生培训 培训 成人 80 

2003 
-2019

成人教育 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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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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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2019.3 

甘肃省高等学校

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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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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4 6 0 0 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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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淑霞 女 1978.10 副教授 
现代职业技术
学院卫生分院 

临床医学 项目实施 

王  强 男 1982.7 讲师 甘肃医学院 生物医学 项目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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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磊 男 1983.11 讲师 甘肃医学院 信息技术 程序设计 

贾凯崴 男 198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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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蔺多鑫 男 1981.2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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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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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的研究意义、现状分析 

1.项目的研究意义

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VR）技术，是利用计算机创建一个虚拟的三维情

景，提供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的模拟，可以实时、无限制地观察虚拟空间内的

事物，并通过人机交互设备对虚拟环境内物体进行实时操控和设计改造。VR技术在

医学教育领域上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医学生的成长离不开大量的临床实践，人体

的复杂性也增加了其被替代的困难，而应用 VR技术进行医学教学，能够弥补传统医

学教学的不足。利用 VR技术开发的虚拟教学平台，可将各种医学影像和数据信息创

建成一个沉浸式的虚拟学习环境，再辅助以文字、图片等补充信息，可高精细度呈

现系统预设的学习内容，学生通过３Ｄ人体模型，从视觉、听觉、触觉多感官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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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人体细节，并借助多传感器、头戴式显示器（HMD）、体感外设备等工具与虚拟

环境中实物进行互动，这种集视觉、听觉、操作为一体的虚拟学习系统，可使学生

完全沉浸于自主学习的三维虚拟环境中，通过自身与环境的交互全方位获取知识和

技能。例如，用 VR外科手术系统模拟外科手术。系统可以实现多人同时介入，以协

作方式共同完成一项手术或者以共享模式观摩一场作业。在操作 时，计 算 机 AI

可 对 学 生 进 行 视 觉、听 觉、动 作 的 综 合 指导，老师或专家也可直接介

入进行实时指导。此外，投资昂贵的实验对象（尸体、假人、模具等）和器材是医

学院校巨大的负担，VR技术具有不受标本、场地、时间等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可以

使教学培训活动根据需要随时随地进行，在减少教学费用投入的同时获得良好教学

效果。 

VR技术在医学教育上应用所带来的教学方式改变已逐渐被认同，我国已有许多

医学院校引入 VR技术，建立了情景化教学训练中心、VR教学训练中心和 VR实验室

等教学场所。但与此同时，如何改进和完善医学院校现有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更

好地发挥教学质量监控作用，提升监控体系运行的有效度，更好地保证 VR技术教学

质量，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课堂教学质量测评是教学质量监控体系一个重

要环节，是教师获取教学反馈信息、改进教学管理、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依据。课

程测评主要涉及教学所选用的教材、教学方法、教师授课水平、教师个人素质等方

面。从课程测评的方式上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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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基于 VR技术

的医学教学网络测评软件开发和应用几乎空白。 

本项目深入研究 VR 技术在医学教学上的应用，开发了一款基于 VR 技术的医学

临床教学测评软件，并以甘肃医学院为试点，进行了应用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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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完善医学院校现有的教学

质量监控体系，从而促进医学院校 VR课程教学及人才培养质量。 

2.现状分析

（1）VR技术在医学教育中的应用

虚拟现实技术（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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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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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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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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国内外研究述评

国内外关于虚拟现实技术（VR 技术）在医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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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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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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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

成员还包含了我院临床专业、预防医学专业和基础医学课程教师，他们近两年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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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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历史悠久，办学条件完善，建有网络检体诊断室、

情景化教学训练中心、护理教学训练中心、VR 教学训练中心、临床思维训练中心、

大数据平台，以及临床医学、护理学、助产学、医学检验技术、预防医学、口腔医

学、儿科学等专业数字化临床技能教学场所及信息技术实验室。 

甘肃医学院校园网实现办公区、教学区等公共区域全覆盖。信息中心建有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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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成员包括了临床专业、预防医

学专业、信息技术课程以及基础医学课程的教师，保证了项目在教学过程中的有效

实施。 

学院在项目组初期研发并申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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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项目组成员能有充分的讨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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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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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推进，最终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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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施方案及实施计划（1000 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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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改革内容、改革目标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1.具体改革内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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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针对性的提升临床教学的质量。 

（2）调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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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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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系统操作简

单、功能齐全、使用便捷。主要功能包括：案例测评、标注识别、教学用图、数据检索、

用户管理、系统管理等。 

2.改革目标

本项目深入研究基于 VR 技术的医学教学测评，并以此设计一款基于 VR 技术的医学

教学测评软件，该软件是一款智能先进的教学测评软件，旨在通过对医学教学中所使用

案例及相关图像质量的把控，从而有针对性的提升医学教育教学质量。 

3.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及信息技术与医学教育的深度融合，社会对复合型医学人

才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在新形势下不断加强医学教学管理，逐步提高教师教学水平，

是培养新世纪复合型医学人才的关键。在教学管理中，教学质量评估是提高教学质量的

核心，其中学生评教结果是教学质量评估的重要指标之一，在高校内部教学质量监控和

保障体系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因此，为了进一步做好教学质量管理，开发一款具有医学

院校自身特色的教学质量综合测评软件，实现系统在线测评，具有以下优越性：一是可

实现“无纸化评教”，缩短了评教周期，节省了人力、物力投入，使教学管理部门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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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地掌握教师教学质量动态；二是测评软件具有收集和处理数据信息快捷、准确的特

点，确保了数据分析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三是有助于转变医学院校教学工作管理模式、

方法和观念，建立有效、规范的教学管理运行机制；四是为教学管理部门提供了科学决

策的基础数据。 

（1）关键技术

确认系统采用的相关技术，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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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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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设计与实现

传统的教学质量素质测评方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测评软件提出了一种基于 Web

系统的教师教学质量测评系统的实现新思路。本系统采用 B/S 结构进行开发，包括数据

库设计、概念结构设计、逻辑结构设计、物理结构设计；从而进行系统功能实现，系统

功能结构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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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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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三个阶段，具体如下： 

第一阶段：前期调研（2020年 5月～2020 年 12月） 

2020.04-2020.08  查阅文献，调研分析，制定研究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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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2020.10  调研和组织各类座谈会； 

2020.11-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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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月～2021 年 12月） 

2021.01-20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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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3-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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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10-2021.11  撰写研究报告，撰写论文并发表； 

2021.12-20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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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月～2022 年 4 月） 

2022.01-202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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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3-2022.04  撰写论文并发表，申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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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的推广应用效果（1000 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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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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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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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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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以及相关子项目论文，至少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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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预期效果

本项目研究、设计的 VR医学教学课程质量测评软件，系统功能齐全，使用便捷，可

广泛应用于医学院校的 VR教学质量测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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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面向同类院校推广。 

受益人数：初期预计在 5000～6000名。 

主要特色和创新之处 

1.学术观点创新

本项目针对 VR 技术在医学院校教学过程中的应用现状进行了调研分析，将 VR 技术

在医学教学中的应用与课程测评相结合，具有较强的创新性。设计的 VR技术的医学教学

课程质量测评软件，具有较强实用性，能够完善医学院校现有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从

而更好地促进医学院校 VR课程教学质量。 

2.研究方法创新

技术平台主要基于浏览器/服务器(B/S)架构，也有部分功能支持客户端/服务器

(C/S)架构，采用网络计算机技术与分布式处理模式，支持大型关系型数据库，面向

Internet/Intranet,保证了技术上的先进性和前瞻性。平台采用多应用的模块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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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应用服务，都是基于平台应用和管理完美的契合，均可作为一套成熟的系统在某

一领域进行独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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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经费预算 

六、项目支撑材料清单 

1.项目成员主要教学研究与获奖情况佐证材料（必须提供）

（获奖文件、证书等，格式要求为 PDF 或 JPG） 

2.项目负责人近两年开设的课程（必须提供）

（教务系统截图须至少包含课程编码、选课编码、开课时间、授课教师姓名、选课学生等信

息，格式要求为 JPG） 

3.学校对项目的支持情况（必须提供）

（含有关政策、制度、经费等文件，格式要求为 PDF 或 JPG） 

4.其他材料，不超过 5份（选择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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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买设备，发表论文，项目答辩 20000.00 

2 实验材料费 购买耗材 5000.00 

3 劳务费 聘请专业教师进行相关指导 10000.00 

4 其他 交通燃油费 1000.00 

以上预算经费合计（元） 3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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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00 

第二年 科研业务费，劳务费 发表论文，项目答辩，专业指导 28000.00 

其它经费来源 自筹 



七、项目负责人诚信承诺 

本人已认真填写并检查以上材料，保证内容真实有效。 

 申报人（签字）： 

年  月   日

八、推荐、评审意见 

申报学校教学

指导委员会或 

学术委员会 

意 见 

负责人（签字）  2020 年  月   日 

申 报 

学 校 

意 见 

（公章） 

校  长（签字）  2020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