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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ꜙ ‟ 

1-1 ָ ‟ 

 魏万红 ⌡ 男 ₴  1963 年 7 月 

 研究生 ᵣ 博士  0514-87979261 

Ҙҟ  

ꜙ 
教授 

 

ꜙ 

设备处 

处长 
 13852708963 

 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whwei@yzu.edu.cn 

 
扬州市邗江区文汇东路 48 号 

扬州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225009 

‟Е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不超过 5 项）；作为第一署

名人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的教学研究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时间，不超过 10 项）；

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不超过 5 项）。 

 

一、主持的教学研究课题 

1. 生物学本科研究性实践教学体系构建及应用模式研究。江苏省高等教学教改

研究立项课题（重点项目），2009-2011。 

2. 生物教学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职业实践培养模式研究。江苏省研究生教学

教改研究立项课题，2014-2016。 

3. 生物学本科一体化实践教学内容体系及运行模式的构建与应用。江苏省高等

教学教改研究立项课题（一般），2015-2017。 

4. 生物学本科研究性实践教学体系构建及应用模式研究。扬州大学教学教改研

究立项课题（重点），2015-2017。 

5. 生物学本科一体化实践教学内容体系及运行模式的构建与应用。扬州大学教

学教改研究立项课题（重点），201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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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研究论文 

1. 大学生创新创业团队核心竞争力提升的 SWOT 分析几策略。扬州大学学报

（高教研究版），2017。 

2. 基于ñ互联网+ò的生物学本科一体化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高校生物学教学研

究，2016。 

3. 生物学本科研究性实践教学体系构建及应用模式研究。深化教学改革提高育

人质量（丁晓昌主编）。 

4. 略论生物类专业研究性实践教学模式的构建。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

2014。 

5. 生物学实验课程研究性在线教学平台设计。实验科学与技术，2011。 

三、获得的教学表彰/奖励 

1. 生物学本科实验教学平台的创新与实践。江苏省教学成果一等奖，2005。 

2. 生物类人才培养的研究性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与实践。江苏省教学成果一等

奖，2011。 

3. 基于协同理念的生物类卓越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与实践。江苏省教学成果二

等奖，2013。 

4. 生物学虚拟仿真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与探索。江苏省教学成果二等奖，2017。 

5. 《动物学》。全国多媒体课件竞赛二等奖，2007。 

 

‟Е近五年来承担的学术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本人所起作用，

不超过 5 项）；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署名次序与时间，

不超不超过 5 项）；获得的学术研究表彰/奖励（含奖项名称、授予单位、署名次序、时间，不超

过 5 项）ɼ 

一、近五年来承担的学术研究课题 

1．子代布氏田鼠对母体暴露捕食者气味应激的行为和生理响。国家自然科学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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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项目（31770422），2017-2020，主持。 

2. 褐家鼠对捕食者气味的行为和生理响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1370415），

2014-2017，主持。 

3. 植物中单宁影响布氏田鼠取食行为的神经机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31470017），2015-2018，参加。 

4. 植物中多酚类化合物对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小哺乳动物食物选择的影响及动物

的适应对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1272320），2014-2017，参加。 

二、发表的学术论文 

1. Yin, B., Yang, S., Shang, G., Wei, W. Effects of predation risk on behavior, 

hormone levels, and reproductive success of plateau pikas. Ecosphere, 2017,  

8(1):e01643. 10.1002/ecs2.1643.（通讯作者） 

2. Yin, B., Li, G., Wan, X., Shang, G., Wei, W., Zhang Z. Large manipulative 

experiments reveal complex effects of food supplementation on population dynamics of 

Brandtôs voles. Sci China Life Sci, 2017, 60, 911ï920.（通讯作者） 

3. Yin, B., Gu, C., Lu, Y., Ibrahim, M., Yang, S., Wang, A., Wei, W. Repeated 

exposure to cat urine induces complex behavioral, hormonal, and c-fos mRNA responses 

in Norway rats (Rattus norvegicus). Sci Nat, 2017, 104: 64.（通讯作者） 

4. Dai, X., Jiang, L., Wang A., Wei, W., Yang, S. Reproductive responses of male 

Brandtôs voles (Lasiopodomys brandtii) to 6-methoxybenzoxazolinone (6-MBOA) under 

short photoperiod. Sci Nat, 2016, 103:29.（通讯作者） 

5. Hegab, I., Kong, S., Yang, S., Mohamaden, W., Wei, W. The ethological relevance 

of predator odors to induce changes in prey species. Acta Ethol, 2015, 18: 1-9.（通讯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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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ꜙ ‟ 

  ᵣ Ҙҟ ꜙ ꜙ ᴑꜙ  

1 潘志明 扬州大学 教授 院长 总策划  

2 黄金林 扬州大学 教授 副院长 总协调  

3 张  彪 扬州大学 高级实验师 
实验中心

主任 

方案设计 

实施协调 
 

4 王爱勤 扬州大学 高级实验师  
脚本撰写、3D

模型质量监控 
 

5 杜  坤 扬州大学 高级实验师 
基础实验

平台主任 

虚拟教学系统

管理与维护 

在线教

学服务 

6 杨凤萍 扬州大学 副教授  
虚拟实验系统

在教学中应用 
 

7 李世平 扬州大学 副教授  
虚拟实验系统

在教学中应用 
 

8 王  飞 
江苏省捷达软件

工程有限公司 
高级程序员 技术总监 

软件系统架 

构总体设计 

技术 

支持 

9 周  健 
江苏省捷达软件

工程有限公司 

程序员 

工程师 
 3D 建模  

10 柴  强 
江苏省捷达软件

工程有限公司 

程序员 

工程师 
 3D 建模  

11 袁  琴 
江苏省捷达软件

工程有限公司 

程序员 

工程师 
 

系统运行 

软件编写 
 

12 刘  超 
江苏省捷达软件

工程有限公司 

程序员 

工程师 
 

系统运行 

软件编写 
 

注：1.教学服务团队成员所在单位需如实填写，可与负责人不在同一单位。 

    2.教学服务团队须有在线教学服务人员和技术支持人员，请在备注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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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1  

兔的形态结构与功能虚拟仿真实验 

2-2  

1．以家兔为代表动物，了解哺乳动物的外部形态和内部构造，掌握哺乳动物解

剖的基本操作技术。 

2．通过对兔解剖ñ规范化ò解剖流程的在线观摩与操作，了解、熟悉、掌握兔解

剖的操作流程，提升学生对兔解剖实验操作流程的感性认识。 

3．通过对兔各组成器官系统形态结构 3D 模型的观摩和拼接复位，了解并掌握兔

各系统的形态组成特征、在体内的空间分布及其相互位置关系。 

4．通过对ñ消化、呼吸、循环、排泄ò系统中生理反应过程的在线观摩，提升学

生对结构与功能协同工作流程的理解。 

2-3 Ѓ Є 

一、本实验项目对应的知识点 

1．通过ñ透视结构ò模块，使学生了解并掌握兔的外部形态、骨骼系统、内脏器

官的形态组成特征。 

2．通过ñ观摩解剖、虚拟解剖、自主解剖ò模块，使学生了解并掌握兔解剖ñ规范

化ò实验操作的流程。 

3．通过ñ器官复位、透视结构ò模块，使学生了解并掌握兔的骨骼系统、内部脏

器的空间分布及其相互位置关系。 

4. 通过ñ功能演示ò模块，使学生了解并掌握兔的ñ消化系统、循环系统、排泄系

统、呼吸系统ò的结构与功能关系。 

5. 通过ñ虚拟考核和在线考核ò模块，实现考核过程的全覆盖。 

二、本实验项目要求学生掌握的知识点 

本实验项目要求学生掌握的知识点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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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4 ᴀ Ѓ ᴌ Є 

一、在线实验教学设备 

《兔的形态结构与功能虚拟仿真实验》3D 教学系统；智能手机、平板、PC。 

二、实体实验教学设备 

解剖台、无影灯、动物解剖数码互动系统（内含球机摄像头、手持摄像头、互动

教学软件）、体视显微镜。 

2-5 Ѓ Є 

一、在线实验学习设备预设参数 

在实验下载区域，对应 PC、安卓或苹果系统智能手机下载各自应用程序，才能

应用各自设备上进入 3D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系统。 

Windows 系统为 PC 电脑终端 3D 虚拟仿真教学系统运行控制插件；Android 系统

为安卓智能手机或平板终端 3D 虚拟仿真教学系统运行控制插件；IOS 系统为苹果智

能手机或平板终端 3D 虚拟仿真教学系统运行控制插件。 

二、实体实验学习材料 

解剖刀、剪刀、镊子、骨剪、解剖盘、注射器、针头、脱脂棉、乙醚、家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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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Ӏ  

2-6 Ѓ举例说明采用的教学方法的使用目的、实施过程与实施效果Є 

一、使用目的 

应用《兔的形态结构与功能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系统，构建覆盖实验ñ预习、实

施、复习、考核ò全过程的ñ虚实结合ò实施流程，既可较好解决单一实体实验由于ñ成

本ò限制而致ñ解剖操作复习难、考核难，器官组成系统空间分布位置再现难，示教效

果差ò等问题，还可增强学生在进入实体实验室前对解剖操作流程、各器官系统在体

内空间位置关系的感性认识，实现《兔》实验项目ñ完整、高效、绿色、环保ò开出和

考核对实验过程的全覆盖。 

二、实施过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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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各器官形态结构组成的学习 

学生通过身份认证，进入《兔的形态结构与功能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系统，点击

ñ透视结构ò模块，学生可完成对兔的外部形态、骨骼系统、ñ消化、排泄、循环、生殖ò

等脏器的形态组成特征的学习。 

 

 

 

 

 

 

 

 

 

 

2. 对兔解剖ñ规范化ò流程的学习 

学生通过身份认证，进入《兔的形态结构与功能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系统，通过

ñ观摩解剖、虚拟解剖、自主解剖ò模块，完成对兔解剖ñ规范化ò操作流程的在线学习。 

（1）点击ñ观摩解剖ò模块，学生通过对 3D 动画的观摩，了解兔解剖操作的ñ规

范化ò流程。 

（2）点击ñ虚拟解剖ò模块，学生应用 3D 模型、依据提示ñ步骤ò按部就班的完成

对ñ仿真兔ò的在线解剖，强化学生对兔解剖操作ñ规范化ò流程的了解。 

（3）点击ñ虚拟解剖ò模块，学生应用 3D 模型、在无提示的情况下，按照兔解剖

ñ规范化ò的步骤自主应用ñ仿真兔ò完成整个操作流程。 

 

 

4 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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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骨骼系统、各脏器系统ñ空间分布、及其相互位置ò关系的学习 

学生通过身份认证，进入《兔的形态结构与功能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系统，点击

ñ器官复位ò模块，学生应用各系统ñ分拆ò的 3D 模型、在无提示的情况下，按照各器

官 3D 模型在兔中的空间位置，自主将各模型放置到ñ仿真兔ò中，完成对兔骨骼系统、

各脏器系统ñ空间分布、及其相互位置ò关系的学习。 

 

 

 

 

 

 

4．对功能与结构ñ统一ò的学习 

学生通过身份认证，进入《兔的形态结构与功能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系统，通过

ñ功能演示ò模块中ñ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循环系统、排泄系统ò3D动画观摩，了解兔

在完成呼吸、食物消化与吸收、血液循环、尿液形成等生理活动时，其结构组成与生

5 ɻ Ӏ █ꜗ  

6 ᵣ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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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功能的对应关系。 

（1）点击ñ呼吸系统ò动画，了解呼吸功能实现时，鼻腔、气管、肺、胸膈膜、

胸骨等器官的动态变化过程。 

（2）点击ñ消化系统ò动画，了解食物从摄入体内到排出体外，其在口腔、食道、

胃、肠等器官中ñ食物形态的变化、养分的吸收、废弃物的排泄ò等一系列动态变化过

程。 

（3）点击ñ循环系统ò动画，了解血液在体内循环时，动脉血、静脉血在心脏和

血管中的流动与变化过程。 

（4）点击ñ排泄系统ò动画，了解尿液形成与排出时，其在肾脏、膀胱、输尿管

中的动态变化过程。 

 

 

 

 

 

 

 

 

 

 

5. 对实验的全程考核 

学生通过身份认证，进入《兔的形态结构与功能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系统，通过

ñ虚拟考核ò模块，完成对兔ñ规范化ò操作流程、各器官形态组成结构的识别、各器官

空间分布的考核。 

 

7 ꜗ ᵣꜗ  



 

 ĺ11ĺ 

 

 

 

 

 

三、实施效果 

1．通过《兔的形态结构与功能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系统的应用，可减少甚至取

消以往实体实验时，在学生动手解剖前有教师ñ示教ò解剖操作内容，既相对增加了学

生在实验室ñ自主ñ解剖的时间，又减少了实验用 ñ兔ò量，节省了实验教学成本，达成

了ñ绿色ò实验的教学目标。 

2．通过《兔的形态结构与功能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系统的应用，解决了以往由

于ñ器官幼嫩、微小、易损，功能变化不可见、不可逆，内脏器官缠绕ò而至单一实体

实验中ñ部分器官形态组成、功能与结构协同变化、内脏各系统在体内的相互位置关

系ò等构成不完整或无法观察的问题，通过ñ虚实结合ò确保了实现教学内容ñ完整、高

效ò开出。 

3．通过《兔的形态结构与功能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系统的应用，解决了由于考

核需要一对一、费时费力、兔消耗量大，而至实验考核不全面、不完整的问题，实现

了考核对实验过程ñ前、中、后ò的全覆盖。 

 

2-7 ғ Ѓ学生操作步骤应不少于 10 步Є 

一、实验方法 

用户借助电脑、平板、智能手机等网络终端设备，访问《兔的形态结构与功能虚

拟仿真实验》教学系统（网址：http://sjsys.yzu.edu.cn：8000），依据各自的身份认证、

登录、进入，点击相应的功能模块，就可对《兔》开展在线虚拟观摩、仿真操作学习。 

7 ꜗ  

http://sjsys.yz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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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操作步骤 

1. 虚拟解剖 

按照右侧菜单提示步骤，从致死（含 5 步操作）Ÿ体壁解剖（含 5 步操作）Ÿ消

化系统解剖（含 8 步操作）Ÿ泄殖系统解剖（含 3 步操作）Ÿ循环系统解剖（含 3 步

操作）Ÿ呼吸系统解剖（含 1 步操作）Ÿ脑解剖（含 1 步操作）Ÿ等完成对ñ兔ò解剖

的虚拟仿真实验操作。 

2. 自主解剖 

在无提示的情况下，按照右侧菜单步骤从ñ致死（含 5 步操作）Ÿ体壁解剖（含 5

步操作）Ÿ消化系统解剖（含 8 步操作）Ÿ泄殖系统解剖（含 3 步操作）Ÿ循环系统

解剖（含 3 步操作）Ÿ呼吸系统解剖（含 1 步操作）Ÿ脑解剖（含 1 步操作）等ò完

成《兔》解剖虚拟仿真实验操作。 

3. 透视结构 

在透视结构模块中，点击右侧菜单，调出《兔》形态结构各系统的 3D 模型，滚

动鼠标滚轮实现对ñ外部形态（含 5 步操作）、骨骼系统（含 12 步操作）、消化系统（含

13 步操作）、呼吸系统（含 8 步操作）、泄殖系统（含 8 步操作）、循环系统（含 14

步操作）、神经系统（含 9 步操作）ò各 3D 模型的缩放与 360 度旋转，来观察ñ兔ò形

态结构各系统的组成特征、及其在体内的相对分布位置。 

4. 器官复位 

在ñ器官复位ò模块中，点击右侧菜单，在右侧显示ñ骨骼系统、泄殖系统、消化系

统、呼吸系统、心脏、脑ò系统的结构组成目录、左侧物品栏中展示各器官结构的 3D

模型，学生通过按步骤调用物品栏中的 3D 模型，并将其放置、拼接到ñ仿真兔ò体内

原有的位置上，实现对兔骨骼和内部组成系统的空间位置的了解与掌握。 

在器官复位模块中，学生在骨骼系统可进行 23 步操作、在消化系统中可进行 1

步操作、在呼吸系统中可进行 10 步操作、在泄殖系统可进行 6 步操作、在心脏复位

中可进行 1 步操作、在脑复位中可进行 1 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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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虚拟考核 

在虚拟考核模块中，点击下拉ñ解剖考核、复位考核、结构考核ò菜单，可在右侧

分别显示考核题干，学生依据题干内容，可在解剖考核模块中应用解剖器具，通过 26

步操作，完成对ñ规范化ò解剖流程的考核；在复位考核模块中，通过各器官的 3D 模

型的调用与拼接，通过 40 余步操作，完成对各器官在兔体内的空间分布、及其相对

位置的考核；在ñ结构考核ò模块，学生利用各系统的 3D 模型，以填空的形式，通过

70 余步操作，完成对各系统组成器官的识别。 

2-8 ғ  

应用《兔的形态结构与功能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系统，结合实体实验，使学生掌

握兔解剖ñ规范化ò操作流程、及其在解剖过程中的注意事项；了解并掌握兔外部形态

和内部构造在形态组成上的特征、及在空间分布上的位置关系；了解并掌握兔ñ消化、

循环、呼吸、排泄ò 各系统的结构组成与其生理功能实现的对应关系。最终通过实验，

来验证哺乳动物的典型特征，证明其在进化上的进步性。 

2-9  

学生通过 PC 、平板、智能手机登录《兔的形态结构与功能虚拟实验》教学系统， 

在 3D 系统中，点击ñ虚拟考核ò模块，完成对解剖流程的ñ规范性ò、从形态上ñ识别ò

器官、各器官在体内的ñ空间分布及其排列位置ò的考核；在网页界面，点击 ñ在线考

核ò模块，完成对相关理论与操作注意事项教学考核；在线考核成绩由系统自动评判。 

通过在线考核，只有达到一定成绩的ñ合格者ò才能取得进入实体实验室开展相关

实验操作的资格，在线考核成绩计入学生总成绩。 

2-10  

一、专业与年级要求 

1．生命科学大类（生物、畜牧、兽医、医学）本科专业一、二年级学生 

2．非生命科学类本科专业通识实验教学 

二、基本知识和能力要求等 

具有初、高中生物学基础知识，具备独立的实验动物解剖操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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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ῗ  

3-1  

链接网址：http://sjsys.yzu.edu.cn:8000。测试账号：（1）学生用户名：s001，密码：

s001;（2）教师用户名 t001，密码：t001。 

3-2 ᴌ  

一、客户端到服务器的带宽要求（需提供测试带宽服务） 

客户端使用应用程序，主要在登录时与服务器验证，同时在仿真操作过程中也

与服务器数据库有交互数据，建议客户端带宽 Ó10 M 即可。 

二、能够提供的并发响应数量（需提供在线排队提示服务） 

并发用户数量 5000。 

  

3-3 ᵲ Ѓ WindowsɻUnixɻIOSɻAndroid Є 

一、客户端系统 

PC 端建议使用 Microsoft Windows 7/8/10 等操作系统，移动客户端建议使用

Android 5.0 或 IOS 8 以上版本。 

二、服务器系统 

系统源程序需安装在专用服务器上，操作系统建议使用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8 R2/ IIS 6.0 及以上版本。 

3-4 ᵲ ᴌ Ѓ ɻ ᴌ Є 

一、计算机非操作系统软件配置要求（需说明是否可提供相关软件下载服务） 

本系统中的 3D 教学资源由于数据量较大（约 600 MBytes），为了提升操作体验，

在本系统首页面上会提示用户下载部分数据后再运行系统；其他辅助实验教学资源、

讨论区以及后台管理使用 B/S 架构，用户可以直接使用互联网浏览器访问数据，无

特殊浏览器限制，分辨率建议使用 1024×768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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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它计算终端非操作系统软件配置要求（需说明是否可提供相关软件下载

服务） 

3D 虚拟仿真操作使用 C/S 架构，用户可在本项目网站首页下载 3D 资源数据，

并按提示进行安装，无特殊配置要求。 

3-5 ᴌ Ѓ Ӏ ɻῪ ɻ ɻ Ỵ Є 

一、客户端建议配置 

PC 端：Intel Core i3/i5 双核四线程桌面或移动低电压处理器（或同级双核 x86

构架 AMD 处理器），主频 2.0 GHz，4 GB 内存，硬盘至少留有 2 GB 存储空间，1 GB

显存的独立显卡。 

移动客户端：高通骁龙（Qualcomm Snapdragon）、苹果（Apple）、（海思麒麟）

HiSilicon Kirin 等 ARM 构架双核处理器，主频 1.6 GHz，2 GB RAM，至少保留 2 GB 

ROM 存储空间。 

二、服务器建议配置 

Intel Xeon E3/E5 四核八线程处理器×2，8 GB×2 ECC RAM，2 TB Serial 

Attached SCSI（SAS） 10 krpm 硬盘及磁盘阵列系统，千兆网络接口，冗余电源。 

3-6 ᴌ Ѓ Є 

无其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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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Ӏ  

 Ὺ  

 

系统分前端操作和后台管理两部分，可自动识别用户身份，前端界面具备 3D

仿真学习、资源共享、在线考核、在线交流等功能；后台可对用户和上述资源等进

行管理。本系统及其所有资源均可在电脑、手机、平板等终端跨平台使用，移动端

兼容 Android 和 IOS 用户。 

 

 

开发技术（如：3D 仿真、VR 技术、AR 技

术、动画技术、WebGL 技术、OpenGL 技

术等） 
3D 仿真 

开发工具（如：Unity3d、Virtools、Cult3D、

Visual Studio、Adobe Flash、百度 VR 内容

展示 SDK 等） 
Unity3d、3DSMax、Maya 

 

 

开发语言（如：JAVA、.Net、PHP 等） .Net 

开发工具（如：Eclipse、Visual Studio、

NetBeans、百度 VR 课堂 SDK 等） Visual Studio 

采用的数据库（如：Mysql、SQL Server、

Oracle 等） SQL Server 

 



 

 ĺ17ĺ 

5.  

Ѓ运用信息技术开展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方法、开放运行、评价体系等

方面的特色情况介绍，不超过 800 字。Є 

一、 教学理念 

扬州大学国家级生物科学与技术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在虚拟仿真资源建设

与应用过程中，聚焦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实验教学组织形式和实验教学资源媒介表现

形式所带来的变革，注重信息技术与生物学实验教学的融合与应用，提出了ñ积为教

用、虚为实用、虚实互补、提升实效ò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资源建设思路，逐步形成

了ñ以学生为本，以能力培养为核心，充分发挥数字化实验教学资源的共享优势，通

过实施虚实结合的实验教学模式和形成性实验考核体系，系统地培养学生的实验技

能、科学思维和创新能力ò的实验教学理念。 

二、教学内容 

在专业培养方案与课程教学大纲指导下，应用 Unity3d 开发工具构建《兔形态

结构与功能虚拟仿真实验》（以下简称《兔》）3D 虚拟仿真资源，应用.Net 开发语言

构建《兔》实验项目管理平台。通过《兔》，既可完成在实体实验中开展的兔的形态

组成特征、规范化解剖流程等教学内容，还可完成在实体实验室中由于ñ器官微小、

结构与功能协同变化过程不可见等ò而致无法实施的ñ各系统的空间位置关系、结构

与功能的协同变化过程等ò教学内容，达成了实验项目ñ完整、高效、绿色、环保ò开

出目标。 

三、教学方式方法 

依托网络，借助 PC、平板、智能手机等网络终端设备，登录访问《兔》，通过

在线观摩、操作、答题、互动等方式，在线完成对《兔》中的教学内容的学习，既

解决了以往学生在进入实体实验室前对兔解剖ñ规范化ò操作流程感性认识不足、考

核内容不全面的缺陷，还为我们引入 MOOC、翻转课堂等教学新形态，实施形成性

考核评价体系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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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开放运行 

《兔》是具有对资源进行自主管理数据库的ñ独立ò系统，现挂载在我们自主研

发的《生物学实验课程群在线教学（学习）平台》中（http://sjsys.yzu.edu.cn:8080）,

学生以学号、其他用测试账号登录，可全时空、全天候的对《兔》进行在线学习。 

五、评价体系 

以《兔》实验教学过程中所涉解剖流程、骨骼和脏器的形态特征与空间分布、

解剖注意事项等为考点，按照各自在《兔》实验中的权重，形成ñ虚实结合ò的考核

评价指标体系，实现对《兔》实验学习过程的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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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ꜙ ↔ 

Ѓ本实验教学项目今后 5 年继续向高校和社会开放服务计划，包括面向高校的教学

应用计划、持续建设与更新、持续提供教学服务计划等，不超过 600 字。Є 

2016 年，本中心被遴选为“江苏省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共享平台”立项资助单位，

相关建设工作正有序开展。这不仅为我们进一步丰富各类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资源建

设提供了经费保障，还为开展各类实验教学项目持续建设服务计划提供了制度保障。 

一、面向全国高校的教学应用计划 

 以江苏省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共享平台建设为契机，2018 年度完成在平台共建

单位盐城师范学院、淮阴师范学院实验教学中应用。 

以国家级示范中心联席会为平台，介绍并展示《兔的形态结构与虚拟仿真实验》

软件，以资源互换、远程共享、合作共建等方式，力争在 2000 年底，有不少于 10

家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单位（生物）、全省（全国）有 30 家学校在生命科

学实验教学应用。 

二、持续建设与更新计划 

应用《兔》中的 3D 模型，通过控制程序的升级改造，将《兔》从虚拟现实升

级为增强虚拟现实（AR）系统，以增强用户的体验和沉浸感。 

三、持续提供教学服务计划 

依托江苏省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共享平台建设规划，我校将为江苏省高校构建虚

拟仿真实验教学资源共享管理平台，并为全省用户提供资源审核、挂接、共享、管

理等服务，为此，学校拟制定《江苏省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共享平台管理办法》，这既

为江苏省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共享平台建设与运行提供保障，也为我们后续为本项目

在全国范围内持续提供教学服务计划提供依据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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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Ḫ  

     

    本人已认真填写并检查以上材料，保证内容真实有效。 

 

 

                      实验教学项目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8.  

 

   本学校已按照申报要求对申报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在校内进行公示，并审

核实验教学项目的内容符合申报要求和注意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教学纪律要

求等。经评审评价，现择优申报。 

    本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如果被认定为ñ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ò，学校

承诺将监督和保障该实验教学项目面向高校和社会开放并提供教学服务不少于 5

年，支持和监督教学服务团队对实验教学项目进行持续改进完善和服务。 

    （其它需要说明的意见。） 

 

 

                               主管校领导（签字）： 

                                     （学校公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