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疫情时代的医学在线教育
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

清华大学 / 学堂在线 王帅国



学堂在线：中国首家慕课平台
• 2 0 1 3 年1 0 月，清华大学发起成立学堂在线

• 2 0 1 3 年1 2 月，作为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的研究交流与成果应用平台



3316门
在线课程

6320万
注册学习者

2.16亿
选课人次

覆 盖 电 脑 、 电 视 、 手 机 、 平 板 及 微 信 小 程 序 ， 数 据 截 至 2 0 2 0 年 1 1 月 3 0 日



传播中国教育声音

• 学堂在线目前已引进有478门国际课程上线 ，与edX、FUN MOOC、K-MOOC、SDG Academy、斯
坦福大学、英国开放大学、釜山国立大学、日内瓦大学、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西班牙电信等30余家境
外机构的独家课程合作；

• 协助清华大学、湖北大学、大连海事大学、北京语言大学、黑龙江大学、昆明理工大学等国内高校向
海外其他平台输出近70门慕课；

• 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工程教育中心 、尼日利亚Lagos大学搭建全英文慕课平台；

• Class Central年度报告中，学堂在线连续三年作为唯一入选报告的中国慕课平台。



要 点

• 新冠疫情给教育带来了什么 

• 医学院校的数字化转型应该怎么走  

• 教学在未来如何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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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教育变革教育

要总结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大规模在线教育的经验，利用信息技术更新教育理念、变革教育模式。

《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



2020年6月27日 2020年6月10日 2020年6月3日

• 春季学期：3.30起全面启动在线教学

• 无法预测秋季学期时病毒的流行情况，秋季学期仅

允许部分本科生返校，可以进行小组讨论等面对面

学习，返校数量暂未确定

• 可在线教授的课程都将采用在线形式

• 春季学期：3.9起所有课程改为在线形式授课，实验、

考试也在线完成

• 本科生开学授课情况待定

• 研究生秋季学期预计将采用远程教学+线下教学混

合的形式进行

• 春季学期：所有课程全部转到线上。所有学生在春

假后不要返回学校，具体返校时间视疫情而定

• 秋季学期：返校安排根据政府指引以及学校情况而

定暂未确定

• 使用Zoom、Canvas、Panopto、Office 365和

Google apps等工具进行远程授课

疫情的全球性大蔓延推动了在线教育发展



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同志

视察清华大学在线教育指挥中心雨课堂教学情况



新冠疫情为数字化转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提速

• 大范围全体系在线教学，让我们有了一次重新思考什么是教室，什么是校园、

什么是学习环境的宝贵机会。

• 疫情中，不同国家、地区支撑在线教学的基础设施差距巨大，这些数字鸿沟，

影响着教育平权。教育的可得性，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阶层平等、持续稳定。

• 疫情作为推动力，加速了新型教学、新型考试、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深度融合等

技术的持续探索和不断深化，支撑更高质量教与学的信息技术不断迭代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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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院校数字化转型需经历三大阶段

内容数字化

教学数字化

管理数字化
STEP 1

STEP 2

STEP 3

慕课建设

SPOC应用

电子出版

知识付费

教学工具应用

智慧教室 / 智慧实验室

教师信息素养提升

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教学分析

■

■

■

■

■

■

■

■



内容数字化转型：乘MOOC东风，最容易实现，最容易共享，最容易交换

l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实现医学院校的社会责任

l占领优势学科教学研究的制高点，扩大学术影响

l利用慕课在线教育优势，全面提升医学院校教学质量



内容数字化转型：知识点拆分

周 知识点 视频 视频长度 讲间练习 周练习

1 5 12 0:48:49 8 6

2 8 15 1:25:35 13 8

3 6 12 1:04:47 12 9

4 5 9 1:11:11 7 6

5 10 18 2:14:24 17 7

6 3 6 0:56:18 6 6

7 4 12 1:04:30 10 7

8 8 19 1:59:16 16 7

合计 49 103 10:45:00 81 56



帮助高校建设线上课程
助力高校线上教学平台建设

解决部分高校师资力量不足现状为
高校输送优质课程内容，助力其提
升教学水平

学校与学校开始再交融，课程与课程开始再创作

xuetangx

校本课程

学堂学分课

本校自建课程与教学

大课

自主开课

内容数字化转型：SPOC为学校教学发展提供更多可能



不要从现在回头看，就看不起“第一步”

• 第一次：大学开放教学服务

• 第一次：教学主动摆脱时空束缚

• 第一次：数据驱动全面引入教学决策

为什么说慕课是一场革命



教学数字化转型：赋能线上、线下教学，从发烧友到大众参与

• 混合式教学：

• 将“面对面”学习和“在线”学习以
不同的方式并合在一起，在技术型情
境中开展的教学

• 在课程进行过程中运用多种传输媒介
或系统（面授、网络、移动设备等）

• 数字化教学：

•  综合运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通过对师
生教学行为数据全方位全周期的收集
和分析，构建形成的具有多维化互动、
泛在化感知、精准化评价、数据化决
策、个性化引导的教学环境。



 传统学习 数字化学习

导师角色
权威；通过一个学期数次测验、考试和
论文“孤注一掷”的考核

促进者；在学习中指导学生；频繁地以小作业的
形式提供反馈

学生角色
上课；做作业；参加考试；依赖老师提
供材料

独立或者合作的工作；对于学习有更重要的责任

学习环境
课堂授课；可能一些材料是在网上放置
或者组织的

课堂时间缩短了，或者更多地用于互动学习活动；
课堂活动部分放在线上，部分是面对面形式

方法 以教师为中心；被动的；独立的 以学生为中心；主动的；合作的

课内时间 课堂时间主要用于授课
较少时间的授课，更多时间用于主动的学习活动，
例如解决问题、小组活动、案例学习、展示

课外时间
小组作业；为了测验、期中测验、考试
而学习；阅读教科书和其他课程材料

在线学习活动如在线讨论、观看视频、阅读或者
搜寻材料、在线测验、展示阅读反馈、对其他人
的展示提供反馈、用百科或者博客来合作地写作
论文



师生可以随时保持连接，无论是课上还是课下

师生能通过数据，量化地了解教学的实际进展



人类喜欢“量化”

课程名 教师数 学生数 预习课件数 授课次数 试卷数 直播数 习题作答数 弹幕投稿数

护理学 20992 878445 32048 47547 28514 11659 1780533 1764927

生理学 10761 557386 26368 44385 21087 12564 1357220 869599

生物化学 7946 324012 18901 34843 13154 7689 750315 469139

内科学 7129 104227 5928 10999 2532 5549 187390 296379

外科学 7016 133774 6941 10089 3032 4853 196328 313863

药理学 6080 283942 16990 21663 12836 5339 741212 431422

病理学 5125 230459 13228 13849 9118 3743 583844 392543

免疫学 4578 227539 14440 14577 9614 4208 610565 290320

微生物学 4433 187797 10991 18955 5695 5686 326679 287344

细胞生物学 3848 124863 7184 9772 3166 1778 181776 129032

合计 77908 3052444 153019 226679 108748 63068 6715862 5244568



管理数字化转型：依托雨课堂大数据，赋能教学智能管理
通过对全校教学数据管理+赋能课程评估与预警，帮助高校提升教学管理水平



管理数字化转型：数据驱动教学创新

• 从“看脸”到“看数据”

• 从一学期一评，到过程性评价

• 学生心中有数，老师心明眼亮，管理者心知肚明



医学院校数字化转型的步骤不能乱，层次有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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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创造场景，更贴近场景，安放更多的教学传感器



雨课堂：在课堂里做插件

这堂课把线上线下的学习成果展示出来，让我听后深受感染、深受启发。今天的课，到课率和抬头率都很高，让

手机从“低头的工具”变成了“抬头的利器”。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观摩雨课堂授课

用一个PPT插件，把幻灯片分享、课堂互动、习题测评、作业布置融入到PPT中，教师的原有课件、

原有习惯都可以保留，稍作修改就可以直接使用。

课前-课中-课后，所有教学过程全部留痕，可以回看，自动对数据开展挖掘和算法训练，帮助师生之

间进一步了解，促进课堂教学定量化研究。

教师会用PPT，很快就能学会；学生会用微信，很快就能掌握。利用PPT来设计课程，利用微信公众

号来通知，利用微信小程序来交互。容易用，才能用得更好。

小插件

大数据

好上手



边界更模糊，交互更实时

• 纯在线、混合式、传统式教学边界越发模糊

• 随着VR/AR，5G低延时网络的推进，将进一步推进智慧教学的普适性



克隆班 / Clone Classroom

• A Clone Classroom is a virtual classroom which is synchronized 
every learning activities with another real private online classroom. 

• The Clone Classroom has every detailed and real-time learning 
material and activity but does not disrupt the order of teaching in 
the original classroom. 

• Tsinghua shares 138 classes to 7 other universities with “Clone 
Classroom”, involving 5901 students.

• WeYoung Program (未央计划)  in Tsinghua



挖掘教学数据富矿，平台发展更智能

• 人工智能将能成为智慧教学发展的重要变量

• 算法+数据+场景，将发现新的教学模式和教育规律，催生教育研究的新范式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关于成立在线教育委员会的决定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在线教育委员会，是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学会的分支机构，须面向全体会员积极组织开展与研究生在线教育

相关的：

u 理论研究

u 学术交流

u 书刊编辑

u 业务培训

u 国际合作

u 咨询服务

u 展览展示等活动

欢迎各领导加入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在线教育委员会。



Thanks
sw@tsinghua.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