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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背景下“新医科”建设的研究与

实践 

——以塔里木大学为例 
胡  斌 

（塔里木大学  新疆阿拉尔  843300） 

【摘  要】塔里木大学增设医学院，在南疆开展医学教育，任务艰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发展给我校医学教育带来

了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如何在塔里木大学医学教育中应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培养“新医科”人才，

值得探索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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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4 月，在《在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中，

教育部提出：教育信息化从 1.0 时代进入 2.0 时代[1]，这预

示着新时代教育信息化的到来。2019 年 4 月，教育部又颁

布“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 版，主张发展“新医科”[2]，

以推动高校医学教育发生质的飞跃。当前，运用传统的医

学教育模式已经不能满足新时代发展的要求，在医学教育

中运用教育信息化手段还存在不少短板，如何依托现代信

息技术将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融合，创造全新的医学教育教

学模式，为培养顺应时代和科技要求的“新医科”人才刻

不容缓。 

1  大数据的概念 

大数据即数据集合，也是信息资产的集合，指在一定

时间内用软件处理和搜集数据的集合，通过对数据进行合

理的分析，为社会发展等提供依据[3]。 

2  人工智能概念 

人工智能起源于上世纪 80 年代，它以社会科学、脑

神经学和计算机科学为基础，来代替人类对数据、图像等

进行识别、认知、分类乃至决策等多种功能。国发[2017]35
号文件，《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明确指出未来教

育发展利用智能教育的重要意义[3]。 

3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背景下塔里木大学医学教育
建设的现状 

塔里木大学是教育部在南疆重点支持的综合性大学，

为促进南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强有

力的人才保障。2017 年，为加大对南疆医疗卫生、教育

事业的支持力度，中央文件中明确提出在塔里木大学增设

医学院。2018 年，由塔里木大学和石河子大学通过合作

办学成立了医学院，开始了医学人才的培养，成为南疆唯

一一所招收医学本科专业的院校。医学院充分彰显“用胡

杨精神育人、为兴疆固边服务”办学特色，积极培养适应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应用型医学人才。但随着

“新医科”建设提出，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背景下塔里木

大学医学教育还存在以下的问题： 
3.1  医学教学信息化模式的开发程度较低 
当前塔里木大学医学教育信息化的开发程度较低，主

要表现在：一方面，医学院还未在学校的网站上开设二级

网站，学院的相关信息无法及时对外公布；医学院在课题

教学方面使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不多，如慕课、雨课堂等

教学方法运用不充分，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较少，尤其欠

缺较为精品的在线课堂等内容；另一方面，在医院临床教

学过程中，信息化教学也比较缺乏，医学大数据、智能医

学等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应用，严重影响了医学信息化教学

的推进步伐。 
3.2  信息化人才数量缺乏 
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迅猛发展，对医学信息

化教育人才需求迫切，医学信息化人才不仅需要扎实的

医学专业知识，还需要具备信息技术和管理技术[1]，这

为信息化人才的供应带来挑战。目前塔里木大学医学信

息化人才现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严重缺乏相关的

人才；二是医学院校现有的师资队伍信息化素养也有待

提高。由于教学、临床等任务较重，大部分教师平日缺

乏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学习系统化的网络课程设计的相

关知识，也有部分教师对网络公开课采取抵触的态度，

认为侵犯了自身著作权；这些都严重的阻碍了信息化教

育的发展。 
3.3  大数据下人工智能医疗健康人才队伍建设欠

缺 
根据人工智能发展报告 2020 有关数据显示，全球人

工智能领域高层次人才 155000 左右，我国仅有 17000 左

右，其中，美国人工智能高层次学者数超过全球的一半，

为 62.2%，我国虽然人工智能高层次学者人数位列第二，

但占比仅为 9.8%，有 196 人，我国人工智能高层次学者

人才需求缺口较大[4]，大数据下人工智能、医疗健康是两

个专业融合的技术领域，而人工智能领域本身面临着很大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教育发展研究(3)2021, 6 
ISSN:2661-3573(Print); 2661-3581(0nline) 

 -171- 

Universe 
Scientific Publishing 

的人才匮乏问题，由此可见，培养大数据下人工智能、医

疗健康复合型人才是一项艰巨而急需的任务。 
3.4  医疗数据不明确及数据标准不统一 
人工智能使用成效的关键在于大数据的建立，大数据

的建设质量直接影响人工智能的发展，如果没有数据支

持，人工智能就无法真正凸显其核心价值。目前我校的医

学大数据的采集才刚刚开始，存在数据标准不统一，数据

安全性保障不充分，数据共享受局限等问题，这些都会导

致人工智能发展受到制约，这也是各医学院校普遍存在的

问题[5]。 

4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背景下塔里木大学医学教育
发展的建议 

4.1  大数据背景下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建设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提出：全面推动教育管理信息化建设改革[6]。为顺

应时代的要求，我校医学院应抓住时机，利用大数据，改

革教育质量监控体系，同时也需改进教学方法，比如加快

智慧校园建设。再比如利用“智慧树”“雨课堂”等网络

平台进行教学过程中，注重对数据的采集，形成大数据源，

利用信息处理技术，对这些数据资源进行统计分析，最终

形成数字化的教学质量评价和管理体系。 
4.2  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平台深化实践教学改

革 
实践教学是培养医学生的重要环节，在此环节中学

生需要掌握好临床工作方法和临床思维。利用人工智能

和大数据平台，可以建立临床思维能力评估模型，即虚

拟实践，如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平台建立虚拟病人，

学生对其进行问诊、体检、辅检、诊断和治疗。之后可

以应用于现实环境，对病人进行诊疗等。首先，通过虚

拟实践，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也可以

将形式多样化[7]。其次，通过虚拟实践，可以提高学生

对临床技能操作的学习理解，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

比如清华大学，在医学院建立了国内首个“智慧现实虚

拟临床教学中心”，采用“人工智能+虚拟技术”，把患者

形成全息化人体三维解剖结构映射在虚拟空间里。医生

可以对器官和病变进行全方位的几何分析，同时还可进

行虚拟临床操作。学生也可以借助平台进行模拟手术、

手术方案设计和风险评估等[8]。 

4.3  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平台，提高数据素养 
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支持的医学教育课程教学决

策成败的关键在于医学教育管理者与教师的数据素养
[8]，它指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环境中所具备的数据意识，

对数据进行收集、整理、表征和分析，能用数据进行说

理和交流。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摆脱了传统教学管理

模式的束缚，要培养教育管理者和教师对数据的敏感性，

提高其对发现数据、挖掘数据、筛选数据及对数据的解

释能力，这就要求医学教育管理者与教师不仅要具备扎

实的医学专业知识，还需要具备一定的信息化教育能力，

处理数据的能力，才能更好地利用大数据信息和人工智

能教学。 
4.4  开放共享的医学教育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系统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建立最终是为医学教育服务，如何

提高利用率，开放共享是最直接的途径。建立集操作、统一、

高效的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技术管理平台，形成标准化的数

据，共享整个教育教学管理水平的数据，打破医学院校之间、

教学医院之间、院校与教学医院之间的壁垒，打破自成一体

的局限性，可以实现各类教育教学数据的资源共享。但为保

护医学教育教学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系统知识产权，确保数据

的安全和隐私不受侵犯和泄露，需要建立技术保障体系和数

据安全监管体系，达到安全使用的目的。 

5  结语 

高等医学教育不仅具有高等教育的普遍规律，还具有

特殊性——培养医学人才，肩负着高等医学教育学科发展

和社会需求的双重任务[3]，为顺应当前大数据环境、人工

智能的飞速发展，医学教育应主动变革现有的教学模式，

就目前“大数据+人工智能”在医疗领域中的发展现状看，

我国已初步走向实用化，相信在高质量数据库和人工智能

等技术不断革新，以及国家政策等积极引导下，“新医科”

建设必将会赢得较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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