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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法与应用

试论数字化解剖学在妇产科教学中的实践策略
陆江源

（文山州卫生学校，云南 文山 663000）

摘要：随着数字化技术水平的提高，信息科学与医学的融合

不断深入，通过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能够实现医疗诊断、治

疗和检测的数字化，不仅为医疗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还

为优化医学教学提供了有力支持。数字化技术在妇产科解剖教学

中的应用，能够为教学实践注入活力，便于学生进行模拟实践和

学习，增强其对知识和技能的掌握。所以，学校和教师应重视数

字化解剖学在妇产科教学中的作用，帮助学生尽快熟悉和掌握知

识，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本文对数字化解剖学的发展进行阐述，

对数字化解剖学应用于妇产科教学的优势进行分析，并结合实践

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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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角度看，解剖学中包含了许多理解难度大、内容繁杂

的知识点、专业名词，其本身具有极强的实践性、综合性，且理

论知识的学习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抽象性思维，这就会给学生学

习带来一定挑战。在妇产科教学中，解剖学基础知识占据了重要

一部分，这部分知识的掌握是进入妇产科领域的重要前提。对学

生而言，需要在妇产科学习中掌握的解剖学知识有女性生殖系统

解剖、盆腔断层解剖等，这就需要教师投入充足的精力。但是，

在当前妇产科解剖学教学实践中，缺少先进教育手段、技术的支持，

学生的学习效率很难得到提高。尽管诸多教师在开展理论教学内

容的同时，引入了标本、模型和挂图等资源，但仍存在一定不足。

所以，教师应加快数字化解剖学与妇产科教学的融合，以先进数

字化技术激发学生内在学习动力。

一、数字化解剖学的发展

数字化解剖学，关键在于利用数字化三维重建技术，将解剖

学知识、内容转化为立体的三维图像，使学生文字堆叠的理论性

课堂中走出，为其提供多维交互、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解剖学习

环境。数字解剖学的产生是基于“数字人”构想的出现，最早是

由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提出，是通过计算机科学技术，打造出可

供调节的虚拟人体结构，再将人体各个结构的功能信息体现在数

字人上，为人们研究人的生理反应、活动提供条件。目前，我国

对数字化人体数据集的研究已经达到了较高的精密程度，且在研

究中形成了人体生殖器官、泌尿系统、盆骨等离体单器官模型。

迄今为止已经有了多个精密程度比较高的数字化人体数据集。并

通过研究和积累，数字化技术能够将解剖学中二维图像进行转化，

为学生提供立体观察的图像资源，再加上网络技术的支持，医学

生可以不再受时间、空间条件的限制，更好地衔接理论实践内容，

加深学生知识印象。

二、数字化解剖学应用于妇产科教学的优势

（一）突破教学空间、时间限制

在医学院校招生数量不断增加的形势下，实践教学运用的模

型、标本资源难以满足庞大学生的学习需求。同时，在面向众多

学生开展的讲座类授课活动，往往难以保证学生学习效果。对于

妇产科教学中繁杂的解剖学内容，若仅停留在“走马观花”的教

学状态，学生能力难以取得有效提高。通过将数字化解剖学应用

于教学实践，教师可以从网络、数字系统中获取丰富的资源，更

好地发挥教学媒介对教学的促进作用。这样，通过即时性沟通软件、

教学平台，教师可以将更多数字化解剖学的相关模型作为共享资

料上传，使得学生随时随地都能进行学习，打破了固定教学环境、

规模和条件的限制，为学生解剖学学习提供了更多可能。

（二）丰富解剖学图谱信息资源

在以往的解剖学教学环境中，需要对处在不同方位、层次的

图片进行整合，形成系统的信息。在常用的电子图、挂图中，所

有信息都是以二维平面形式呈现，要想顺利完成同一层面信息的

传达，需要学生进行抽象化思考、联想，理清组织、结构的关系。

通过有效运用数字化解剖学，能够以三维立体建模的方式呈现“数

字人”模型，学生可以直观从各个角度观察三维图中不同人体部位，

各个器官的功能信息可以随意调用，且选取的信息能够被存储在

系统中，便于教师、学生保留教、学信息。同时，在计算机技术

的支持下，教师可以利用分色显示功能，呈现色彩、层次分明的

器官信息，便于学生进行对比、记忆，促进其理解和掌握知识。

（三）提供动态化演示条件

在多媒体、信息化教学理念的支持下，解剖学理论、实践内

容均可以通过动态化、可视化画面呈现，更好地指导学生进行理

论认知和实践操作。在教学全过程中，多媒体标本可以为学生提

供直观的器官解剖结构图，再加上教师的解读，能够使教学氛围

更加活跃。但是，利用多媒体标本开展的教学活动，学生仍处于

理解、观看的状态，难以结合教师所讲进行实践操作。同时，对

于部分大规格的标本，学生很难做到多角度观察，且为了保证标

本的完整性，已经成形的标本往往不会再做分割，这就会影响学

生对相邻组织、器官信息的获取，再加上诸多标本经过了化学物

质的处理，长期接触会给教师、学生健康带来一定影响。通过利

用数字化解剖学，既能够达到动态显示、反转的效果，根据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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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学习需要进行分割、组合，更能有效保护标本，以数字化的

方式详细呈现器官信息，为教师剖析要点内容提供条件，更能在

良好的实践环境下强化学生对重点、难点知识的记忆和掌握。

三、数字化解剖应用于妇产科教学中的实践

在妇产科临床实践中，患者需要进行复杂手术的情况十分常

见，要想对手术难度有一个正确的评估，帮助医学生找到正确的

诊疗方法，是妇产科解剖学教学的重点。通过构建数字化仿真模型，

借助虚拟化技术进行仿真训练，更容易帮助学生掌握疾病的治疗

方法。所以，学校和教师应结合解剖学教学内容，将数字化技术

引入到课堂教育和实验室教学环节，打造三维空间化、可视化的

教学条件，打造生动性、形象性强的妇产科教学环境，促进学生

对解剖学知识、解剖技能的掌握。

（一）打造数字化环境，衔接理论和实践

数字化解剖学在妇产科教学中的应用需要环境、平台、资源

和技术的支持。在以往教学实践中，多运用实物标本、多媒体等

工具开展，学生对解剖学知识的认知停留在观察、听讲和触摸等

方面。同时，标本模型、多媒体资源运用较为独立，很难从多维度、

多层次进行人体结构的展现，更难以借助标本开展实践操作训练。

为了发挥数字化解剖学的优势，学校和教师应加强数字化平台、

实验环境硬件设备的建设。首先，要重视数字人体、虚拟手术器

械等技术条件的配备，教师可以利用数字人体对人体生命循环过

程、器官组织、人体结构进行模拟，让学生对人体结构有一个详

细的了解。其次，学校和教师要将数字化手术器械、数据手套等

引入解剖学实践教学中，让学生进行仿真解剖手术，获得相关的

变形、碰撞数据信息，再利用三维系统进行重建得出最终的解剖

结果。在运用数字化解剖学开展理论和实践教学的同时，教师可

以发挥数字化平台的信息采集、标本模拟、数字人模拟等功能，

让学生反复地学习未掌握的知识，利用虚拟手术器械进行器官解

剖。通过打造数字化解剖学环境、引入模拟、虚拟技术手段，能

够帮助学生建立起知识和实践技能的联系，还能呈现多元化的三

维立体图像，增强解剖学知识的吸引力，激发学生学习热情。

（二）设置开放性平台，培养自学能力

基于数字化环境、平台、技术的建设，学校要保证平台面向

医学生开放，让学生可以根据学习情况、学习时间，自主登录数

字化平台下载学习资源，加强对生殖器结构、组织的认知，也可

以根据实践能力的不足进入数字化环境进行虚拟实践和实训。在

遇到理论层面、实践层面的问题时，医学生可以利用即时沟通软件、

教学平台向教师反馈问题，实践远程教学和引导，促进学生自学

能力得到提高。通过提高数字化解剖学平台的开放性，突出了学

生在学习和实践中的主体性，为不同学生提供了自主化学习平台，

促进其理论知识得到巩固、实践技能得以强化。

（三）活用数字化标本，实现针对性学习

考核评价是检验学生知识掌握情况的关键。因此，教师可以

利用数字化解剖学，根据教学进度、学生情况定期开展虚拟标本

考核活动。在具体考核中，需要利用数字化平台整合妇产科学教

学中的解剖学知识，以呈现数字人的方式检验学生对人体结构相

关知识的掌握情况。在实践考核环节，教师可以调用虚拟手术器

械，让学生进行仿真实践考核，使其发现自身在实践技能上存在

的不足。在理论、实践考核的全过程中，数字人标本、虚拟手术

器械可以为考核学生解剖学基础知识、实践技能提供条件。这样，

数字化标本就可以代替实物标本，避免考核内容出现缩减，保证

对学生考核的全面性。

四、数字化解剖学应用中存在的不足

当前，数字化解剖学为妇产科教学注入了新鲜活力，能够以

数字化形式丰富解剖学教学资源。但是，在多元化、动态化的画

面下，学生们容易将过多精力放在形式上，很难专注于知识的认知、

疾病诊疗的理解。对于综合性较强的妇产科解剖学教学，需要学

生熟练掌握相关知识、技能，为今后的工作实践服务。但是，过

度运用数字化技术容易让学生忽略其他内容。同时，与真实的标本、

手术实践相比，基于立体建模的仿真操作具有一定的不足。因此，

在未来妇产科学的解剖学教学中，教师应做好数字化解剖学与传

统教学方法的整合，弥补数字化的教学存在的不足，保证学生理

论和实践操作能力得到共同提高，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在妇产科教

学中作用。

五、结语

综上所述，加强数字化解剖学在妇产科教学中的应用是顺应

数字化和智慧化时代潮流、优化妇产科教学方式的重要途径。数

字医学技术、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对妇产科医疗事业发展、

教育改革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学校和教师应正确认识数字

化融入解剖学教学的作用，通过加强数字环境建设、提供开放学

习平台、运用数字化标本考核等方式，让学生自觉地认知知识、

强化实践技能，促使其专业知识水平、技能水平得到提高，从而

使其成为合格的医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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