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7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3)2021,11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运动解剖学》为体育学与医学交叉学科，是运动人体科
学系列课程的先修课程。通过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对正常人体
各器官系统形态结构及功能具有全面、系统的认识和基本了解。
掌握体育运动对人体形态结构及功能影响的有关知识。培养学生
应用基本人体解剖学知识指导运动实践的能力。

结合我校应急救援的办学特色，运动解剖学课程中对人体结
构、功能必要的认知，基础医学知识的掌握、具体结构功能在
应急救援实务中的实践，对应急人体能、救援工作开展具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

1　《运动解剖学》课程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1.1课程内容缺乏特色
运动解剖学目前为校级一流课程，在建设过程中对应课程建

设指标，挖掘课程特色，力求在建设中体现学校应急特色，体
现课程思政特色。

1.2 解决学生不会学、不愿学问题
医学的1/3 的词汇来自于解剖学，运动解剖学作为人体解

剖学分支学科，具有医学词汇量大，知识点庞杂的特点。在课程
建设过程中着重解决如何很好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习兴
趣，让学生学有所获，有获得感，学习进步与学习效果随时可见。

2　《运动解剖学》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发展的方向
2.1课程内容突出行业特色
我校为应急类高校，运动解剖学作为运动人体科学类课程，

可集中体现应急救援中人体状态认知和救援工作中人体工作效率
的提升。通过对运动解剖学知识点进行挖掘，突出人体应急状态
人体结构及生理机能变化、应急救援中救援员人体结构及机能优
势特点，最佳的体能下结构及机能状态，形成我校应急管理类特
色课程。

2.2加强课程思政元素的融入和设计
当今社会快速发展，学生获得信息多元化、碎片化，越来越

多的负面信息造成学生道德缺失、价值观扭曲。运动解剖学作为
运动人体科学中的先修基础课程，将课程思政与《运动解剖学》专
业知识有机融合，在传授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同时，对学生进行思
政教育，以全面构建立德树人为核心原则，使知识的传授与价值
的引领融为一体。

2.3明确学生主体，增加学生参与度，发挥学生的积极性，提
升学生学习能力，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教学组织与实施突出学生中心地位，应用形式多样的参与式
教学法、体验式教学法，设计小组讨论、学生展示等学习法、采
用随机选人、投票、测验等多种活动形式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参
与度，提高学生学习力。

当前互联网＋时代，手机成为学生的新的学习工具。多种教
学方式结合与应用，加强学生的参与度。

解剖学相关的APP也应运而生，此类工具具备视角直接、动
态联系以及方便快捷等特点。在教学观念上，强调知识、能力和
素质三者的综合训练，应用多媒体、网络教学等多种形式，倡导
启发诱导式、讨论式、以问题为引导等教学方式，培养学生独立
思考能力，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充分调动和发挥学生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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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的积极性。
在教学中注重通过多媒体教学对理论内容进行讲解，而后通

过影像资料丰富学生的感性认识，使得枯燥、难以理解的教学内
容变得更为直观、生动、易懂。

以理论和实验课方式为主进行教学，其中理论课的教学突出
运动解剖学的基本内容，实验课强化学生自主分析，自主创新能
力的培养。加强实践内容，“运动”的解剖的传授可以不局限于标
本陈列室，将学习场地搬到健身房、田径场以及各类球场等。大
大提高学生自主独立设置实践教学环节的兴趣和能力。提高学生
创新能力，加强理论-实践一体化教学。

2.4实现定量-有效的教学模式
本课程课堂教学明确学生学习目标，教学效果可对比，可测

量。课程目标有效达成学生培养目标。
课程中采用前测和后测的方式明确学生学习目标达成度，对

于后续的教学进行动态的调整。
2.5问题导向的课程组织实施
本课程共分为10个章节，包括概述、人体结构基本构成、运

动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生殖系统、脉管系统、神经系统、
感觉器官及内分泌系统。

在课堂的学习中以人体运动为起点，开展以解决实际问题为
先导的问题式、讨论式教学方法，同时利用线上学习资源促进学
生线上的前期预习、对知识点的前测，学习之后的后测，与线下
课堂中的深度参与性的学习相结合，培养学生基础—应用相结合
的思维方法，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体
现素质教育的精神。

2.6考核方式的多元化及合理化探索
本课程注重学生的过程评价，改革以往纯卷面的考试方式为

卷面考试与分析和解决问题，实践技能考核，以过程评价与终末
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过程评价包括学生线上签到、课堂互动、
线上学习次数、任务点完成、测验、实验报告等内容，终末评价
参考期末考试成绩对学生进行教学的全部活动及多种线上及线下
活动的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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