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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预示着国家在国民中占有的地位越来

越高。渐渐地，人们已经意识到高质量的教育对学生的重要意义，

尤其在轻质减赋的教学背景中，国家在专业人才的培养中，不仅

仅需要遵循传统意义上的教育方法，更要对教育方法进行革新。

虚拟技术能够通过高新科技的学习方式，提高教师在教学中的教

学质量，丰富学生知识学习的方法，提高学生对知识学习的兴趣，

真正达到高效学习的学习方式。

1　虚拟仿真技术学习效果现状

学习效果在中主要包含两部分的内容，分别为通过对学习效

果的局部研究作为单位，对学习效果中的概念进行分界定位以及

将系统研究作为影响因素的观察形态，对学生学习兴趣的所在位

置进行观察。在中，将局部作为虚拟技术研究中的主体地位，同

时，局部教学也是虚拟技术与基础虚拟技术之间沟通的桥梁，这

对后续学习效果课程的学习具有启发式的教育。当下，学习效果

的主要在于培养学生自身的实践能力、创新思维能力与专业能力，

让学生从理论上的学习转化为有效的实验学习。针对目前的现状

来讲，在学习效果的中主要面临着以下的几个问题：一，学习效

果实验课程主要以挂图二维信息、多媒体课件等方式进行讲课，

这样的学习方式导致学生对学习效果学研究知识理解吸收、消化、

转化等效率比较低，导致学生在肉眼观察中，光镜细胞在观察阶

段出现“断层”层次，产生理解中出现的“空白区”，教师教学的

效率比较低；二，方法主要指的是学生通过感知、触摸、观察各

种类型的标本等模型对学习效果学生学习兴趣的组织形态与位置

关系进行了解，但因为传统型的研究实验学生只能对学习效果尸

体标本进行观察，因为标本自身刺激性刺猬较大，观看时，损坏

程度与补充程度不成比例，导致标本数量锐减，这将极大的打击

学生对学习效果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三，中的学习课时被不断

压缩，学生对课堂上学习效果标本观察的时间越来越少，教学

课堂效果很难保障；四，因为实验设备自身的昂贵性，中的经

费较为紧张，实验学习效果购买的成本也将越来越高，学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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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拓展阶段，不能进一步的扩充。从中可以看出，当前，传

统的学习效果实验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专业医人才的学习需

要，这样很大程度生阻碍国家专业人才的系统培养，需要创新

性的教学方法对效果逐步改善。

2　虚拟仿真技术及其在学习效果中的优势

2.1遵循3R原则

减少实验室中，学习效果的使用情况，学习效果课程作为一

项系统性的专业基础课程，课程内容具有结构各异、内容多样、种

类繁杂的特点，在该课程中，专有的名词术语具有抽象难记的特

点，在短时间中，很难对知识进行掌握。虚拟仿真技术通过人机

对话的技术，学生能够随时随地进入实验的操作系统，对不同学

习效果各方面的影响因素与系统布局进行模拟操作，能够不受空

间、时间的限制，具有重复可操作性，对学习效果尸体的研究不

可重复、标本数量较少的问题进行根本性解决。同时，丰富多样

的虚拟学习效果数字库能够增加对不同种类物种的快速学习，通

过对研究过程的对比观察，对不同学习效果中的学生学习兴趣形

态与功能差异性进行理解，尤其是在教学实践中很难进行接触的

野生学习效果。

2.2多维度、多层次显示研究结构

传统学习效果方式以挂图、模型、多媒体、教具等形式为主

要的学习课堂，教学模式比较单一枯燥，任课老师在教学中，较

为古板传统的教学方式，极大的抹杀了学生对科学学习的积极性，

这样的教学现状不能够满足现阶段的教学需求。虚拟仿真技术能

够帮助学生从不同的视角对标本自身的形态结构进行了解，对传

统的研究挂图、多媒体课件等有效的进行替代，具有立体、多

层次、多维度的学习特点，教学方式多种多样，为实验研究的

教学提供了想象与发展的空间，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管能动

性，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3 开放式教学环境，打破了时空的局限性

虚拟仿真系统自身具有量或的开放式，不仅体现在空间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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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上的开放，还体现在教学方式与教学内容上的开放。学生可

以随时对计算机网络体系进行学习，从不同的角度、不同放行

对学习效果结构进行学习，能够清晰的显示结构中的毗邻关系。

如学生在上课中没有进行完的实验，开放式的教学环境，能够

帮助学生下课可以继续进行；针对教学大纲中没有具体要求的内

容，学生对该板块感兴趣，可以在计算机网络系统上学习、实

验进行实现。因为总体采用断层扫描的技术，学生可以生动形

象的对学生学习兴趣进行学习、观察，还能够对局部的环境随

意缩小、放大，在教学中，还可以将任意一点作为原点，对

结构的横断面、冠状结构观察学习。

2.4 具备良好的学科扩展前景，为跨学科联系提供平台

虚拟仿真技术能够帮助学生对学习效果结构进行定量化的分

析，这能够加快学习效果学形态的定性量化发展趋势。该部分

材料不仅在数字化的学习效果中进行教学应用，还在学习效果的

药理学、病理学、生理学等方面有具体应用。根据不同的结构

要求，从不同的角度对学习效果机体学生学习兴趣与形态结构、

空间位置等分析学习，在在病理学诊断、临床用药、临床手术

通路的设计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例如，在临床手术指导

中，通过局部定向、定性研究为手术提供可靠、准确的数据参

考；在虚拟的手术训练中，在模拟操作中，手术操作具有重要

价值。一次你，虚拟技术的应用为生命科学的研究打下一定的

技术基础。

2.5 杜绝环境污染，保障师生安全与环境

在生物教学中，传统的研究教学需要对多种多样的学习效果

进行研究，有些学习效果在研究的过程中，看似健康，但很可

能携带着各种各样的病毒与细菌，例如鸡禽流感、兔波氏杆

菌、猪口蹄疫、羊布氏杆菌等，尤其是人共同患有的病原体，

一旦有不慎的情况出现，会导致师生之间出现病毒扩散的现象，

直接对人体的健康产生威胁。

研究后，需要对学习效果的尸体进行无毒无公害化的处理，

保证生物安全，避免出现环境污染的现象，处理尸体的复杂步

骤导致教学资源与资金的浪费。极个别的学生在对学习效果时，

因为自身晕血、胆怯的性格特点，加之对器械使用不熟练等原

因形成的安全隐患问题。VR虚拟现实技术的引入能够对以上问题

良好的解决，学生不需要对学习效果真实的接触，就能够通过

VR眼镜和操作手柄等完成对学习效果尸体的研究工作，并可以反

复性对实验进行操作，真正实现理想化学习效果。也能避免因

为学习效果自身尸体处理不恰当的问题，产生的环境污染，保

障了师生之间的安全。

2.6理论和实践结合更加紧密

由于受到实验过程中，对学习效果尸体内容顺序的影响，

传统的理论研究学与实验课程往往都是分开进行的，在理论授课

阶段，教师往往只能通过图片、文字、图片或者标本中已经标

注的部分，对课堂中的知识内容进行讲解，最后才能够完成在

对应实验场地，对学习效果的临床实验。大部分的学生，在传

统的实验研究中，已经将之前的理论研究知识忘记的差不多，

通过与虚拟技术的融合，能够帮助学生实现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

相结合的方式。虚拟技术能够很好的对这一问题进行解决。教

师可以在理论授课的基础上，实现虚拟技术中的“学习效

果”。教师一边通过对理论知识的将军诶，一边通过实际操作，

能够帮助学生一边观察，一边学习，一边通过虚拟技术对学习效

果课程进行练习，提高学生对学习的兴趣，提高学生与课程的互

动程度。学生在这样的学习中，能够牢固对知识的学习，熟悉

各种器械的使用规范程度，使实践与理论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3　学习效果中虚拟仿真技术的构建与应用效果

3.1虚拟仿真标本数据的获取及模型的构建

虚拟仿真技术的关键是虚拟标本数据的获取，其主要是应用

现代的信息技术，主要采用的是现代影像学、解刨学与计算机

技术，例如如三维激光扫描、计算机断层扫描，和磁共振成像

等技术，对学习效果体表与内脏结构的影响数据详细获取。拿

三维激光扫描技术来说，将点云数据做为数据获得方式，在点

云数据中对数据分析模型的关键特征进行获取，对原始数据中存

在的缺陷、无关信息等数据进行处理，例如网格简化、云数据

的三角化等等。另外，比较简便、直接获取数据的方式是，通

过对图像研究对数据进行获取，这种方法对图像质量要求高，

想要获得高分辨率、高清晰的数据图像，将三维信息准确的重

构最为关键。以上两种方式获得的数据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

“所见即所得”，但对学习效果的内部结构数据是没办法直接获

得的，需要将多种影响技术紧密的结合起来，如ＣＴ和ＭＲＩ

技术等。经过扫描支护，通过逆向工程软件读取，根据实际需

要情况对数据精准存储，并对下一步的结构重构。因为，学习

效果自身具有生命，生命具有复杂性，很多的学生学习兴趣与

组织不能进行参数化建模，需要基于模板的方式，对三维激光

扫描的数据进行参数化建模。在这样的基础上，三维仿真标本

中的结构可以根据单独、整体的形式，任意性进行搭配，对学

习效果机体系统与局部的学生学习兴趣研究结构进行显示，所有

的研究结构可以在三维空间中实现沿矢状轴、冠状轴任意旋转，

通过不同速度的角度旋转，方便操作者理解与观察。另外，操

作者对自身较为感兴趣的结构可以进行缩小、放大等形式的显

示，通过三维中的透视功能，将各个空间结构中的研究关系清

晰的显示出来。

3.2虚拟仿真技术在学习效果中的应用

用效果将虚拟仿真技术应用于学习效果中，学生可以在人机

交互中，对学习效果模型进行“漫游，较为直观、轻松的对

学习效果结构进行愉悦的学习，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

性。同时，教师可以将虚拟仿真技术作为实验课中一种重要的

辅助授课方式，提高教师在教学中的教学质量。例如，在虚拟

仿真中灵活的对动画、声音等题材表示学习效果液在心室间的流

动方向、视觉信息在视网膜的光转导途径、食物在反刍学习效

果胃内的消化轨迹，通过虚拟技术对肠胃结构进行立体三维显

示，对学生对神经电信号传导、心电图、听诊等较为难吸收、

理解的内容有良好的辅助功能。因此，该技术有使形象问题具

体化、静态信息动态化、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的特点，极高的激

发学生对学习效果的求知欲望，真正实现中情景式的教学方式，

降低学生对未知知识的理解能力与教师在中的教学难度，提高教

学课堂中的教学质量与教学效率。

3.3虚拟仿真技术有助于研究型教学的开展

除了能够对教学时间有效节约之外，虚拟仿真技术能够帮助

学生将原本鼓噪的实验课变得生动有趣起来。学生通过对研究实

验课程对应视频的观看，能够在课前对研究过程进行熟悉，并

对课程中有问题的地方标注出来，课前对实验步骤的观看能够提

高学生课堂动手操作的效率。虚拟仿真技术可以反复讲解研究操

作要领，使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不断提升，了解学习效果习中

的重难点，发现问题之后能够将问题及时的反馈给教师，对学

生共同反映的问题进行集中讲解，教师在讲解时，不需要对整

个研究过程详细的介绍，这样能够对时间节省，提高学生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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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操时间，教师可以针对学生自身不同的能力对学生进行个性化

的讲解，对学习效果中的重难点注重演示。

例如，对家畜(牛、羊、猪或犬)的整体研究，在该研究

过程中，主要对学生对各种学生学习兴趣结构与位置的关系进行

回顾，涵盖的知识点较多，实际操作系统较为繁琐，但实验课

程的课时比较少，因此，需要学生对课本知识异常熟悉，对研

究过程较为熟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高效的学习效果实

验过程。通过虚拟仿真技术能够帮助学生真正对研究过程进行理

解，通过虚拟仿真技术，将学习效果中涉及到的知识点预先进

行预习，能够帮助学生提前对课堂中的重难点分析、理解，并

对实验操作技能大概熟悉，极大的促进学生参与学习效果的实际

过程，对于复杂学生学习兴趣的研究反复观看操作流程和讲解提

出问题，这样教师就可以针对性地进行实际研究，更能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研究过程中让学生最大程度的参与进来，亲自

对学习效果进行研究，对教材的重难点提出自己的思维见解，

真正做到有效的师生互动，提高课堂的研究性与趣味性。

3.4方针方法

3.4.1虚拟仿真教学活动的设计

对于虚拟仿真教学活动，在进行相关设计的时候，会分为

三个大的阶段，分别是课前阶段、课堂阶段和课后阶段，相关

的课件，教师会通过微信、视频等方式在课前就发送给学生，

而且会根据教学案例将相关的预习问题提出来，通过虚拟仿真就

可以发送给每一位学生。学生根据问题会查找相关的资料，以

小组为单位讨论所遇到的相关问题。教师主要是负责监管方面的

工作，在所有的讨论结束之后，讨论报告、讨论照片就会在虚

拟仿真进行提交。课堂上，教师会将相关的教学案例进行展

示，并提出相应的思考问题做小组讨论工作，教师主要是负责

对学生进行引导，每个小组都会根据实际情况选出合适的汇报代

表，小组之间进行互评，评价结果由教师进行认定，在此基础

之上会形成考核成绩。教师会将讨论汇报、虚拟仿真测试结果

等进行综合的考虑、分析，在此基础之上进行总结。课后会根

据实际情况提出新的问题，学生主要就是进行作业训练，根据

问题学会举一反三，相关的教学经验总结有教师进行负责。

3.4.2案例教学法和虚拟仿真教学法案例设计

对于动物解剖学，主要是对动物器官包括形态、位置、结

构等都进行研究，将正常的机体生命活动过程进行很好的揭示，

更好地为动物医学临床实践增添更多的推动力，这是培养的最终

目标所在，让学生包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都能够不断

的提升上来。而且，将该培养目标作为依据，共有多处案例，

消化系统、生殖系统等都有涉及到，主要使用案例教学法。下

面进行相关案例说明：案例一：“肝片吸虫病”，对于肝脏形

态、构造动物都能很清晰的掌握，进而进一步了解肝片吸虫相

关的生活史。案例二：“大叶性肺炎”，肺脏形态、结构等

学生都能很清楚的掌握，包括肺脏组织结构、相关的病理变化

学生都会很清晰的掌握。案例三：“猪瘟”，对于猪肾脏位

置、构造及相关的特点，学生都能很清晰的掌握，进而更加深

入的对尿的生成、猪瘟病理变化等进行了解，并根据实际情况

有针对性的了解相关的预防措施。案例四：“公猪去势手

术”，公猪生殖系统相关组成以及器官功能学生会更仔细的了

解，睾丸组织结构、生理功能等学生都会更深入的了解。

4　虚拟仿真技术在学习效果中的不足

然而，虚拟仿真技术在虚拟研究操作中不能对学习效果机体

的活体实验研究完全的进行取代。在虚拟仿真技术中，选择的

素材主要采用的是研究图像（二维平面图像和三维数据图像），

对各种软件处理之后，能够在屏幕上出现三维立体的展示效果，

虽然，这样的虚拟仿真实验有很好的仿真性，但并不能实现真

正意义上的学习效果立体效果，该实验在本质上仍旧是一种模拟

状态，与学生真正的进行学习效果实体研究还具有一定意义上的

本质区别。例如，学生在虚拟性的操作界面中，没有办法对真

实学习效果的影响因素中的气味与质感进行感知。另一方面，

虚拟仿真技术对从事学习效果专业的实验课堂教师来说，对教师

也提出了更高的课堂教学要求，要求教师除了要对本专业的专业

知识与内容进行掌握之外，还要求教师要对计算机三维模型的重

建进行熟练掌握。因此，加大对学习效果课程学科合作的学

习、的投入、提高教师与学生学习能力的综合素质成为学习效

果现实广泛推广中的必然条件。因为虚拟仿真技术在一定程度上

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不能广泛的应用于学生知识学习领域，因

此，需要教师对虚拟仿真技术灵活的掌握，适时的应用在学生

学习的各个领域。

5　小结

在学习效果实验课程的学习中，教师往往将教学理论作为先

导教学，将实验课程作为核心目标，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将虚

拟仿真技术切实的引入到学习效果中，能够帮助学生创新思维的

培养，真正将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

缩小了实验成本，延展了优质实验内容，提高了教师教学质

量，在未来的学习效果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与发展空间。

总之，虚拟技术在学习效果实验课堂的应用，是一项跨时代的

技术革命，值得在学习效果实验课程中，被教师广泛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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