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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现代医学教育工作中，人体解剖学作为医学领域的必

修课程，需要每一位医学生全面掌握人体解剖的相关知识和

理论，这将关系到医学教育的整体发展水平。但在人体解剖

学实际教学中，传统的填鸭式、灌输式教学方法逐渐暴露弊

端，学生难以在短时间内接收和消化专业知识点，整体教学

质量低，也不利于医学生构建专业的知识体系。论文主要从

人体解剖学的概念以及教学现状出发，在此基础上对中职人

体解剖学的教学方式进行探讨，以为后期医学教育奠定坚实

的基础。

2 人体解剖学的简介
人体解剖学（Human Anatomy）是一门对人体自然发展

规律以及正常身体形态进行研究的学科，也是医学教育中学

门必修的基础课程之一，在一定程度上能为医学教育水平的

提高奠定基础。人体解剖学发展历史较为悠久，中国最早

关于人体解剖学的认识开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著作—《内

经》，书中详细介绍了人的身体的自然形态，包括内脏名称、

部位等。国际上对于人体解剖学相对完整的解说最早始于盖

伦（Galen）著作的《医经》，这一著作被称为是人体解剖

学的发展起源。在此基础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体解

剖学开始与生物技术学、生物力学等相结合，为医学生学习

知识提供了更可靠的理论平台 [1]。

3 中职生人体解剖学的教学现状
人体解剖学主要学习人体结构，让学生熟练掌握人体各

系统以及各器官之间的联系，实际教学方法主要分为两个部

分：一是理论教学。教师多采用灌输式的教学模式，通过讲

授让学生被动地接收知识，这一教学模式难以调动学生的学

习兴趣，不利于发挥中职学生的主体地位。二是实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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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授课过程中，通过人体模型、标本等展开示范教学，并要

求学生对标本或人体模型进行全面观察，针对学生掌握较为

薄弱的部位，可以重点辅导和教学，虽然这一教学方法能很

好地巩固学生知识体系，但仅适用于能动性较强的中职生，

尚存在一定局限性。

在人体解剖学实际教学中，理论学习和实验教学是无法

同步进行的，再加上很多中职院校比较注重理论知识学习，

日常考核也都是以理论知识为主，逐步形成了“重理论、轻

实验”的教学理念，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中职生对实验教学的

重视，不利于培养中职生的实践能力。

在开展实验教学的过程中，很多中职生难以将所学的理

论知识和实验结合起来，不能熟练掌握人体模型的器官形

态，严重影响了中职生的学习效率。另外，大部分中职院校

采用了大班制教学，为了加快教学进度，实验教学的授课时

间被大大缩短，这也影响了教师对个别学生的辅导效率，中

职生在实验课堂上学习不到知识，就会慢慢产生厌学情绪，

这对中职生个人医学能力和人体解剖学教学质量的提高均

是不利的 [2]。

4 中职生人体解剖学基础的教法分析
4.1 将讲授法和多媒体教学结合起来

教师需结合学生学习的现状和特点，充分利用解剖学的

素材库和网络资源制定教学课件，并通过多媒体渠道呈现在

课堂上，确保人体解剖学能给学生带来更直观、更立体的视

觉感受。例如，在心血管系统教学课件中，可以利用 Flash

动画形式来展示二尖瓣和三尖瓣；通过微视频的形式将临床

护理的操作方法播放出来；一边播放导尿术操作的微视频，

一边向学生讲解男性尿道的解剖特点，这种教学模式不仅能

加深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还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

趣，逐渐培养学生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

4.2 开展 PBL 教学
PBL 辅助教学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一种人体解剖学教学

模式，通过设置问题让学生主动参与到学习中，有利于发挥

学生课堂学习上的主动性，培养思维能力和实际动手能力。

在实验教学中，可以将 PBL 辅助教学融入其中，根据教学

进度和教学任务提前发放教学材料。例如，在开展静脉实验

教学时，可以向学生提出以下问题：

①针对危险三角区炎症治疗可采用静脉点滴的方式，这

一治疗方式所产生的药物循环途径为？

②阑尾炎可采用臀部肌内注射治疗，其所产生的药物循

环途径为？注射部位为？

③肝门静脉系的属支有什么特点？回流受阻的话会出现

哪些临床症状？如何护理？

通过分组的形式引导学生小组内合作探讨，通过查阅资

料、翻看视频等方式对所列出的问题进行解答和总结，并以

PPT 的形式阐述各组观点。这一教学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提升

了学生的协调能力，同时也有利于加强对人体解剖学基础知

识的学习 [3]。

4.3 开展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也是人体解剖基础教学中运用较为频繁的方法

之一，为了满足临床护理的需要，要求所选案例要具有一定

的专业性、代表性和针对性，使其能够满足专业人才培养的

需求。例如，在学习男性尿道不同部位损伤的临床表现以及

解剖学基础时，可选择的案例为：一男性患者，年龄 13 岁，

职业为学生，因常有骑跨于椅背的习惯，时常会感到阴部疼

痛，做完相关检查后发现患者阴囊肿胀，按压时疼痛感明显，

且在肿胀期间小便量较少，偶尔尿液中会带血。诊断结果为

尿道挫伤。

针对上述患者的情况提出问题：患者尿道损伤的部位是

哪里？从人体解剖学的角度出发，如果患者出现尿液外溢的

情况，那将溢至何处？

4.4 充分开放解剖实验室
中职院校应充分利用解剖实验室的资源优势，向中职生

充分开放实验室，使其在不断实践和动手操作中加深对人体

构造的理解、认识。教师也可以通过该手段不断提高实验室

教学质量，一方面在解剖实验室向社会开放时，中职生完全

可以作为讲解员向社会人员进行科普讲解，并给社会人员答

疑解惑；另一方面在开展人体解剖实验教学时在，中职生可

以扮演教师的角色给其他同学进行辅导。在实验室教学课程

结束后，中职生要协助老师一起整理人体模型、标本等，对

于出现质量损坏问题的模型、标本需登记标注，并督促相关

人员积极落实维修工作。实验室向学生充分开放，不仅有利

于提高实验室的使用价值，还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

力，保障教学质量。

5 结语
总而言之，中职生人体解剖学传统教学方法中存在诸多

弊端，不利于中职生专业知识的全面接收，也限制了人体解

剖学的未来发展。因此，有必要结合当前医学教学实际，对

中职生人体解剖传统教学方法进行优化和升级，从 PBL 辅

助教学、案例教学等方式入手，实现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的

有机结合，以不断提高中职生自主学习人体解剖知识的兴

趣，从而为促进中职生的全面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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