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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技术在人体解剖学教学中的应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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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本文从数字化技术的概念和应用意义为出发点，从打造教学平台、构建立体模型、字化处理标本三方面阐述数字化技术应用于人

体解剖学教学中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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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科技的发展引领教育逐渐向数字化方向发展。数字化技

术应用在教学当中可转变当前医学教学模式，利用先进的技术为学

生呈现人体解剖学（下文简称“解剖学”）专业知识，使学习过程更

加直观。同时还可模拟人体解剖过程，通过教学平台，展开教学活动。

因此，研究数字化技术在教学中实际应用具有现实价值。

1 数字化技术介绍

1.1 概念

数字化技术主要使用计算机、图像处理等技术展开结构模拟，

形成虚拟技术，能够对人体结构展开立体化的模拟，呈现出和真实

人体高度相似的模拟图像。同时，还可根据人体功能在对应位置显

示相关信息。利用计算机技术，呈现出人体三视图，模仿声音和动

作等，将虚拟人体视为真实标本展开解剖和观察等，操作便捷。

1.2 教学中的应用意义

具体而言，将此技术应用在解剖学教学当中，具有三方面价值：

首先，虚拟技术下，可为学生呈现精细化解剖图像，建立立体虚拟

模型，便于学生观察，增强教学过程可视化特征；其次，实验室当中，

标本紧缺，应用此技术可构建学习平台，共享解剖教学资料，高效

利用教学资源；最后，数字化技术下，可对虚拟结构进行灵活缩放，

利于学生理解解剖学难点，高效学习。

2 数字化技术应用于人体解剖学教学当中的具体路径

2.1 打造教学平台

当前，在解剖学的教学过程，“大体老师”标本较为紧缺，同时

标本具有不可重复利用的特点，若学生对标本观察不全面，就会影

响学习效果。将数字化技术当中的虚拟化技术应用其中，可辅助学

生对人体结构有直观化了解，展开清晰观察。在技术的应用下，为

学生打造教学平台，平台具有开放性特点，能够展现数字化技术的

教学价值。同时，高校还可依托平台,建设更加优质的网络教学资源，

利用多媒体，不断提高平台利用效率，完成解剖学知识的在线共享，

实现数字化、网络化形式管理教学过程 [1]。

时代在快速发展，解剖学的教学也需同步发展，不断创新，在

校内建设教学平台，利用数字化技术将优质资源向网络当中上传和

共享，可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学习资源。学生可根据对知识需求，灵

活选择学习时间，同时不受地点限制，利用网络平台，查找到和解

剖学相关的案例，引导医学生从临床病历角度出发，在线交流学习。

2.2 构建立体模型

解剖学教学时，可运用数字化技术，展现丰富的学习资源，创

新教学方法，为医学生带来和以往不同的课堂体验。依托数字化技

术，教师可打造解剖学专属数据库，利用虚拟软件，向学生讲解知识，

在虚拟软件的运用下，为学生展示立体化的人体结构，学生可深入

观察人体组织和结构。授课过程，教师能够按照学情，结合学生对

人体观察状态，按照教学所需，利用数字化技术对人体结构展开旋转、

平移和局部放大等，进一步深化学生对知识的掌握与理解。与此同时，

利用数字化形式的人体图像，和 CT、X 光与 MRI 各类影像结合教学，

培养学生兴趣，提高教学质量。教学环节，还可运用临床案例，建

立人体结构模型，深化教学内容，指导学生对解剖学内容有全面了解。

如：讲授《消化系统》相关内容时，可将数字化技术运用其中，

带领学生到电教室内，利用虚拟软件，虚拟出人体结构，为突出教

学重点，可将消化系统这一部分进行放大，直观为学生呈现口腔结构、

食道、胃部和大小肠等影像。同时，学生还可自主控制鼠标，灵活

选择人体当中各种组织或者器官等结构，观察其位置和状态。当学

生点击某个位置，可自动弹出人体部位介绍信息。在课堂教学中，

虚拟技术的运用可完成对虚拟人体部位解剖，强化学生对整个消化

系统的感知与理解，为学生营造出真实的学习氛围，展开对人体解

剖学的深入学习。通过虚拟解剖方法的学习，不断将理论知识和实

践相结合。

2.3 数字化处理标本

解剖学教学常在实验室当中进行，人体标本十分珍贵，教学时

使用的标本大部分是在特制的药水中浸泡之后存留的。由于标本有

限，加之实验室容量的限制，开放时间较短，因此在有限的课堂时

间内，学生能够亲自解剖机会较少，这种情况下，无疑不利于学生

对标本展开全面的观察，影响其学习效果。对此，可将数字化技术

应用其中，将标本拍摄成照片，以图片形式上传到学习平台，让学

生随时浏览与共享。在网络平台当中，上传实验室当中珍贵的录像、

课件等，让学生对标本展开详细观察，不但能够高效利用课堂时间，

而且还有助于学习效率的提升。在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下，还能够对

图片展开数字化处理。

如：讲授《人体骨骼构造》相关内容时，可从实验室当中，将

使用数字化技术将人体骨骼拍摄成照片，可从正面、侧面、剖面等

分别拍摄，还可将解剖骨骼整个过程录制成视频，之后将照片、视

频等向学习平台中传输，学生可结合学习需求，自主进行观察、学习，

选择播放次数和播放时间，更完善对人体骨骼结构进行学习，培养

医学生主动学习意识。同时，还可利用教学平台中的互动模块功能，

在虚拟技术的应用下，虚拟出人体、手术刀等，让学生对解剖过程

有真实地感知。在模拟手套以及操作杠杆等运用下，解剖人体过程

的逼真效果更明显，学生学习过程，可感受到人体结构真实质感，

感受不同部位解剖过程的差异，在交互式学习的氛围中，随时发表

疑问。在数字技术的应用下，利于学生感知解剖过程，同时培养其

分析、思考等能力，对解剖课教学质量提升有促进作用 [2]。

结束语：

总之，人体解剖学内容实践性较强，但是人体标本稀缺，因此

医学生在教学过程实践机会不足。引入数字化技术，可建立教学平台，

构建人体结构模型，对人体器官、组织等结构全面模拟，直观学习

知识。在教学平台中，学生学习方式更加灵活，因此，可加大力度

推广此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为学生带来全新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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