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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动物解剖学是畜牧兽医专业学生的一门入门课程，也是学习其他课程的基础。 将虚拟仿真教学技术引入，与传统的教学手段相
互补充，能更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自主性，有效提高教学效果和质量。 介绍了动物解剖学传统教学中标本的应用，阐述了虚拟
仿真技术在动物解剖学课程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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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解剖学是研究正常动物各器官的形态、结构、位置

及相互关系的一门课程，是畜牧兽医专业学生的专业必修

课［１］。 动物解剖学是畜牧兽医专业学生的入门课程，也学习

其他专业课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学生对畜牧兽医专

业的学习兴趣。 动物解剖学需要理解记忆的知识点较多，学
习难度较大，不容易掌握，也是学习过程中较为困难的一门

课程，因此探索较好的教与学的方法。 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多

种辅助教学手段，以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目前主要采用的

教学手段是标本、模型、挂图、动物实体解剖，最常用的就是

标本。 但是，标本有其自身的缺点和局限性，因此亟需引入

新的教学手段。 虚拟仿真技术的出现为动物解剖学的教学

提供了新机遇［２］。 虚拟仿真技术利用计算机仿真技术，将解

剖学的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进行整合，并真实再现动物体各

器官详细结构、位置、形态和功能特点，能够与传统教学方式

相互补充，提高实际教学效果和质量。 笔者介绍了动物解剖

学传统教学中标本的应用，阐述了虚拟仿真技术在动物解剖

学课程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中的应用，旨在为动物解剖学课

程的教学改革奠定基础。
１　 传统动物解剖学教学中标本的应用

标本在动物解剖学教学中应用非常广泛，是主要的实验

教学工具。 用于实验教学的标本种类有浸制标本、剥制标

本、骨骼标本、干制标本、玻片标本、铸型标本、塑化标本和透

明标本等，常用的标本种类有浸制标本、骨骼标本和塑化标

本。 标本在解剖学课程教学过程中的应用大大增强了教学

效果，标本使得动物解剖学教学更为直观和形象，为该课程

的学习和临床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３］。 但是，动物标本本

身也存在缺点，浸制标本一般浸泡在 ５％ ～ １０％的甲醛溶液

中，而甲醛是公认的强致癌物质且具有较为刺激的气味，处
于弥漫有甲醛气味的教室内会让学生反感，分散学习注意

力，长期处于这样的环境中会对教师和学生的身体造成潜在

的危害。 塑化标本虽然具有无毒、无味、可触摸、便于携带、
维护简单等优点，但塑化标本的价格相对昂贵，加上学生在

操作过程中的失误，容易损坏，使得塑化标本的使用寿命相

对较短。 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哪一类型的标本都不可能让学

生课后带走，使标本的利用率和学生课后的复习效率大大降

低，长期下来容易使学生产生一种厌烦学习解剖学的心理，
也因此使得畜牧兽医专业学生的解剖成绩相对较低，挂科学

生人数相对较多。 亟待寻求一种更好的教学模式，使得解剖

学的教与学变得更为轻松。
２　 虚拟仿真技术在动物解剖学理论教学中的应用

２．１　 动物解剖学理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动物解剖学理论

教学主要讲授正常动物各组织器官的形态、结构、位置以及

相互关系，其中涉及大量的名词概念，对于每一个概念都要

进行详细阐述，并辅助于实物、图片、多媒体课件等，但也很

难让学生完全理解，达到预期教学的要求和效果［４］。 即使课

堂上学生能够理解，课后不能及时复习，也很快会将概念混

淆或者忘记，比如对于腹腔分区、神经分布以及脑的结构的

讲解，耗时耗力又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理论讲解比较枯燥，
动物解剖课上经常能够看到学生不认真听讲，很容易走神，
即使辅助于大量的解剖图片和实物，也不能完全吸引学生的

兴趣，冰冷的带有刺激性气味的标本也让大多数学生产生反

感和厌学情绪，甚至会影响他们的食欲。 因此，动物解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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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学亟待引进新的教学方法和技术，充分发挥学生的主

观能动性，让解剖学的教学更容易让学生接受和认可，让重

点和难点内容更容易学习和记忆。
２．２　 虚拟仿真技术可节约理论教学时间　 理论教学过程中

会讲解大量的名词和基本概念，许多同学会在课堂上睡觉或

玩手机，一些动物器官形态结构较为复杂，即使对照实物标

本进行讲解也会占用大量的教学时间，降低学生的学习兴

趣。 如果应用虚拟仿真技术，制作仿真三维动画，利用其直

观的视觉优势，能将抽象讲解具体化，平面图像立体化，全方

位精确展示系统器官形态结构，能够大大节约理论知识的讲

授课时［５］。 例如，在讲解呼吸系统时，虽然辅以真实的标本

进行讲解，但具体肺呼吸以及胸腹部肌肉收缩就很难讲述。
若能通过三维动画模拟出动物呼吸的动态过程，既有立体

感，又能够直观地观察参与呼吸的各器官之间的相互作用，
教师只需要辅以简单讲解，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接受程度就

会大大提高。
２．３　 虚拟仿真技术可降低理论教学的难点　 动物解剖学理

论知识学习过程中强调整体结构和局部结构之间的关系，在
循环系统中尤为突出。 学生由于缺乏真实的体验常常只能

靠死记硬背，一直以来都是教学的难点。 如果采用虚拟仿真

技术，将复杂的循环路径具体形象化，将血液和淋巴在全身

流动动态过程可视化，就能清晰地展示循环系统的整个循环

过程。 心脏的形态结构位置功能是循环系统的重点，心脏的

搏动过程也是教学的难点，将心脏组织进行局部放大，动态

展示心脏搏动过程以及血液在心脏中的流动，可以轻松克服

教学的难点，提升教学效果。 此外，虚拟仿真技术动态展示

血液和淋巴循环过程的同时，还整合了动物生理学相关的

知识。
３　 虚拟仿真技术在动物解剖学实验教学中的应用

３．１　 动物解剖学实验教学现状　 扬州大学动物解剖学总课

时为 ８８ 学时，其中实验教学 ４８ 学时，占教学总课时的 ５５％，
因此实验教学在解剖教学过程中非常关键。 目前解剖学实

验教学的模式主要是由教师讲解演示和学生模仿验证。 由

于学时的限制，每次实验教学都显得比较仓促，大多数同学

处于走马观花的状态，对于具体的组织器官不能细致地解剖

学习，因此很难掌握课本上描述的具体内容，长此以往学生

就会慢慢养成敷衍的态度，使得实验教学的效果大打折扣。
此外，由于购买实验材料的经费有限，实验材料的数量远远

不够。 在家禽解剖过程中，可以做到每组学生（５～６ 人 ／组）１
只鸡，尽可能使每位学生都能动手解剖。 在家畜解剖实验过

程中，通常一个班（３０～ ４０ 人 ／班）要共用 １～ ２ 只羊（或猪），
主要由教师动手解剖，学生尽量参与，教师将本学期所讲的

各系统的知识点在解剖过程中对照实物再进行讲解，远远不

能达到所要求的教学效果，而且在解剖动物过程中也存在一

定的安全风险。
３．２　 虚拟仿真技术可提高实验教学效率　 虚拟仿真技术的

引入将会很大程度上对传统实验教学予以补充［６］。 虚拟仿

真实验是网络教学资源，学生自主学习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

制，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学习并自主选择所要学习的实验内

容，并且可以重复观看实验要点和难点［７］。 虚拟仿真实验能

够整合观察性实验课时，对于组织器官观察性实验，可以结

合虚拟仿真技术仿真性高、三维动画、便于学生实时观察学

习的特点，在课余时间就能很好地掌握组织器官的形态结

构，课上根据自身知识的掌握情况，针对性地观察实物标本。
例如，对动物体骨的认识，虚拟仿真技术可以提供高仿真三

维立体动画模型，犹如拿着实物标本进行观察学习，让学生

能够随时随地进行复习，熟练掌握每块骨的形态结构；虚拟

仿真动画还能模拟骨骼之间的相互运动，这是实际教学过程

无法实现的，通过骨骼之间的协调运动，使学生更直观地理

解骨骼各部分结构作用和相互之间的联系。 通过虚拟仿真

技术使学生在课后就能够掌握骨骼的位置和形态结构，将运

动系统内的骨和关节这 ２ 章实验内容在课后就能完成，大大

减少了课堂的教学时间。 这种学习模式能够充分利用实验

教学的时间，提高实验教学的效率，减轻教师的教学压力，充
分发挥学生学习的自主性，真正让学生成为教学的主角，一
定程度上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加速教学的改革步伐。
３．３　 虚拟仿真技术有助于研究型教学的开展　 除了节约教

学时间外，虚拟仿真技术还能使学生将枯燥的实验课前预习

变得生动有趣。 学生通过观看解剖实验的相关视频，课前熟

悉解剖过程，对于有疑问的地方进行标记并提出问题，课前

观看能够增加课堂动手操作的效率。 虚拟仿真技术可以反

复讲解解剖操作要领，使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不断提升，了
解解剖过程的难点内容，发现问题后及时反馈给教师，对于

共性问题课堂进行重点讲解，教师无需对整个解剖过程进行

介绍，节约实验教学时间，增加学生的操作时间，教师也可以

针对性地对不同能力的学生进行重点讲解和辅导。 例如，对
家畜（牛、羊、猪或犬）的整体解剖，在此解剖过程中主要是对

所学各系统器官形态结构和位置关系的回顾，知识量较大，
实际操作比较繁琐，但实验课时很少，因此这就要求学生对

于课本的理论知识要非常熟悉，对于解剖过程非常熟练，只
有这样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通过虚拟仿真技术使学

生能提前掌握解剖的具体操作流程，将解剖过程中涉及的知

识点预先复习，提前熟悉实验的操作技能，能够很大程度参

与解剖的过程，对于复杂器官的解剖反复观看操作流程和讲

解提出问题，这样教师就可以针对性地进行实际解剖，更能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解剖过程中最大程度地让学生参与

进来，亲自动手进行解剖，对课本上的知识点提出自己的见

解，做到师生互动，增强课堂的趣味性和研究性效果。
４　 结语

在动物解剖学教学过程中引入虚拟仿真技术，不仅能使

解剖学教学的信息化水平得到很大提升，而且能促进解剖学

教学质量的稳步提高。 在实践中还需进一步加强虚拟仿真

技术与传统教学方式的深度融合，以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
做到以学生为主体的新型教学模式［８］，实现本科教学由注重

知识传授向注重智力培育的教学理念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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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竞赛的各项任务，以达到内容更加规范、创意更加新颖的

目的。 学生在竞赛团队教师和学生的影响下，积极主动地要

求加入团队和参加竞赛，由以前的“教师找学生”转变为“学
生找教师”。

在练好基本功的同时，学生参加国家级、省部级各种竞

赛，强化主动实践能力的培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近年来，
省部级、国家级竞赛不断增多，竞赛的内容和项目不断增多。
园林专业参加各类比赛从 ２０１３ 年的不到 １００ 人次，迅速扩大

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４００ 余人次。 从 ２０１６ 开始，积极组织学生参加

校级“园林周”暨风景园林学科技能竞赛。 学生们积极踊跃

参加，参赛人数不断攀升。 由指导教师团队参与辅导的园林

专业学生在 ５ 个赛项、１２０ 个获奖团队和个人中，获得 ７２ 项，
获奖率达 ６０％。 通过积极组织学生参加校级相关比赛和社

会团体、企业举办的各类竞赛，共获得一等奖 ５ 项，二等奖 １８
项，获得奖金超 ２ 万元。 指导学生参加省部级学科竞赛，强
化学生主动创新能力的培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３．２　 设立并持续举办校级“园林周”活动暨大学生风景园林

学科技能竞赛　 ２０１５ 年，淮南师范学院开始尝试筹办校级

“园林周”暨大学生风景园林学科技能竞赛，并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成功举办了首届活动和竞赛，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２０１７ 年

举办了第 ２ 届，学科竞赛团队成员积极踊跃参加，参赛人数

突破了 ６００ 人。 通过校级竞赛实践活动平台，在“以赛促创”
主动实践培养模式的实施下，学科竞赛团队的实践能力不断

提高，学生的参赛意愿和合作意识不断加强，内容不断得到

创新。
３．３　 组建高素质“双师双能”型教师团队　 借助“以赛促创”
的学生实践培养模式，指导教师在带领团队的过程中，不断

自我提高。 尤其是年轻教师的实践能力进一步提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提高，实践教学更加贴近于实际。
加上学校的政策和举措，“双师双能”型教师团队快速增长，
建立了一支具有很强专业能力、动手操作能力、创新能力的

实践教学队伍。 借助于“竞赛式”实践教学，进一步优化专业

教师结构，组建由园林政府部门、设计院（设计公司）、施工企

业等校外专家和校内教师共同组成专业实践教师团队，共同完

成实践教学环节和学科竞赛指导工作。 通过不断建设，淮南师

范学院园林专业的教师团队中“双师双能”型教师比例从 ２０１５
年的 ３７．５％增加到 ６８．８％，校外专家由以前的 ２ 名增加到 ８ 名，
专业实践领域涵盖设计、管理、施工、造价、植物等方面。
３．４　 园林专业实践教学质量和教改成果显著　 淮南师范学

院园林专业大部分实践课程提出并实施了“项目＋竞赛”实
践教学模式。 在实验实践项目的安排上，采用“竞赛式”实践

教学模式，安排实践内容。 教师紧扣实际，按照实践教学的

总框架，不断开展多方位的实践教学方法、内容和思路等改

革。 通过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学生主动实践与创新不断

加强，实践教学质量大幅提高。 团队成员及时总结参赛经

验，深化成果。 在实施后的最近 ３ 年，团队成员共获批各级

教研项目、质量工程项目等 １１ 项，发表教研论文 ７ 篇。 指导

学生获得省部级竞赛一等奖 ４ 项、二等奖 １１ 项、三等奖 １８
项，获优秀指导教师 ６ 人次。
４　 结语

主动实践是有效培养大学生实践和创新能力的关键之

一。 近几年，通过对淮南师范学院园林专业主动实践教学培

养模式的探索，尝试将学科竞赛中“四年成长”的学习机制引

入本科生创新实践教育体系中来。 通过这种主动实践教学

培养模式，可以有效促进学生实践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有效

提升学生的专业综合分析能力、园林创新设计能力和实际操

作动手能力。 同时，不能以学科竞赛的作为实践教学改革的

唯一手段，竞赛的获奖成绩也不能作为教学改革的唯一目

标，如何通过学科竞赛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主动实践、勇于

创新，实现应用型园林专业人才实践和创新能力的目标才是

需要关注的问题。 探索培养和提升大学生创新能力和主动

实践的新途径，也为实践教学思路的创新、教学方法的改革、
教师实践教学能力的提高提供有力保障，推进园林专业学科

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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