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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信息化技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职业教育中信息技术的应用

价值以及对教学质量的提升作用显得越发突出。职业教育属于我

国教育体系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同时也是培养实用性人才的重要

途径，对于整个教育发展具备显著的影响力。目前来看，“互

联网＋”对于职业教育的发展呈现出了明显的推动作用。对

此，探讨“互联网 +”时代高职人体解剖学教学改革的运用策

略具备显著实践性教育价值。

1　创新教育管理

高职的人体解剖学教学管理工作必然需要基于时代的发展而

不断改进，基于对“互联网＋”内涵的深入理解，合理应用

“互联网＋”思想理论，从而弥补以往人体解剖学教学工作中

的缺陷与不足。对于“互联网＋”的相关概念，可以实现对

高职学生教育的改进，借助“互联网＋”打破时间与空间方面

的约束，打破传统管理模式的约束，同时还能够实现信息以及

知识传播路径的拓展，可以更好地实现多方向管理。基于“互

联网＋”的合理应用，可以更好地突出以学生为核心的管理工

作，应用互联网途径实现为学生服务。“互联网＋”在高职人

体解剖学教学管理工作中的应用不仅需要应用在知识传播方面，

还需要懂得创新，应用新的管理方式将教师与学生保持在同等地

位上，借助平等的态度与学生进行沟通交流，从而拉近彼此之

间的距离，提高教育实效性。

2　创新人体解剖学教学内容

高职学生的人体解剖学教学管理工作的核心目的在于帮助学

生构建正确的思维方式以及理念意识，从而让学生的身心得到健

康发展。伴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传统管理模式与时代之间存在

明显的滞后性表现，在“互联网＋”之下，信息传播速度得到了

明显的加快，学生随时都可以接受新思想与理念的冲击，此时“互

联网＋”学生的人体解剖学教学与管理内容也需要适当地创新，

也要在内容方面保持不断创新才可以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另外，对于人体解剖学教学的内容需要坚持人体解剖学教学

内核，对人体解剖学教学内涵进行探究并适当丰富内容。

3　做好因材施教课程开发

在高职的人体解剖学教学期间，高职方面应当注重人才培养

的方向性，基于学生的基础特征开展相应的教育教学活动，以培

养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为基础目标，为学生构建一个能够实现终

身学习的教育模式，通过教学措施培养学生的交流沟通以及实践

性能力。在人体解剖学教学期间，可以充分发挥网络化教育的优

势，在网络课程目标方面进行针对性选择，大胆地取舍，强化教

育针对性降低学生的学习压力，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兴趣，在教

育中培养学生的志向、兴趣，同时按照学生的专业进行针对性目

标设定，例如根据目前高职学生就业后的方向，明确高职人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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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学教育的重点，并基于教育重点针对性的开发与改进教材内容。

例如，对于人体解剖学专业的学生，在结合专业时开发相应专业

的人体解剖学教材，适当增加网络设计相关的内容，从而满足学

生在岗位方面的发展需求。

4　基于人体解剖学改进评价机制

高职院校的人体解剖学教育工作最为明显的问题变化便是如

何衡量教育效果的效果，在教育中必须高度重视人体解剖学教育

的评价机制，借助行之有效的策略实现对教育效果的评价，并

从中及时总结各种问题从而实现教育经验的不断总结，为后续教

学方法以及方式的改进、教学质量的提升提供支持。当前人体

解剖学教育的评价方式存在单一的现象，而教师可以借助学生日

常表现以及考试成绩方式进行评价，可以有效提升学生之间的相

互评价效果。学生之间的了解程度显著高于教师对学生的了解，

所以借助学生相互评价其结果更加客观并且真实，可以更好地体

现学生的道德素质，尤其是可以检验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对

此，在评价期间可以基于“互联网＋”，以采用网络化的相互

评价为主，实现对人体解剖学教学效果的评价，同时可以基于

网络进行跟踪性评价，从而构建评价跟踪机制，对学生的人体

解剖学表达能力、沟通能力、学习期间的考勤情况等采用大数

据分析，并综合实现信息反馈，实现对学生人体解剖学教育的

效果评价，更好地体现育人教育理念的全程化与全员化特征。

5　总结

综上所述，“互联网＋”时代发展过程中对于职业教育的

发展具备显著影响力，可以有效拓展高职教育工作综合水平，尤

其是对于学生人体解剖学能力的教育需求可以形成有效的支撑作

用，可以充分展现以学习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并基于以往的教学

模式为核心创新教育理念。在互联网环境之下，高职学生的人体

解剖学教学体系可以得到更加稳定的发展，人体解剖学与学生的

管理可以保持统一性，同时基于网络技术为支持，从而为高职的

人体解剖学教学发展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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