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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动物解剖学的研究性教学是基于研究性问题的一种教学模式,围绕课程内容挖掘和设计研

究性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鼓励学生充分利用各种资源主动探索和研究,开阔视野,
开发思维,既能加深对重点和难点的理解,又能梳理知识点,发现与知识点相联系的一些科学元素,
从而提升学生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本文从动物解剖学开展研究性教学的意义,以学生为主体培

养研究性思维,梳理知识体系筛选综合性研究性问题,研究性问题的完成方法等几个方面对研究性

教学的问题教学法进行了探索与思考,以期为动物解剖学开展研究性教学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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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Research
 

teaching
 

of
 

animal
 

anatomy
 

is
 

a
 

teaching
 

mode
 

based
 

on
 

research-based
 

questions.It
 

excavates
 

and
 

de-
signs

 

research
 

questions
 

around
 

the
 

course
 

content,stimulates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
 

and
 

thirst
 

for
 

knowledge,encourages
 

them
 

to
 

make
 

full
 

use
 

of
 

various
 

resources
 

to
 

actively
 

explore
 

and
 

research,broadens
 

their
 

horizons
 

and
 

develops
 

their
 

thinking,

which
 

not
 

only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key
 

knowledge,but
 

also
 

help
 

sort
 

out
 

the
 

content.Discover
 

the
 

scientific
 

elements
 

associated
 

with
 

knowledge.In
 

this
 

paper,the
 

significance
 

of
 

conducting
 

research
 

teaching
 

in
 

animal
 

anatomy
 

is
 

discussed,and
 

the
 

problem
 

teaching
 

method
 

of
 

research
 

teaching
 

is
 

explored
 

and
 

reflected
 

from
 

several
 

aspects,such
 

as
 

cultivating
 

research
 

thinking
 

with
 

students
 

as
 

the
 

main
 

body,sorting
 

out
 

knowledge
 

system,screening
 

comprehensive
 

and
 

research
 

questions,and
 

completing
 

research
 

questions,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onducting
 

research
 

teaching
 

in
 

animal
 

anat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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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医学专业的研究性教学采用基于问题的教

学方法,以培养学生能力和素质为目标,注重理论与

实践的结合,教学与科研并重[1]。基于问题的教学

法主要将学习置于有意义的具体问题情境中,引导

学生发现并解决问题,从而学习背后蕴含的科学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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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促进学生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能力的发展[2-3]。
鉴于动物解剖学课程的特色和授课对象的特点,问
题式教学法在该课程的研究性教学中尤为适用。在

授课过程中,围绕课程主要内容挖掘和设计研究性

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鼓励他们主动

利用各种资源进行探索和研究,拓展视野,培养思维

能力,不仅能够加深对重点和难点的理解,还能够梳

理知识点,发现与之相关的科学元素,从而提高学生

的科研和创新能力。关于研究性教学模式中解剖学

教学和课程改革的报道鲜见[4-5]。本文将从开展研

究性教学的意义,研究性思维的培养,筛选综合性研



究性问题,及问题完成的方法与见解等几个方面对

研究性教学的问题教学法进行阐述。

1 动物解剖学实施研究性教学的意义

  动物解剖学作为一门形态学课程,研究对象涉

及多种哺乳动物(如牛、羊、马、猪、犬、兔)以及禽类

(如鸡、鸭、鹅)。不同动物的系统器官在位置、形态、
结构等方面既存在相同和相似,又存在不同之处,导
致衍生出大量的名词术语,学习起来易混淆,仅仅靠

死记硬背难以应对这一挑战。当前高等院校使用的

动物解剖学教材编写通常按系统兼顾不同动物比较

解剖的内容,教学时也按系统解剖兼顾比较解剖逐

一讲解,需要加强内容深度和知识点之间的联系。
特别是在兽医临床实践中,对于不同系统器官的相

互位置关系及功能联系的理解显得尤为重要。因

此,在动物解剖学的学习过程中,设置一些综合性研

究性题目,将不同系统之间的知识点联系起来,使所

学知识融会贯通,将理论知识与临床应用相结合,使
学习更具有挑战性,从而激发学习兴趣,调动探索和

思考热情,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所学内容,为未来

的学术研究和临床实践奠定坚实的基础。

2 动物解剖学开展研究性教学的探索与思考

  研究性教学的问题式教学法首先以挖掘和设计

科学合理的问题为导向(图1),借助平台和丰富的

资源环境,在教师引导下,鼓励学生研读课本、查阅

资料来设计综合性研究性题目;然后分组交流讨论、
筛选出最为科学合理的题目;最后撰写报告(直接提

交)或者制作PPT(汇报)。并对以上研究性教学实

施过程进行评价和考核。

图1 梳理知识体系筛选综合性研究性问题

Fig.1 Problem
 

design
 

of
 

research-based
 

teaching

2.1 以学生为主体培养研究性思维

  培养研究性思维是进行研究性教学的首要任

务。动物解剖学作为大一新生的首门专业基础课

程,开展研究性教学对培养学生研究性思维具有特

殊意义。由于学生在中学阶段受到升学压力的影

响,更多时间和精力被投入到追求高分的应试中,因
此,提升研究性思维的空间较大。在动物解剖学第

一节课的教学中,教师就要有意识地启发学生的研

究性思维,引导学生从被动学习向主动探索转变,鼓
励学生以个性化的方式学习,而不能成为接受知识

的“容器”。教师以“学习动物解剖学应持发生发展

的观点”为例,借机启发学生的研究性思维。该观点

说明动物有机体生长发育遵循生物进化的自然规

律,任何系统器官既有规律性的共同结构,也有适者

生存的个体差异。因此,学习动物解剖学时首先既

要尊重科学,又要思考产生与书本知识不一样的原

因。这种情况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举一反三,学
生对知识的独立思考能力会被逐渐培养起来。研究

性思维的培养需要长期的坚持,因此,教师在授课过

程中应多采用问题式、探究式和讨论式等教学方法,
引导学生勤于思考、善于质疑、勇于创新,设计出高

水平的研究性问题。

2.2 梳理知识体系筛选综合性研究性问题

  理解和掌握课程的主要内容是对学生学习课程

的基本要求,任何形式的教学改革都不能偏离对基

础理论知识的学习。动物解剖学的研究性教学是在

梳理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发现和提出综合性、研究性

问题。教师在研究性教学中扮演着指导者和引导者

的角色,以问题为中心进行授课,找准切入点,引导

学生发现问题。研究性问题的提出可以按章节进

行,突出章节内容特点;也可以跨章节进行,考虑知

识点之间的相关性。此外,还可将其与生产实践相

结合,侧重理论知识的实践和应用。研究性问题的

提出、分析和筛选是成功开展研究性教学的关键。

2.2.1 根据比较解剖学特点设计研究性问题 不

同动物同一器官结构的差异性为综合性问题设计提

供了丰富内容。学习过程中,在对不同动物同一器

官相同或相似结构总结基础上,辨识不同动物特有

的结构特点,并把特有结构提炼出来进行比较,突出

特点,方便理解和记忆,之后,可以结合特点进一步

延申其在功能或其他方面的差异。当学习运动系统

后,教师可引导学生梳理不同动物运动系统三要素

之间的突出差异,且鉴于骨的结构特点和肌肉的附

着与机体运动密切相关性,可设计综合性研究性问

题突显运动系统的特点。例如:试列表比较牛、马、
猪后肢骨结构的差异性,附着于后肢骨与物种特有

运动密切相关的肌肉? 对运动产生什么影响? 这个

问题不仅将运动要素联系起来,还突出物种差异,并
延申功能差异。当学习口腔“齿”的内容时,可以引

导学生思考常见家畜年龄的判断方法,设计研究性

问题:“牙齿的结构如何? 常用于判断动物年龄的方

法有哪些? 以牛为例说明如何根据牙齿判断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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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这样的问题既基于课本基础知识,又拓展了一

些课外内容,为学生提供了探索的空间。当学习内

脏器官时,可以设计多个研究性问题,例如:①不同

哺乳动物胃的类型及结构特点如何? 试分析与其食

性的关系? ②试述牛、马、猪、犬升结肠在形态结构

上的特点? 试猜想具有这样结构特点的可能原因?
总之,涉及动物十大系统中关键器官的比较解剖学

综合性问题的设计只要科学合理,通过这些问题的

解答,学生就能够更好地理解不同物种相同器官的

结构特点,加深记忆,并延伸学习新知。

2.2.2 立足系统解剖学设计研究性问题 动物有

机体包括十大系统,各个系统之间相互协调进行正

常的生理活动。因此,在按系统逐一学习时,根据每

个系统器官的结构特点和功能,设计研究性问题,将
不同结构和功能的系统相互关联,做到融会贯通。
问题设计可以在内容学习的前、中、后进行。例如:
在学习运动系统前可关注“运动系统的组成及运动

如何产生”(将运动、神经、内分泌3个系统联系起来

学运动);在学习椎骨的内容时,可引导学生观察脊

柱像自行车的哪个部位? 并设计研究性问题,不仅

要研究脊柱的结构和组成,对于脊柱功能的进一步

思考,也能激发学生的探索热情。而在学习运动系

统动力器官肌肉后,研究性教学内容可选择“牛体临

床诊脉和针灸相关肌沟的位置、构造及其临床意

义”。在内脏部分内容学习时,腹腔分区和腹腔器官

的位置关系是学习的重点和难点,通过研究性学习

可将内脏器官定位至腹前、腹中和腹后部,也可细化

到
 

“区”。这样的教学对后期临床疾病诊断时的触、
听、叩诊及腹腔手术都具有重要意义。对循环系统

的心血管系统和淋巴系统学习后,在前期基础上可

思考:①牛喝的水通过什么途径以尿液的形式排出

体外? ②哺乳动物吸入的氧气通过哪些解剖学路径

以二氧化碳的形式排出体外? ③怀孕母牛采食的饲

料,通过哪些途径将营养物质供给胎儿前肢? 学习

神经系统后,可以考虑运动障碍与神经和肌肉的关

系。通过这些研究性问题的设计,不仅能将系统之

间的知识点联系起来,也体现各系统在执行功能过

程中的密切关系,有利于构建有机体的完整结构图。

2.2.3 探索动物尸体标本设计研究性问题 实验

课堂教学中使用不同实验动物尸体作为教学标本,
是对理论知识的验证性再学习。在这个过程中,教
师充当指导者的角色,一旁“观战”,让学生自由探

索,将动物机体各个器官的位置、形态及结构特点进

行认真的观察和学习。在观察过程中,学生可能会

发现一些结构特点与课本描述不符,会感到兴奋和

诧异。这时,教师可以鼓励学生思考,看能否找到研

究性问题的切入点。例如:学习羊消化系统时发现,
羊的肠管盘曲的形状和圈数与课本描述不一致;在
进行绵羊血管剥离时发现,成年羊的胸腔居然还有

胎儿时期的动脉导管[6],这与理论上导管在出生后

应该已经退化为动脉间韧带不符。在固定羊的肌肉

观察时发现,不同个体前、后背侧锯肌的形态和数目

差异较大;对于变异结构的出现,可以尝试总结和探

索以下问题:常见的变异发生在哪些器官? 变异的

原因是什么? 变异是否对动物机体产生功能性影

响? 也可以让学生自己找出问题进行研究性学习。

2.2.4 融合理论与临床实践设计研究性问题 专

业理论知识最终的落脚点就是服务于实践,动物解

剖学是一门专业基础课,看似远离实践,但实际上临

床实践中处处可见解剖学的身影。因此,在开展研

究性教学时,理论知识和实践的结合显得尤为重要。
特别是在科学研究、外科手术和疾病诊断等方面,解
剖学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①在科学研究方

面。例如讲到复胃结构时,可提及研究牛瘤胃微生

物变化时,瘤胃瘘管是如何“造”出来的? “造”瘘管

时,瘤胃壁的解剖学结构,瘤胃的位置、形态及结构

特点都需要熟记于心。再比如研究每段肠管的组织

结构学变化时或研究机体内分泌腺的组织结构变化

时等,需要找到器官位置,准确取材,才能制作切片

观察其组织结构。因此,取材时肠管的分段,腺体的

位置、形态都需要熟悉才能做到准确无误。因此解

剖学也为科学研究提供必要基础。②外科手术方

面。学生可以思考并学习与动物解剖学相关的手

术,因为目前宠物饲养普遍,有学生熟知“犬猫的绝

育手术”。手术定位、生殖器官切除时波及的血管和

神经位置等等,解剖学知识的熟悉是防范医疗事故

的重要基础。③疾病诊断方面。动物解剖学的知识

对于疾病的诊断具有重要作用。比如牛、羊的前胃

积食、胃胀气、前胃迟缓等消化系统疾病比较常见,
与牛、羊是复胃动物有很大关系,也和胃的内部结构

特点息息相关。而马属动物因肠管结构特殊,像肠

套叠、肠扭转等肠的疾病就较多。比如导致动物运

动系统障碍性疾病的原因,可能是局部原因,也可能

是与某些疾病有关(如关节炎、风湿或传染性疾病等

疾病的局部症状)。局部原因可能与肌肉损伤、血管

堵塞、神经麻痹等有关,这时需要熟悉肌肉、血管和

神经的解剖学知识。相应解剖学内容如果没有掌握

好,是不可能做出正确判断的。将看似枯燥的解剖

学知识与临床实践结合,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使他们更加深入地探索解剖学知识的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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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研究性问题的完成方法

  研究性教学问题的完成和落实是实施研究性教

学的重要内容。从教师的引导,问题完成的手段与

方法、过程评价及课程思政几个方面进行研究性问

题的设计与完成(图2)。

图2 研究性问题的完成过程

Fig.2 Methods
 

of
 

completing
 

research
 

problems

2.3.1 教师在研究性教学中的引导作用 研究性

教学问题式教学法的实施和落实首先要发挥教师的

引导作用。在教学中,教师要创设有意义的问题情

境,激发学生的探索兴趣和热情,引导学生思考和探

索,挖掘和设计综合性、研究性题目,然后分组对研

究性题目进行讨论和交流,综合评价后选出最佳研

究性题目。因为学生承担着专业课入门适应及学业

的繁重压力,教师需要考虑学生的思维动向和学习

需求,把握选定研究性题目的深度和广度,繁简难易

搭配,注重质量,把握数量,不能盲目追求研究与

创新。

  研究性问题源于教材,又超越教材内容。大一

新生没有利用其他参考资料的经验,需要老师的引

导。新生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很重要,教师需要切

实负起责任,做到有布置、有指导、有监督、有结果,
从而提高学生参与度。

2.3.2 灵活把握研究性问题完成的手段和方法 
研究性问题主要呈现为“研究性小课题”,其完成以

研究报告为主要形式。基于动物解剖学是形态学的

课程特点,研究报告完成的手段和方法可以多样化,
除文字叙述外,可采用录制小视频、拍摄照片、绘图、
三线表统计比较、作箭头图等方法,不同方法适应不

同的内容,哪种方法的表现形式最有利于表达内容

特点,就可选择使用。例如骨学内容的比较解剖学

内容的完成可以拍摄小视频、也可以通过拍摄照片

标注文字的形式完成,还可以绘图标注特殊的结构

内容,这几种表现手法生动形象。而对于胃和肠等

器官结构的比较解剖内容最好采用表格形式,简单

明了,重点突出。循环系统关于血液循环路径、血管

分支、淋巴循环等内容表现手法首推箭头图,可以化

繁为简,清晰易懂。针对内容采用相应的方法和手

段,根据学生自己理解,可以灵活掌握。灵活多样的

手段和方法可以激发学生的想象思维,还可“创新”
完成手段和方法。研究性题目研究报告的撰写和完

成,既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又锻炼学生语言组

织和写作能力。需要汇报的研究报告进行PPT答

辩,组长或组员分组汇报展示,而汇报展示过程使学

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得到锻炼。

2.3.3 注重过程评价提高学生参与度 改革原有

只重视结果的考评模式,把研究性教学过程的每一

步都纳入评价和考核范围之中,提高学生参与度。
评价内容包括研究性问题的提出、问题的分组讨论、
研究性题目的确定、报告的撰写及PPT的制作、汇
报等过程,并制定细化评分表。首先根据评分表进

行评价,主要是教师对组长、组员的评价。其次小组

成员之间相互评价,评价时要适度加大过程性评价

成绩在总成绩中的比重,以督促学生全身心投入学

习,融入问题情境,在主动探究中发现问题,进而用

所学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人才的培养要求德

才兼备,对学生进行能力培养时,优秀品质的培养至

关重要[7],互评时,注意培养学生公平、公正的思想

和团结协作的意识。

3 小 结

  本文从动物解剖学开展研究性教学的意义,以
学生为主体培养研究性思维,梳理知识体系筛选综

合性、研究性问题,研究性问题的完成方法等几个方

面对研究性教学的问题教学法进行了探索与思考。
通过研究性问题的设计,将枯燥的专业理论知识与

临床应用相结合,增强学习的趣味性和实用性,提升

学生探索的动力和创新能力,为培养研究型人才奠

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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