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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体解剖学是高职医学相关专业课程体系中的一门专业必修课，本文基于高职院校人体解剖教学发展现

状，将虚拟解剖平台等数字化资源加以利用，围绕“课前、课中、课后”教学三环节，将“专业问题 + 
核心概念”双驱动贯穿课堂教学，探讨双驱动教学模式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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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man Anatomy is a compulsory course in the curriculum of medical-related programs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current state of anatomy teaching in vocational colleges, this 
study utilizes digital resources such as virtual dissection platforms and focuses on the three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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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stages “pre-class, in-class, and post-class” to integrate a dual-driven approach combining 
“professional questions and core concepts” into classroom instruction, exploring the advantages of 
this teach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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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健康中国”建设的逐步深入推进，医学在促进全民健康进程中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根据职

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人体解剖学是医学相关专业的一门平台课程，是研究人体正常形态结构、位置关

系及其发生发展的科学[1]。本课程是医学专业的先修课程，其后续课程为生理学、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等。它主要培养学生逻辑推理能力，空间想象能力，分析综合能力，使学生能够在显微镜下、标本、模

型、仿真虚拟软件和活体上辨认人体形态结构，养成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培养自学能力，为学习后续

医学课程以及专业顶岗实习和临床操作等专业能力起到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明确了

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的重要地位[2]。因此，数字化教学手段在日常教学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随着信息

技术、计算机技术以及医学技术的发展，数字化虚拟人在医学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人体解剖学教学数

字化，是对传统解剖教学方式的一大突破，弥补了传统解剖教学方法中的部分不足，例如人体标本较珍

贵，图谱虽简单清晰，但缺乏对结构的空间想象力及立体感等[3]。建设现代化的虚拟解剖实验室，虚拟

信息技术引入课堂，培养学生的空间逻辑思维能力。本研究将采用以数字化平台为依托，围绕“课前、

课中、课后”教学三环节，将“专业问题 + 核心概念”双驱动贯穿教学始终，充分利用动画、模型、标

本等数字化教学资源，完善对学生的“课前、课中、课后”三环节的评价体系，包括课前发布视频、动画

等预习作业，SPOC 自主线上学习，课中利用数字人三维解剖软件剖析教学实施过程中的重难点，课后发

布泛雅学习通作业，通过学生课后的访问次数、章节任务点的完成率、视频拓展观看时长及课后测试题

的检测结果，多维度的分析评价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程度。 

2. 高职院校人体解剖学高质量教育发展现状 

2.1. 现阶段高职医学生人才培养 

现阶段对高职院校医学生的人体解剖学培养方向与特点，采用了紧密结合职业教育的目标，强调实

践性、应用性和岗位适配性，旨在培养具备扎实基础知识和熟练操作技能的医疗技术人才[4]。在解剖的

课程教学中，着重以临床应用为核心，侧重解剖学知识与临床岗位(如护理、康复、口腔等)的衔接，注重

与后续课程(如外科、急救、康复治疗)的关联，例如护理专业重点学习与注射、插管等操作相关的解剖结

构(如血管、神经走向)；康复专业强化运动系统与神经系统的解剖细节。以技能操作为导向，培养规范化

的解剖操作能力(如标本辨识、影像读片等)，强化实验室技能，而非单纯理论记忆。融入职业素养，结合

解剖学教学渗透医学伦理(如遗体捐献的尊重)、团队协作意识及严谨的科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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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基于普通教学模式现状下数字化教学的发展与应用 

高职教育侧重应用性知识，减少科研理论，以熟练操作、快速适应岗位为技能目标，在现有的教学

模式下，课堂教学依赖仿真模型较高，而数字化技术则作为补充，辅助人体解剖的教学环节。因此，数

字化教学在高职院校人体解剖学教育中的应用已成为重要趋势，尤其在解决传统教学痛点(如标本资源不

足、空间限制、学习灵活性差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教学过程中，数字化技术的典型应用形式有虚

拟解剖实验室(VR/AR 技术)、3D 数字解剖软件与平台、在线互动教学平台等。学生通过头戴设备进入三

维解剖场景，可“拆解”虚拟人体结构，多角度观察器官毗邻关系，数字解剖平台提供分层解剖、断层影

像对比，帮助学生理解影像学诊断基础，对于口腔医学、康复治疗等对精细结构要求高的专业，则有 3D
打印技术，打印局部解剖结构模型，用于小组实操练习，学生可参与模型设计，加深对形态结构的理解。  

3. 数字化虚拟在双驱动教学方法的构建 

3.1. 联系岗课赛证确立职业素养的教学目标 

“岗课赛证”综合育人是新发展格局下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凸显职业教育类型特征，深化“三教”

改革的重要举措。提高“岗课赛证”在人体解剖学教学中的融合应用，是高职院校深化产教结合、提升

学生职业竞争力的关键路径[5]。 
在确立教学目标前，要确立以岗位需求为导向，重构课程内容，对不同岗位进行能力分析，联合医

院、康复中心等用人单位，梳理目标岗位的解剖学核心技能要求，例如护理岗位需重点掌握静脉穿刺解

剖定位和导尿管插入的尿道结构；康复岗位则需要侧重运动系统神经支配和关节运动轴与肌群关系。确

立以技能竞赛为驱动，强化实践教学，以职业证书为纽带，对接行业标准。通过“岗课赛证”融合，解剖

教学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认证，使学生真正具备“学得会、用得上、赛得赢、证得过”的职业竞争力。关

键在于打破传统学科边界，以岗位真实需求为原点，反向设计教学内容与评价体系。培养学生的素养目

标，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生命观，尊重生命，具有仁爱之心；对医学具有较高的专业认同度，懂得无私

奉献精神，树立起爱岗敬业精神；能参与团队协作，具备责任感、使命感与担当。 
通过练习岗课赛证，让学生对人体解剖的基本组织的形态、构造及分布有逻辑性的认知，能说出各

系统的组成、名称、位置、形态特征、构造和相互关系；通过辨析结构和功能，能区分相近概念、解释有

关生命现象、疾病发生与功能障碍产生。运用我校数字化平台提高学生的操作水平。 

3.2. 创设教学三环节及双驱动的教学策略 

基于学生为中心的理念，遵循服务“岗课赛证”底层支柱构建的原则，以“专业问题和核心概念”双

轮驱动，依托我校中国数字解剖实验室、生命科学馆、中国数字人系统、虚拟现实人体解剖系统、人体

解剖标本虚拟仿真系统、医学形态学数字化教学平台等资源，构建“理论 + 虚拟 + 实践”的三位一体

教学环境，助力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贯穿学生的课前、课中、课后三阶段，发布促进学生自主、泛

在、个性化的学习，完善对学生的“课前、课中、课后”三环节的评价体系。 

3.3. 围绕三环节双驱动数字化解剖教学模式的应用 

依托我校数字化平台，以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教学理念贯彻“课前、课中、课后”三线教学环节，

以“专业问题和核心概念”双轮驱动，依托生命科学馆、SPOC (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数字人解剖软件

(PC 一体机和线上平台)、虚拟现实人体解剖软件(手机端)等数字化资源促进“导、探、辨、评”四步教学。 
在教学过程中，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手段和多元化教学方法，充分利用和开发相关图片、动画、模型、

标本、活体、多媒体课件、虚拟仿真软件等素材，设计相关教学情境，强化知识的运用，注重实验教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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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联系实际，“教与学”结合，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从学生学习动力、学习参与度、学习成绩进行多维度评价，注重过程性评价、突出专业能力培养、

体现增值评价，实现过程考核、增值性评价、终结考核的完美结合[6]。 
在人体解剖课程教学三环节中，教师在学习通平台发布教学课程中的核心概念的课前任务，促使学

生提前进入专业问题的核心情境中；课中通过双驱动创设情境，通过临床案例引入专业问题，并指导学

生对课前任务进行小组汇报，提出并解析问题，通过教师讲解及示范操作，巡回指导学生小组，并发布

课堂测验进行学习效果对比检验；课后学生利用数字化解剖平台或虚拟解剖软件，对专业问题及核心概

念再认识，提高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 

3.4. 数字化双驱动教学效果与评价 

依托数智化教学新生态，初步建立了学生数字画像全景评价，确立评价构成、评价要素、评价主体、

评价标准，特别创设“关键性事件”来确立评价要素和赋分标准，通过专业问题和核心概念双轮驱动，

从成绩对比、学习通在线课程完成率对学生的学习成果进行量化指标评价，课中学生对专业问题及核心

概念的讨论度、参与度及活跃度进行质性分析，课堂及课后测验反映学生知识的掌握度。数字化教学的

效果评价需兼顾短期效果与长期影响，结合技术与教育规律。未来趋势可能包括：AI 驱动的实时评价、

元宇宙场景中的沉浸式学习评估等，教育者应保持技术批判性思维，确保数字化真正服务于育人目标[7]。 

4. 总结与反思 

4.1. 特色与创新 

在教学实施中，“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理念为“纲”，以“专业问题和核心概念”双轮驱动为

“领”，合理利用信息技术，实现人体结构虚实结合教学通过 SPOC 平台、虚实结合解剖实验室、数字

化解剖实验室、数字解剖软件数字展馆等与真实人体标本相结合，引发学生兴趣，实现线上 + 线下 + 实
验的三维混合教学。 

4.2. 整合再优化 

在数字解剖实验室进行理实一体教学，学生在终端使用时可能不能随时切换到老师的讲解与指导中。

在教学中还要深挖“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理念，完善和优化教学环境，引导学生在课堂上进行主动

的学习，可以有效地改善了教学效果。在教学过程中，思政的融入需要进一步加强，如何让专业课有效

发挥育人作用，实现“成人”与“成才”教学相统一的课题需要深入研究，为培养符合现代社会需求德艺

双馨的高素质医疗工作者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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