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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改革

动物解剖学实验智慧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苏接瑜,黎宗强

(广西大学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广西南宁
 

530000)

摘 要: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向着信息化、智能化发展是教学改革的一种新趋势。广

西大学通过打造智能化实验室,建设数字化教学资源和拓展知识点,以超星学习通作为教学平台构

建动物解剖学实验智慧教学模式。动物解剖学实验智慧教学解决了过去实验教学环境差、教学模

式单一、考核评价片面、教学资源不足、部分实验难于开展等教学难题,系统地推进了课程教学信息

化建设,从课程角度促进了实验教学质量和学生能力的大幅提升。
关键词:动物解剖学实验;智慧教学;智能化实验室;教学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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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it
 

is
 

a
 

new
 

trend
 

of
 

experimental
 

teach-
ing

 

reform
 

to
 

develop
 

towards
 

information
 

and
 

intelligence.The
 

animal
 

medicine
 

major
 

of
 

Guangxi
 

University
 

has
 

constructed
 

the
 

smart
 

teaching
 

model
 

of
 

animal
 

anatomy
 

experiments
 

by
 

building
 

smart
 

laboratory
 

and
 

digital
 

teaching
 

resources,expanding
 

knowledge
 

points,and
 

taking
 

“superstar”
 

as
 

teaching
 

platform.The
 

smart
 

teaching
 

model
 

solves
 

the
 

teaching
 

problems
 

such
 

as
 

poor
 

experimental
 

teaching
 

environment,single
 

teaching
 

model,one-sided
 

evaluation,insufficient
 

teaching
 

resources,and
 

diffi-
cult

 

to
 

carry
 

out
 

some
 

experiments
 

in
 

the
 

past.It
 

systematically
 

promotes
 

the
 

construction
 

of
 

experimental
 

teaching
 

informa-
tion,improving

 

the
 

teaching
 

quality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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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解剖学是一门研究动物生命体形态结构及

其发生、发展规律的科学,也是动物相关专业学生进

入大学的第一门专业核心基础课。作为形态学课

程,动物解剖学实验在教学过程中占据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通过实验教学,使得解剖学的理论知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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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生动、直观的演示和验证,推动理论与实践的结

合,使得学生全面、深刻地认识动物各脏器的形态结

构、位置、脏器毗邻关系并掌握解剖的基本技能,为
后续的生理学、病理学和外科学等课程打下坚实的

形态学基础。
智慧教学是信息教育发展产生的一种新教学模

式。所谓智慧教学,是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

等信息技术作为支持,在智慧的教学环境中,通过智

慧教学服务一体化平台进行的教育教学方式[1-3]。
智慧教学将课堂数字化、智能化和信息化,满足课堂

线上、线下交互并行,实现教学环境和教学环节的智



能化管理,教学资源的开放和共享以及教学的精准

化和个性化[4]。结合动物解剖学实验教学的特点和

传统实验教学方式的不足,广西大学通过打造智能

化实验室,建设数字化教学资源,拓展知识点以及构

建学习平台四个方面进行动物解剖学实验智慧教学

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1 动物解剖学实验教学特点及现状

1.1 教学形式单一,考核评价片面,教与学之间出

现脱节

  传统动物解剖学实验教学过程,更多的是老师

填鸭式的进行标本或模型演示教学,学生机械式的

按照演示的内容进行重复,缺乏对知识点深层的思

考与探究[5]。在考核上,以同学们实验报告、出勤情

况和期末考核作为评价依据,作为实验课程缺乏重

要的过程性评价环节。教师与学生的交流、互动大

多局限于课堂内,有限的时间内,教师无法及时、全面

地掌握同学们的学习情况,出现教与学之间的脱节。

1.2 教学环境设施不完善,教学资源数字化应用

较少

  动物解剖学实验教学过程中普遍使用福尔马林

浸泡标本进行教学,但由于实验室通风设施等不完

善,标本散发出强烈的刺激性气味,严重影响同学们

上课的积极性和学习兴趣,是长期困扰解剖实验教

学的一大难题。实验教学目前大多是沿用传统的实

体标本教学,对于新型数字教学资源建设力度不够,
比如实验慕课、虚拟仿真软件、3D动画等在实验教

学应用较少。加上知识点多、信息量大,标本资源有

限,上课过程多为几个同学们共同学习一个标本,学
习效果不高。

2 智慧实验教学的建设

2.1 打造智能化实验室,形成智慧教学环境

智慧的教学环境是开展智慧教学的基础支

撑[6]。在2020年,我校建成了2间标准化解剖实验

室、1间标本储存室和1间标本制作室(图1)。标本

储存室和制作室都配备了实时环境监控系统、智能

空气循环与处理系统以及标本数字化管理系统,同
时对标本池密闭性进行升级改造。解剖实验室除了

配备环境监控系统和空气循环与处理系统之外,还
配备高清课堂录播系统、教学辅助系统以及无线网

络覆盖。除在软、硬件上的提升之外,进一步完善实

验室空间设计、水电设计和解剖台设计,满足不同情

况下实验要求。例如,如果是解剖性的实验,移动解

剖台,形成U型实验室布局,方便组内与组外、老师

与学生之间的沟通交流。
通过智能化的实验室打造,学生不用再“泪流满

面”的学习,教学始终在一个整洁、舒适的环境中开

展,极大地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对专业的认同感及

自豪感。同时,老师通过手机端就可以实时了解实

验室环境情况,并能够远程管理相关设备和标本,实
现实验室的高效、智能管理。在智慧教学平台的辅

助下,实验室内还可进行智慧交互。智能化的实验

室增强了学习体验感和沉浸感,形成适合深度学习

的智慧教学环境[7-8]。

2.2 建设数字化教学资源

数字化教学资源是教学信息化的具体体现,其内

容多样,比如微视频、慕课、电子教案、虚拟仿真等。
学校通过增添塑化标本、铸型标本丰富标本教学种类

的同时,结合现有条件,通过引进和自制的方式建立

丰富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并利用学校的慕课中心和

虚拟仿真平台,实现数字资源的开放和共享(图2)。

2.2.1 建立3D数字动物标本馆 通过对实验室

的骨骼标本、浸制标本、塑化标本和铸型标本进行扫

描 ,以学院虚拟仿真中心为平台,建立广西大学3D
动物标本馆。通过数字标本馆,同学们可以随时随

地通过手机或电脑看到高清、真实的标本,满足同学

们碎片化的学习需求。在课中,在标本有限的情况

下,同学们也可以登录数字标本馆,根据自身需求,
进行个性化的学习。

2.2.2 建立实验慕课 由于实验课和理论课是两

门独立的课程,上课时间往往间隔较长。为更好地

方便同学们知识回顾和课前实验预习,教学团队结

合知识框架将每节实验的重点和难点进行梳理并整

合,制作成15~20
 

min的慕课视频。同时,对每个

实体标本录制2~3
 

min的演示微视频,附属在相应

实验慕课章节下。通过在学校慕课中心,课程已建

立17节实验的《动物解剖学实验慕课》以及配套70
多个标本演示微视频。通过实验慕课与微视频及数

字标本馆的结合,极大方便了同学们课前、课中和课

后的学习,同时形成课堂的翻转。

2.2.3 应用3D仿真软件和动画 动物解剖实验

教学中,标本主要为离体的标本,无法呈现脏器的空

间位置和部分深层脏器以及血管、神经的移行。为

弥补标本教学的不足,学校引进了3D
 

Bovine
 

Anat-
omy、3D

 

Pig
 

Anatomy虚拟仿真软件和相关结构动

画。通过3D仿真软件与实体标本的虚实结合,尽
可能形象、生动、立体的呈现每个知识点。

2.3 以案例拓展知识点,形成智慧“知识”

  智慧教学不局限于在信息化条件下,构建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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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智能化解剖实验室

Fig.1 Smart
 

anatomy
 

laboratory

图2 丰富的数字化资源

Fig.2 Rich
 

digital
 

resources
的学习环境和教学方法,形成智慧化的课堂。同时

智慧教学也包含将学生培养成智慧人的一种思维教

育[9]。整合和优化教学内容,以知识点作为教学节

点,围绕每个知识点进行精心打磨和设计,实现对知

识点的升华和拓展
 [10]。具体方法为将与知识点相

关前沿科学、研究热点和临床技术等以案例的形式

融入其中,强化对知识点的深入探究和思考,加深同

学们对脏器结构与功能、功能与表征、局部与整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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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联系的认识,展现知识的“创新性”、“高阶性”和
“挑战度”,培养学生逻辑与辩证能力和创新思维能

力[11-12]。例如,在讲肾的结构的时候,和同学们分

享最近美国科学家成功将猪肾移植到人体并正常运

转的新闻。探讨猪肾与人肾结构的关系,介绍实现

脏器异种移植所用到的关键前沿技术—基因编辑。
以拓宽同学们知识视野,激发同学们学习和科研

兴趣。
同时注重课程思政的建设,积极发掘具有专业

特色或与知识点相关的思政元素,融入到实验教学

中,培养同学们专业情怀和责任担当,实现课程育人

的效果。比如,在课程的第一节课介绍中国畜牧业

发展情况,分析动物医学、动物科学专业与中国乡村

振兴、农业现代化的密切关系,号召同学们努力学好

专业知识,未来大有可为。在课程最后一节课,举行

实验动物默哀仪式,让同学们懂得敬畏生命,热爱生

命,感恩生命,将改善动物福利作为职业职责。

3 基于“学习通”平台下的动物解剖学实验

智慧教学实践

  “学习通”是由北京超星集团研发应用于智慧教

学的工具,其将信息技术融入到教学场景中,为教学

各个过程提供数据化和智能化的信息支持[13-15]。
学校慕课中心以超星学习平台为基础,课程通过“学
习通平台”将智慧实验室、数字资源、课前、课中、课
后有机的串联起来,形成教学环境、教学资源、教学

环节相互融合的立体智慧教学(图3)。

3.1 高效的组织和管理教学

基于学习通平台的智慧教学,丰富线上、线下教

学方式[16]。课前、课后,同学们可以利用平台资源

自主进行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老师则在课前提前

发布与实验相关研究结果、新闻报道等到慕课平台

中互动讨论,进行课前“预热”。课中,利用平台智能

发布签到,借助平台PPT投屏功能,使老师端与学

生手机端同步,同学们在上课过程中可以对相关问

题留言或备注,老师利用平台进行随机提问或发红

包的方式提升课堂氛围[17]。
在自组学习环节,以组为单位进行标本演示和

案例分享解析,老师在平台对各组同学表现进行加

分或减分。课后,发布作业在平台,同学们可以将电

子报告结合语音、视频的方式提交到平台,老师根据

后台数据及时掌握学生作业提交情况,并在手机进

行碎片化批改作业。

3.2 智慧交互,实现精准化和个性化教学

通过智慧教学,学生与老师之间的距离更加近。
同学们不管是在课前、课中或课后学习过程中遇到

问题,都可以在平台与老师进行互动沟通。老师根

据课前学习数据、互动情况,了解学生学习诉求和知

识掌握情况,针对性进行教学准备,提高课堂效率。
课中,根据同学们平台的留言和互动情况,老师对同

学们标本学习过程中的共性和个性问题进行总结分

析,及时调整教学政策,对个别同学进行一对一辅

导。借助平台,老师在有限时间内能更好的把控课

堂,及时了解教学效果和获得教学反馈,实现实验教

学的精准化和个性化教学[18]。

3.3 形成高效、智能的过程性与结果性教学评价

目前广西大学的动物解剖学实验每年对动物医

学和动物科学专业5个大班的230多名学生开课。
因此,实验课程进行过程性评价,需要记录和处理大

量数据,加上教学环节多,实行难度较大。利用“学
习通”强大的数据记录与处理能力,在平台进行的课

前学习,课中考勤、学习表现,课后作业等系列教学

活动都可以数据形式呈现出来。以学生在线上平台

的学习时间、学习频率、完成度和互动情况,以及在

图3 动物解剖学实验智慧教学模式图

Fig.3 Smart
 

teaching
 

model
 

of
 

animal
 

anatomy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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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实验教学过程性与结果性评价机制模式

Table
 

1 The
 

process
 

and
 

outcome
 

evaluation
 

mechanism
 

model
 

for
 

experimental
 

teaching

考核内容 评分标准 分值比重/%

线上资源学习情况 视频学习任务完成率,满分100分 10

线上讨论情况 发表和回复话题,每次2分,满分100分 5

章节理论测试 各章节测试的平均分,满分100分 10

课堂小组学习
小组学习积极性、学习成效为依据,以小组每次学习获取的分数的平均分评价,

满分100分
15

课堂考勤 按学生出勤率计分,出勤率低于70%,计零分,总分100分 10

作业 作业达成度和美观性为依据,以所有作业的平均分评价,满分100分 15

段考 考察学生对标本的识别程度,满分100分 15

期末考试 考察学生对知识整体掌握情况和应用能力,满分100分 20

线下教学中的学生出勤、课堂表现、作业完成和达成

度等记录,合理设置评价内容和权重,形成客观、多
维度的过程性评价。结合段考和期末考试,实验教

学形成过程性与结果性结合的评价机制(表1)。

4 小 结

动物解剖学实验智慧教学模式形成智慧环境、
智慧学习、智慧交互、智慧知识、智慧评价和智慧管

理,各教学环节紧密融合,呈现线上线下、课内课外

一体化。智慧实验教学模式的实践很好地将信息技

术融入到传统实验教学中,实现教学的优势互补,有
效解决了传统教学的诸多难题,推动了实验教学在

人才培养理念、培养模式和培养手段的转型发展。
在近三年的教学实践中,动物解剖学智慧实验教学

获得了同学们高度认可,也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成果,
同学们先后参加全国大学生动物医学专业技能大赛

和全国“雄鹰杯”小动物医师专业技能大赛均获得一

等奖的优异成绩,同时课程也获得广西大学教学创

新大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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