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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总结 

面对信息多元化、数据多样化的发展大趋势，如何有效整合多平台资源、充分利用大数

据技术、构架依托于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教学体系、全链条多维度进行医学生培养、并

组织医院管理人员和师资队伍高效、科学的学习是当代医学教育面临的全新挑战，也是亟需

解决的重要医学教育和医学教育管理命题。 

本成果依托首都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智慧教室升级和相关信息化软、硬件设施持续

完善的契机，在多生源、多教学体系层面的理论教学、场景模拟、MOOC和微课、阶段考核、

教学分析、师资管理和评价等重要教学活动中进行了系统性的探索和实践，得到了医院和首

都医科大学的大力支持，初步建立了具有鲜明现代化、信息化、便携化、多媒体化、交互化

的高信息安全级别的医学教学、教育管理的多维度、多系统、多平台整合的临床医学教学单

元，取得了我院医学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突破。 

 

   

  



一、成果概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于 2013年起着手探讨医学教学信息化改革、2014年获

批首都医科大学“校长基金”教学改革课题立项（《移动网络微课程在临床基本技能培养中

的应用》、项目编号：14JYY131）、2017年起全面启动教育教学信息化硬软件搭建，于 2019

年 1月将整合信息化平台全面应用教学实践。目前已实现智慧教室 7间、模拟诊室 5间、多

媒体信息存储介质 7台，并已搭建符合国家信息安全的现代化临床医学教学及管理信息平台。 

 

信息化多平台教室设施及教育教学管理平台—欢迎界面 

  

教育教学管理平台主界面及 MOOC平台—欢迎界面 

 

MOOC平台—管理界面 

 

在线考试—欢迎界面及管理界面 



  本项成果主要包括以下三部分： 

1.首次将教育教学信息化管理平台应用于临床医学教学教务管理： 

借力于企业微信平台实现了教务、师资、学生信息管理等常规教务功能无纸化，实现并

完善了在线师生互评、教学督导组即时授课评价，实现了“点对点”无记名教学效果反馈、

客观师资教学能力评价。利用此平台，实现了师生考勤、研究生开题和答辩申请、同等学力

入院实习申请、教室使用等教学申请的数字化留痕管理，通过教师客户端下发授课任务和上

课提醒小秘书等功能杜绝了潜在的教学事故，而教学、学习节点的信息化管理也使我院师生

最大程度减少了纸质、传统 OA申请等繁琐的教务相关流程，不囿于申请人和审批者对于设

备和文件的时空限制，对于教学管理人员而言，通过实时了解每一位系统使用者的反馈和系

统使用情况，可以更精确的了解师生需求、教学进度，也催生了一批教育教学改革课题。 

 2.基于网络信息技术构架辐射全种类教学的医学教育 MOOC平台 

    利用平台基础设备进行包含日常教学、手术示教、远程会议、专家讲座、学术交流等作

为平台视频资源进行同步采集，开展线上线下院内及互联网用户的实时医学教育，使用移动

终端随时参与进行观摩学习，突破空间局限，可实现大规模系统性的自主在线学习。在线教

育平台能进行私有部署，打造属于医院的特色在线学习平台。可按照课程、科室、医院等不

同的级别进行多元化管理。本平台具有自媒体功能，可进行文字、图片、视频等多媒体资源

的传送，支持第三方网站链接，可无缝链接相关的医疗医学教育网站。 

    平台具有后台大数据统计分析功能，提供 MAP分析图。支持权限管理，保证系统安全、

稳定、高效的运行，实现线上线下资源自主管理，满足未来高效扩展，同时支持上万人次的

在线学习、直播及点播观看。本平台基于多媒体、大容量存储介质和在线、录制授课内容功

能，全面实现课程精准管理，迄今为止我院已完成临床医学专业课程、护理专业课程、医技

专业课程、人文课程、师资培训等继续教育课程等六大板块共 832个视频，1500余课时的

全面录制，内容涵盖了基础医学、桥梁课程、临床和护理技能、医学人文交流、思政教育等

多个方面，真正做到了让精品课程“永久保存”、规范化“技能操作”时刻可回放。平台管

理课程的同时监控各类学员课程学习情况，满足了学生自主学习的需求，充分利用移动终端

选择自己的学习内容，并利用碎片时间合理安排个人学习进度；同时也为年轻师资授课能力

的培养提供了非常好的样板和素材。通过完善学生课程考勤和多媒体资源共享，实现了课程

无限回放、开放讨论区等形式实现师生互动、随堂教学评估等功能。通过信息安全化技术处

理后已经实现学生注册设备可在身份识别授权的前提下真正意义上的利用个人客户端的移

动化学习、全路径学习、互动学习以及多维度教学效果监督评价系统，并已经逐步由面向本



科生临床教学的试点全面推广至研究生、住院医师、专科医师、护理、全院继续教育培训等

各毕业后医学教育领域，获得师生一致好评。 

                         

 

 

 

                               

基于 MOOC的移动学习平台在临床医学操作技能培训中的教学流程 

3.通过信息化平台整合、优化医学在线考试功能： 

 通过 4年来不断论证和优化，目前我院教学整合平台已经实现了题库完善和升级、教

学内容复习、在线考试、考试数据分析等需求。实现了大题库、多题型、简化组卷、在线考

试、实时试卷分析等功能，满足了不同生源不同需求的学习、复习、练习需求，同时通过全

流程考试设计和评估板块的优化，让考试更加客观化、多样化，让教学效果分析实时化、可

视化、个体化，通过与教学信息化平台的整合，及时将教学效果反馈给授课教师和教研室，

为教学反思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极大激发了各个教学阶段教师的教学热情，基于本部

分功能的实现，已经在使用过程中催生了相关教学研究课题 23个，已发表相关教学评估信

息化相关教育教学论文 14篇。 

二、本项成果的创新点： 

第一，着眼数字化教学核心需求，搭建立体教学管理体系： 

在信息化建设中针对医学教育理论知识庞杂、注重实践技能和辩证思维的特点，针对教

师身兼医教研等多角色和学生集中理论学习、分散临床实践的特性，抽丝剥茧梳理临床教育

教学主线，充分利用教务管理信息化、MOOC平台便捷化、在线考试系统的多维化，从管理、

教学、训练、考评四个维度实现了教、学、评于一体的全链条信息化教学管理和教学实践； 

第二，突破传统教务框架，引入信息化节点式教学管理手段： 

改革了传统教务管理琐碎、多流程的缺点，进行顶层设计，使授课任务安排和下发、任

授课多节点提醒、课程变更审批灵活化等方面全面实现了无纸化办公、零教学事故、并已经

实现了教育教学的全流程可溯源。 

第三，以改促教、全面提升医学教育教学的可持续发展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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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教务教学的改革和教学多平台支持系统的搭建，涌现出大量青年中坚教学人才，

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教学工作，催生了大量的教学探索课题，为我院临床医学教学以及相关科

研课题，提升师资教学能力的同时也激发了中青年教师的教学热情，提升师资可持续发展的

研究能力。 

三、实践效果 

教育教学信息化平台的使用明显提升了教学管理工作效率，使教学管理全流程可视化、

可溯源、可预判。 

基于教学管理和 MOOC平台的使用，显著改善了教学活动效率，大幅度增加了师生互动、

明显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积极性。 

精准化数据反馈：利用大数据分析手段，通过后台技术支持达到数据驱动教学理念。 

推动教学管理和以教学为载体的研究：得益于多平台整合的教学信息化进程的推进，管

理者和参与教学的授课教师获得了大量的新教学、管理模式的体验，通过与传统教学管理、

授课方式的比较，总结了教学经验，并基于本系统设计了数个教学管理和研究课题。 

   四、积极扩大影响力，促进经验推广。 

  经过教学信息化系统软硬件的不断升级和优化，在严格保证网络信息安全和确保教学质

量的前提下，显著提升了我院师生对信息化、多媒体化、移动化教学的认可度和参与热情，

实现了快捷高效的教学管理和多元化教学，对研究医学教学模式变革、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

教学的深度融合具有借鉴和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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