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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教育论坛（2025）

会议通知
（第二轮）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健康中

国，全面落实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进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由中国

高等教育学会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会、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分会指导，

全国医学教育发展中心主办，北京大学医学部承办，人民卫生出版社、

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中华医学教育杂志、CCMTV 临床频道协办的“医

学教育论坛（2025）”将于 2025 年 7 月 25-27 日在北京举办。同期

举办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西太平洋医学教育协会（WPAME）理事会。

论坛为期 3 天，由主论坛和 10个分论坛组成，另设有 20个前置

工作坊。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论坛主题

“新范式 新挑战：数智赋能 融合发展”，旨在为医学教育专家、

管理者、师生及相关领域从业人员搭建沟通交流平台，共同探讨在新

科技革命背景下医学教育创新的发展路径，推动医学教育质量提升。

二、时间与地点

论坛时间：2025 年 7 月 25 日-7 月 27 日

7 月 24-25 日报到，25 日前置工作坊，26 日主论坛，27 日分论

坛，28日离会。

论坛地点：北京国际会议中心（朝阳区北辰东路 8号）

三、拟邀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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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国家卫健委领导；

教育部教育质量评估中心、国家医学考试中心领导；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会、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分

会领导；

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院士；

全国医学教育发展中心战略咨询顾问、特聘专家；

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WFME）副主席；

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西太平洋医学教育协会（WPAME）理事会成

员；

国内外各医学院校领导、管理者和师生代表。

四、论坛注册

本次论坛针对北京大学(含教学医院)师生免费，需提前报名。请

于 2025 年 7 月 20 日 24:00 前 点 击 以 下 链 接 ：

https://bmjf.bjmu.edu.cn/#/detail/1899392499937546242进行报名（操作

流程详见附件 2）。

论坛工作坊免费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每人最多可报名 2 场工作

坊（上午场+下午场）。

五、会议报到

报到时间：7月 24 日（14:00-22:00）、25 日（8:00-22:00）

报到地点：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报到方式：凭二维码现场签到。

二维码获取方式：报名成功→会前根据短信提示链接或登录 H5

https://bmjf.bjmu.edu.cn/#/detail/1899392499937546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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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中心→长按保存或截图保存二维码。

六、论坛征文

论坛前期征文已结束，预计将于 2025 年 6 月发放征文录用与获

奖情况通知，并确定论坛报告与海报展示人选。获奖论文将编入论坛

内部论文集。

七、论坛相关事项

1、论坛官网（论坛信息持续更新）：

链接：https://forum2025.meduc.cn/，参会代表可通过论坛官

网提前了解论坛日程、工作坊简介及论坛最新动态等。

2、本次论坛不提供酒店预订,推荐住宿酒店详见附件 2,请参会

代表自行预订,食宿费用自理。论坛期间酒店资源紧张,请尽快预订住

宿。

3、论坛联络人

论坛联系人：毕天爽，010-82805567

附件：

1． 论坛日程（持续更新）

2． 会场信息及住宿酒店推荐

全国医学教育发展中心

2025 年 5月 21 日

https://forum2025.medu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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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论坛日程（持续更新）

医学教育论坛（2025）日程安排（持续更新）

会议主题：新范式 新挑战：数智赋能 融合发展

时间：2025 年 7 月 25-27 日

地点：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 8号）

主论坛 7 月 26 日（周六）

开幕式

08:15-08:30 论坛开幕暖场

08:30-09:40 致辞

09:40-10:00 相关发布仪式

第一篇章：健康引领，面向未来

10:00-11:20

Future Global Health Development and Medical
Education

Genevieve Moineau
WFME副主席

主题报告
乔杰

北京大学

11:20-12:30

主题研讨：未来医师科学家的成长与培养

主持嘉宾：詹启敏

研讨嘉宾（按姓氏笔划排序）：

沈洪兵、陈孝平、陈国强、黄荷凤、董尔丹

第二篇章：数智赋能，创新转型

13:30-13:50 Medical Education in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Christian Stohler
哥伦比亚大学

13:50-14:10 第四代医学教育：抓住机会，应对挑战
王维民

北京大学

14:10-15:00

主题研讨：人工智能对医学教育的影响实践

研讨嘉宾（按姓氏笔划排序）：

王存玉、范先群、郑仲煊、姜保国、顾晓松

15:00-15:10 茶 歇

第三篇章：学科支撑，质量发展

15:10-15:30 主题报告
Wayne Hodgson
WPAME主席

15:30-15:50
The Coming of Age of Health Professions
Education Scholarship and Research

Jennifer Anne Cleland
Medical Teacher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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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0-16:40

主题研讨：医学的突破与医学教育的发展

研讨嘉宾（按姓氏笔划排序）：

王维民、王松灵、王俊、张学、陆林

16:40-17:00 会议征文颁奖仪式

7 月 26 日（周六）晚 20:00-22:00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会（内部会议）

分论坛一：从共识到行动：构建AI医学教育新生态

分论坛主席：胡志斌 南京医科大学

7月 27 日（周日）08:30-17:00

时间 主要内容 主讲嘉宾

08:30-08:40 致辞

专题报告

08:40-10:10

人工智能驱动的教育变革
郭毅可

香港科技大学

从分数到系统：医学教育评估的演变
黄伟达

香港中文大学

AI时代的医学教育：医病、医身，更要医心
肖海鹏

中山大学

10:10-10:20 茶歇

对话与交流

10:20-11:00 圆桌研讨与交流

专题报告

11:00-12:00

走向数据知识双启动的人工智能理论与方法
周志华

南京大学

数字化赋能助推医学教育高质量发展
冯 锋

南京医科大学

专题报告

13:30-16:00

面向医学教育的多智能体构建
江哲涵

北京大学

经典医学教学的数字转型
张晓明

浙江大学

人工智能赋能教与学：小雅平台智能场景创设
舒江波

华中师范大学

大学生急救教育数智新生态
廖 岚

南昌大学

AI-ESP 人工智能虚拟病人系统
高兴亚

南京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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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二：数字化背景下的医学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与策略

分论坛主席：叶玲 四川大学

7月 27 日（周日）08:30-17:00

时间 主要内容 主讲嘉宾

08:30-08:35 致辞

专题报告

08:35-09:50

大健康与新技术革命背景下医学整合课程体系的

构建与实践

王 韵

北京大学

新时代复合型拔尖创新医学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牟 姗

上海交通大学

文理工医协同赋能新医科建设：

川大华西"HEART"体系的创新实践

沈 彬

四川大学

09:50-10:05 茶歇

专题报告

10:05-11:20

校城融合视域下西部地方院校医学人才培养创新：

模式与策略

何 涛

西南医科大学

红色沃土育良医，三级联动筑基层，

全科医学人才培养的遵医路径

陈永正

遵义医科大学

培养面向西部、辐射“一带一路”的新医科医学人

才:新疆医科大学探索

刘 涛

新疆医科大学

对话与交流

11:20-12:00 圆桌研讨与交流

专题报告

13:30-15:10

生成式AI为基座共建学科模型共享智慧教学的

实践探索

马 骊

南方医科大学

中医药领军人才培养与数字教育
刘铁钢

北京中医药大学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数字化时代口腔医学教材

创新模式研究

沈颉飞

四川大学

高质量数字教材的创新开发与研究
董良广

人民卫生电子音像出版社

15:10-15:25 茶歇

对话与交流

16:00-16:10 茶歇

获奖论文口头报告及实践案例分享

16:10-17:00 口头报告及实践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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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5-16:05
圆桌研讨与交流

获奖论文口头报告及实践案例分享

16:05-17:00 口头报告及实践案例分享

分论坛三：学业考核的创新与实践

分论坛主席：王振宁 中国医科大学

7月 27 日（周日）08:30-17:00

时间 主要内容 主讲嘉宾

08:30-08:35 致辞

专题报告

08:40-09:40

人工智能时代医学教育评价改革与题库建设
杨 晋

人民卫生出版社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mmon Curriculum in Medical
Professional Education

Lau Tang Ching
新加坡国立大学

医学教育考试命题的创新和实践
曲 波

中国医科大学

09:40-09:50 茶歇

专题报告

09:50-10:50

基于院校医学教育和毕业后医学教育衔接的

准入考试思考

李海潮

首都医科大学

超越结果评价：计算机交互式过程测评的发展与应用
刘红云

北京师范大学

专题报告
厉 岩

华中科技大学

10:50-11:00 茶歇

对话与交流

11:00-12:00 圆桌研讨与交流

专题报告

13:30-14:30

医学教育学业考核体系设计
谢阿娜

北京大学

C25: Designing a Curriculum for 21st Century
Healthcare

Ciaren Graham
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

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水平测试数据分析
张泉慧

国家医学考试中心

14:30-14:40 茶歇

专题报告

14:40-15:40 基于学生学习经历调查的大学内部质量评估
郭建鹏

厦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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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四：新时代的教师发展

分论坛主席：肖海鹏 中山大学

7月 27 日（周日）08:30-17:00

时间 主要内容 主讲嘉宾

08:30-08:35 致辞

专题报告

08:35-10:55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mpowers Faculty Development
for Health Professions Education

David Taylor
阿联酋海湾医科大学

全国医学教师教学发展：共建共享共赢
谢阿娜

北京大学

“Old is still gold”: looking back-looking forward
approach in faculty development

Nivritti G. Patil
澳门科技大学

Designing a Framework for Faculty Development
Programmes

Subha Ramani
国际医学教育联盟

高质量国际合作推进医学师资队伍建设
匡 铭

中山大学

人工智能时代的医学人文教育
郑家强

英国伯明翰大学

10:55-11:15 茶歇

对话与交流

11:15-12:00 圆桌研讨与交流

专题报告

13:30-15:30

架起理论与实践之桥：

在卫生专业教育中把学生作为近伴同辈教师

刘巨基 何 青

香港大学

毕业后医学教育师资发展：香港经验与视野
陈平德

香港屯门医院

AI智能体赋能医科教师教学发展的探索与实践
柴 桦

四川大学

国际医学教师发展卓越区域中心的

师资培训与评估体系构建

张昆松

中山大学

15:30-15:45 茶歇

临床思维的考核与探索
向 阳

复旦大学

胜任力评价体系的建立与实施
齐建光

北京大学

15:40-15:55 茶歇

获奖论文口头报告及实践案例分享

15:55-17:00 口头报告及实践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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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与交流

15:45-16:30 圆桌研讨与交流

获奖论文口头报告及实践案例分享

16:30-17:00 口头报告及实践案例分享

分论坛五：医学生发展与成长

分论坛主席：余曙光 成都中医药大学

7 月 27 日（周日）08:30-17:00

时间 主要内容 主讲嘉宾

08:30-08:40 致辞

专题报告

08:40-10:10

以学生为中心——当代本科教育改革之道
李曼丽

清华大学

Implementation and Experience of the
'Teacher-Student Co-planning of Teaching' Program
at LKS Faculty of Medicine,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raide A.Ganotic
香港大学

数智驱动下医学生发展与培养质量评价体系的

构建与应用

王维民

北京大学

10:10-10:20 茶歇

10:20-11:00

大学生发展的理实策略
史秋衡

厦门大学

Yi路同行：研究助力医学生成长与发展
吴红斌

北京大学

对话与交流

11:00-12:00 圆桌研讨与交流

专题报告

13:30-16:00

卓越中医药人才培养的经验分享
王 停

北京中医药大学

Learning by Leading: The Role of Student-Led
Initiatives in Professional Growth

Sharif Mohammed Sadat
国际医学生协会联合会

数智赋能胜任力导向(OBE)的卓越医学人才培养的

同济探索与实践

郑加麟

同济大学

从理解到应用，学生发展视角下的

医学教育方法探索

卿平 王婧涵

四川大学

学生学习互助体系的构建与实施
辛 岗

汕头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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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16:10 茶歇

获奖论文口头报告及实践案例分享

16:10-17:00 口头报告及实践案例分享

分论坛六：医学模拟教育

分论坛主席：黎孟枫 南方医科大学

7 月 27 日（周日）08:30-17:00

时间 主要内容 主讲嘉宾

08:30-08:35 致辞

专题报告

08:35-09:35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的医学模拟教育
柳琪林

中国医师协会

医学模拟教育现状与未来
姜冠潮

北京大学

医学模拟研究进展
何永基

香港大学

09:35-09:45 茶歇

09:45-10:25

以DeepSeek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教学场景中

的应用与智慧课程建设案例分享

余建波

上海交通大学

基于虚实结合人工智能的护理专业模拟教育的

改革创新

孙宏玉

北京大学

10:25-10:35 茶歇

对话与交流

10:35-11:35 圆桌研讨与交流

获奖论文口头报告及实践案例分享

11:35-12:00 口头报告及实践案例分享

专题报告

13:30-14:30

虚拟仿真赋能临床医学课程体系建设
吴 静

中南大学

借模拟之“器”，传岐黄之“道”一探索医学模拟

教育在中医人才培养中的实践与展望

李 雁

北京中医药大学

数智赋能助力基层医务人员临床技能精准提升
闫昱江

四川大学

14:30-14:40 茶歇

14:40-15:20 模拟医学产教融合国际化课程输出实践
李 薇

南方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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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七：AI时代医学人文的疗愈与守护

分论坛主席：郭莉萍 北京大学

7 月 27 日（周日）08:30-17:00

时间 主要内容 主讲嘉宾

08:30-08:40 致辞

专题报告

08:40-09:55

医学人文教育思考
柯 杨

北京大学

科学与人文，中医智慧铸就仁心仁术

罗增刚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

医学史与医学人文教育
翟海魂

河北医科大学

09:55-10:15 茶歇

10:15-11:55

Teaching Medical Humanities with Film
罗维前（Vivienne Lo）

伦敦大学学院

Southeast Asian Flavours: Medical Humanities in
Singapore

徐源（Michael Stanley-Baker）
南洋理工大学

Medical Humanities and Ethics Teaching in Hong
Kong

颜妙融（Olivia Ngan）
香港大学

叙事-原则伦理学中的人文关怀
郭莉萍

北京大学

专题报告

13:30-15:10

AI 赋能人文关怀，开启新时代医学人文教育智能

范式

邓海华

北京协和医学院

追寻医学人文教育的生命力
尹 梅

哈尔滨医科大学

课程思政赋能国家线上一流课程，

以《医学人文》为例

张月浪

西安交通大学

AI时代医生角色重构与人文价值坚守
邓 蕊

山西医科大学

创新医疗教育：一种基于苏格拉底方法的

人工智能系统

李 妍

香港理工大学

15:20-15:35 茶歇

对话与交流

15:35-16:35 圆桌研讨与交流

获奖论文口头报告及实践案例分享

16:35-17:00 口头报告及实践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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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时代下全人医学教学模式建构——循证叙事一

体化实践

余佯洋

深圳大学

15:10-15:25 茶歇

对话与交流

15:25-16:05 圆桌研讨与交流

获奖论文口头报告及实践案例分享

16:05-17:00 口头报告及实践案例分享

分论坛八：医学教育质量保障（医学教育质量保障国际学术论坛）

分论坛主席：桂永浩 复旦大学

7 月 27 日（周日）08:30-17:00

时间 主要内容 主讲嘉宾

08:30-08:40 致辞

专题报告

08:40-10:20

医学教育和专业认证的发展：

来自WPAME的声音

Wayne Hodgson
WPAME

中国医学教育及专业认证的

现状、发展和未来

王维民

WCAME
澳大利亚医学教育及专业认证的

现状、发展和未来

Theanne Walters
AMC

日本医学教育及专业认证的

现状、发展和未来

Nobuo Nara
JACME

韩国的医学教育与认证
Hoon-Ki Park

KIMEE

对话与交流

10:30-11:30 圆桌研讨与交流

对话与交流

13:30-15:20 圆桌研讨与交流

7 月 27 日（周日）15:30-17:00

WPAME 理事会（内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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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十：数智驱动，全球协同：中外合作办学在医学教育领域的创新

分论坛主席：黄爱龙 重庆医科大学

7月 27 日（周日）08:30-17:00

时间 主要内容 主讲嘉宾

08:30-08:35 致辞

分论坛九：毕业后医学教育

分论坛主席：沈宁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7 月 27 日（周日）08:30-17:00

时间 主要内容 主讲嘉宾

08:30-08:40 致辞

专题报告

08:40-11:10

人文精神与职业素养：医学教育的永恒主题
于竞进

中国医师协会

数智赋能：重塑医学人才培养模式
沈 宁

北京大学

学科交叉融合：培养复合型医学人才
杜 斌

北京协和医学院

AI在医学教育中的发展及应用——

香港大学经验分享

姚啟恒

香港大学

11:10-11:20 茶歇

对话与交流

11:00-12:00 圆桌研讨与交流

专题报告

13:30-14:45

以胜任力为导向：构建新型评价体系
郑 敏

浙江大学

主题报告
Amy Yan Huang

密歇根大学

协同创新：构建医学教育发展新生态
孙益红

复旦大学

14:45-15:00 茶歇

对话与交流

15:00-16:30 圆桌研讨与交流

获奖论文口头报告及实践案例分享

16:30-17:00 口头报告及实践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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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告

08:35-10:35

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

面向西部培养国际化医学创新人才

黄爱龙

重庆医科大学

卓越的医学教育：从创新、跨专业培训到人工智能
赵伟仁

香港中文大学

Co-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ve Management of A
Successful Transnational Sino-Canadian Medical
Education Program, the Alberta Institute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Tracey Hillier
阿尔伯塔大学

自贸港背景下中英教育协同创新：

构建跨文化医学人才培养新范式

张彩虹

海南医科大学

10:35-10:45 茶歇

对话与交流

10:45-11:20 圆桌研讨与交流

专题报告

13:30-14:00 临床医学专业中外合作办学的实践与思考
邵莉

上海交通大学

14:00-14:30
跨洋筑桥·同心育林——

中英医学教育合作破壁西部的实践与启示

涂占晗

莱斯特大学

14:30-14:40 茶歇

对话与交流

14:40-15:10 圆桌研讨与交流

获奖论文口头报告及实践案例分享

15:10-17:00 口头报告及实践案例分享

2025 年 7 月 25 日（周五）9:00-17：00

前置工作坊

上午（09:00-12:00）

工作坊一 结构化支持性临床情境模拟复盘的设计与实施 陈志桥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工作坊二 医学教育质性研究
魏 戈 首都师范大学

程化琴 北京大学

工作坊三 试题设计与命题技术提升
齐建光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金 哲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工作坊四 如何借助 AI 进行教学设计
闫景瑞 天津医科大学

李 响 重庆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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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五
教学档案袋助力教师教学发展 冯 菲 北京大学

工作坊六 临床教学案例的设计与撰写 王 妍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工作坊七 以认证为契机，推动专业建设和发展
谢阿娜 北京大学

孙宏玉 北京大学

工作坊八 数智标准化病人（SP）的培训与应用

黄 翯 浙江大学医学院

附属邵逸夫医院

张方捷 西湖大学医学院

附属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楚 婷 浙江中医药大学

工作坊九

在跨专业教育和协作实践中建立全球联盟：

设计和应用

语言：英文（含中文支持）

Fraide A. Ganotice 香港大学

Samson Xiaoai Shen 香港大学

工作坊十 AI 技术：从概念到医学教育教学应用
彭宜红 北京大学

王 宪 北京大学

下午（14:00-17:00）

工作坊十一 AI 辅助下的临床思维教学 向 阳 复旦大学

工作坊十二 如何有效地进行考试分析与反馈 喻荣彬 南京医科大学

工作坊十三 医学模拟中心建设管理要素谈 刘 婧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工作坊十四 医学教育中 AI 工具的选择与使用 江哲涵 北京大学

工作坊十五 临床教师的培养与发展（从低阶到高阶）
闫昱江 四川大学

朱 丹 重庆医科大学

工作坊十六 器官系统课程整合内容的构建——以基于AI智慧

平台的神经-肌骨系统跨学科实践为例
叶 珊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工作坊十七 胜任力导向的医学课程设计 刘继海 北京协和医学院

工作坊十八 置信职业行为的构建与实施 齐 心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工作坊十九 如何开展院校研究 马莉萍 北京大学

工作坊二十
《Medical Teacher》主编解锁 SCI 发表密码

语言：英文（含中文支持）

Jennifer Cleland Medical Teacher主编

由 由 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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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会场信息及住宿酒店推荐

 会场信息

北京国际会议中心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 8 号

 交通信息

出发至会议中心 路线

首都机场

乘坐地铁机场快轨自首都机场站至三元桥站，换乘地铁 10 号

线自三元桥站至北土城站，再换乘地铁 8号线至奥体中心站，

由 B1 口出站步行约 760 米。

大兴机场

乘坐地铁大兴机场线自大兴机场站至草桥站，换乘地铁 19 号

线至牡丹园站，再换乘地铁 10 号线内环至北土城站，换乘地

铁 8号线至奥体中心站，由 B1 口出站步行约 760 米。

北京站
乘坐地铁 2 号线内环自北京站至崇文门站，换乘 5 号线自崇

文门站至惠新西街北口站，由 A口出站步行约 1000 米。

北京西站
乘坐地铁 7 号线自北京西站至珠市口站，换乘地铁 8 号线自

珠市口站至奥体中心站，由 B1 口出站步行约 760 米。

北京北站

乘坐地铁 2 号线内环自北京北站（西直门）至鼓楼大街站，

换乘 8号线自鼓楼大街站至奥体中心站，由 B1 口出站步行约

760 米。

北京南站
乘坐地铁 14 号线自北京南站至永定门外站，换乘地铁 8号线

自永定门外站至奥体中心站，由 B1 口出站步行约 76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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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酒店推荐

参会者在预定住宿酒店时可拨打上方酒店预定电话，报论坛名称“医学教育

论坛”享受协议价格。

酒店名称

参考

协议价格

（每晚）

预订方式 酒店地址 距离会场

北京北辰五洲大酒店 650 元 13511020369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

路 8号
会场酒店

北辰五洲皇冠假日酒店 750-1300 元 010-84982298
北京朝阳区北四环中

路 8号
350m

北京格兰云天大酒店 750 元 15801058890
北京朝阳区北辰东路

18 号
440m

北京北辰亚运村宾馆 450-500 元 18611250221
北京朝阳区北辰东路

8号东侧
500m

北京国玉大酒店 500-600 元 13393456007
北京朝阳区亚运村慧

忠里 19 号
660m

北京中奥凯富国际酒店 600 元 13910776324
朝 阳 区 慧 忠 北 里

301-303 号
1000m

北京长白山国际酒店 600-650 元 13811220314
朝阳区亚运村安苑北

里 25 号
800m

北京名人国际大酒店 700 元 13581773237
朝阳区亚运村安苑北

里 25 号
8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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