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2022 年第 5 卷第 18 期 高等教育前沿

改革与实践

《生理学》与《人体解剖学》教学内容有机衔接教学
改革初探

高　媛　张震芳　段　晗　夏海建

（黄冈科技职业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0）

摘要：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均是基础医学课程，在医学专业

基础课程中占据重要地位，是构建医学知识体系的重要基础。人

体解剖学为生理学学习奠定人体形态结构基础，而生理学又用活

的生命个体为研究对象阐述了解剖学结构的具体功能活动及其活

动规律，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正常人体生命活动的科学。

为了更好地衔接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两门课程，为后续专业课程

开设学习建立扎实的医学基础，在课程教学大纲、教改方案和授

课计划上进行相互适应和调整，达到使两门课程有机结合授课，

适当删减、整合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中重复内容，通过教学方法

和教学内容调整让学生更好地掌握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知识，从

而更好夯实医学专业课程基础，提升学习效率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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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医学类专业基础医学课程，从第一学期开始我专业就开

设了《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这两门课程内容较多，后续

专业课都是以此两门课程为学习基础，且本学期学时较短，在课

程设置上并未按照内容对应统一教学进度，严重影响学习效果和

效率，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本教研室教师通过调整两门课程标准

建设、教学大纲、教改方案和课程安排，达到将《人体解剖学》

和《生理学》两门课程有机结合授课，力求在教学过程中达到融

会贯通，知识体系系统化，并在教学过程中逐步予以实施，进一

步打好医学专业基础。

一、《生理学》和《人体解剖学》教学中遇到的问题

在高职院校医学专业中，《生理学》和《人体解剖学》均为

非常成熟的医学基础课程，针对其进行的课程研究和改革也不计

其数，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也是大同小异，结合本校医

疗器械维护与管理和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一）授课内容顺序不对应  

《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两门课程同步授课不符合先学

习正常形态结构，后掌握生理功能及其活动规律的认知规律。由

于全国高等职业教育教材《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章节顺序

并不统一对应，有些系统功能《生理学》章节在前，但《人体解

剖学》对应章节在后，例如：解剖学的脉管系统在第八章，生理

学的血液循环在第四章；解剖学的感觉器官在第十一章，生理学

的感官功能在第九章。因此要调整授课计划，《人体解剖学》中

的形态结构部分要先于对应系统或组织器官的《生理学》章节讲解。

（二）学生基础薄弱，接受程度不一

升入本校学生结构大多数以普通高中生为主，普高生中由于

各个省份学生在高中阶段化学和生物基础不一，例如湖北省普高

生在高中阶段实行 3+1+2，其中化学和生物为 2 门再选科目，有

的学生甚至在高中阶段几乎没有接触过生物和化学，导致学生在

学习基础内容时较为吃力，很多基础生物或化学名词没有初级理

解，特别是在《生理学》当中，涉及到跨膜物质转运、细胞生物

电和消化功能中酶的作用等很难消化，在《人体解剖学》中对于

细胞的结构等内容都有些基础理解障碍。要想解决此问题，须根

据班级整体学生情况进行教学，涉及到高中化学和生物基础知识

点可根据大多数学生情况展开补充，帮助大多数人理解和跟上进

度。

二、《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教学有机结合实施方案

根据笔者与同教研室教师交流和参考教学课题研究，发现大

家都受到同样问题的困扰，有的采取整合《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

为一门课程，如《正常人体学基础》，此方案较为合理且提升效率，

但对教师个人综合能力要求较高，同时对教研室进行课程研发要

求过高，不适用于我校医疗类专业建设初期进行使用，但可以成

为我校努力和前进方向；也有高职院校将解剖课安排在前半学期，

生理课安排在后半学期，此方案过于紧凑，周课时安排密度过大，

学生消化和吸收效果较差。结合本专业学生特点和课程安排，在

经过大量文献阅读和与教研室教师共同讨论后，对两门课程作出

以下优化调整。

（一）衔接顺序相适应   

调整《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课本章节安排，按照《人

体解剖学》章节顺序调整《生理学》课程内容和授课计划，使之

相适应和匹配。按照本专业教学计划安排，《人体解剖学》和《生

理学》均为 96 学时，按照每周开设三次课，共计 6 个课时一周进

行，调整后教学计划和内容安排如下表：

表 1  调整后《人体解剖学》与《生理学》教学计划

学周 《人体解剖学》讲授内容 课时数 学周 《生理学》调整内容 课时数

3 第一章：绪论 2 3 第一章：生命的基本特征、人体与环境、人体生理功能调节 4

3-4 第二章：基本组织 6 3-4 第二章：细胞的基本功能 8

4-5 第三章：运动系统 8 5 第三章：血液 6

6 第五章：呼吸系统 6 6 第五章：呼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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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四章：消化系统 6
7 第六章：消化和吸收 6

8 第七章：能量代谢和体温 4

8 第六章：泌尿系统 6 9 第八章：肾的排泄功能 6

9-10 第八章：脉管系统 12 10-11 第四章：血液循环 10

11 第七章：生殖系统 6 12 第十二章：生殖与衰老 6

12 第九章：内分泌系统 6 13 第十一章：内分泌 6

13 第十一章：感觉器官 6 14 第九章：感觉器官的功能 6

14-15 第十章：神经系统 8 15 第十章：神经系统的功能 6

16 机动与复习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由于第一学期有些特殊活动安排，导致

课程计划会有一定变动，但总体大的原则就是《人体解剖学》从

第四章消化开始课程内容必须快于《生理学》内容至少 2 个课时，

才能保证两门课程衔接有序。

（二）根据学生基础情况，调整补充知识点

学生入校时基础不一最好的解决方案肯定是从专业填报时就

限制学生自选科目必须包含化学和生物，但由于本专业建设时间

较短，生源数不固定，目前现状还是会招收部分没有生物和化学

基础的学生，可在开学初期做简单的问卷调查或班级摸底，了解

分析学情，如果班上有超过半数学生无基础，可在以下对应章节

补充讲解相应知识点：

表 2 针对无化学、生物基础学生补充讲解知识点

生理学章节 补充知识点
解剖学

章节
补充知识点

细胞的基本功能 细胞基本结构
基本组织

生物细胞结

构细胞生物电现象 元素周期表、渗透压

呼吸：肺通气 表面张力和表面活性剂
泌尿系统

三大营养物

质的代谢消化与吸收 酶的特性

消化与吸收 三大营养物质代谢

生殖系统
细胞增殖和

减数分裂
内分泌 蛋白质、脂类基础结构

神经系统功能 动物生命活动的调节

补充讲解高中涉及内容并不意味着在课堂上进行高中知识展

开讲解，可以在教学过程中适度互动，如果大多数学生对此知识

点有基础了解可以一带而过，如果学生掌握情况不理想，可挑选

跟本章节联系较紧密，有助于理解本课程的知识点进行简单铺陈，

但最终目的还是服务于《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课程本身。

（二）整合重复内容重点在一门课程中讲解，根据专业需求

调整详略

表 3  重复内容及调整方案

重复内容 所在章节 调整方案

肌细胞结构和收缩特性
解剖学第二章第三节

生理学第二章第四节

《人体解剖学》

讲授

血液组成
解剖学第二章第二节

生理学第三章第二节
《生理学》讲授

神经元和神经胶质细胞
解剖学第二章第四节

生理学第十章第一节

《人体解剖学》

讲授

大脑皮层的感觉分析功能
解剖学第十章第二节

生理学第十章第二节
《生理学》讲授

《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授课过程中无法避免会有内容

的重合，但内容各有侧重，解剖更注重的是形态结构如各器官、

组织、位置毗邻等，生理学则是在了解各系统器官结构基础上再

来研究其功能和内部活动机制。有的章节和内容重要程度并不高，

重复讲解只会造成课程拖沓，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也会产生疲惫怠

学情绪。现根据高职院校解剖学和生理学教学内容在医学检验实

际工作中应用情况调整课程如表 3。

根据上述内容调整，虽然整体减少课时数在 3-4 个课时之间，

但是内容衔接上更为紧凑，各个部分的完整度更高，减少了不必

要的重复和赘述。

通过教研室教师学习和座谈，除了在两门课程重复内容部分

减少重复教学外，还可以根据检验专业实际工作需求缩减部分在

临床中应用较少的知识点，同时还可根据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

准将不那么重要的知识点缩略来讲，如肌组织中肌纤维的超微结

构，皮肤的结构与功能等内容，在解剖学中可简单展示骨骼肌、

心肌和平滑肌光镜结构和立体模式图，皮肤部分可介绍模式图即

可。

除以上调整外，专业内部按照每周 2-3 次集体备课，每学期

6 次相互听课，《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两个专业每个月不

低于 4 次交叉授课，同时邀请临床检验老师同时参与备课和听课，

给出听课意见，有利于学生更多的结合临床检验实际工作要求来

进行技能提升和知识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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