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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兽医病理解剖学实验课程是一门独立实践课程，是动物医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病理阅片能力培养是该

课程的重点和难点，随着科技进步，数字切片已经发展成为形态学教学中的一项有力工具。本文以河南

牧业经济学院动物医药学院动物医学专业本科生为研究对象，依托学院数字切片教学平台，探讨数字切

片在兽医病理解剖学实验教学中的应用，以及应用后的教学方式变化和教学效果，分析其优势和存在的

问题，为进一步开展兽医病理解剖学实验课程教学改革提供参考，实现教学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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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perimental course of veterinary pathological anatomy is an independent practical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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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t is also a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 of animal medicine specialty, in which the cultivation of 
pathological film reading ability is the key and difficult point. With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gital slides have been developed into a useful tool in morphology teaching. The un-
dergraduate students majoring in animal medicine in the College of Veterinary Medicine, Henan 
University of Animal Husbandry and Economy were used as the objects in this paper. Relying on 
the college’s digital slice teaching platform,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slice in 
veterinary pathological anatomy experimental teaching, as well as the changes in teaching me-
thods and teaching effects after application, and analyzes its advantages and existing problem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rther teaching reform of veterinary pathological anatomy experi-
mental course and realize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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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兽医病理解剖学实验课程是基于兽医病理解剖学课程的基础上开设的一门独立实践课程，是动物医

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侧重于学生实践操作能力和科研素养能力培养，其中病理阅片能力培养是该课程

的重点和难点[1]。传统的病理阅片形式[2] [3]必须要依赖光学显微镜才能开展，不仅需要足够数量的显

微镜，还需要足够数量的教学载玻片，导致兽医病理解剖学实验教学的开展受到诸多限制，不仅影响教

学效果，还不利于学生的自主学习。 
数字切片又称虚拟切片，是利用数字切片扫描显微镜，将传统玻璃载玻片进行全信息、全方位快速

扫描，使传统物质化的载玻片变成数字化图像的病理切片，近几年，随着显微成像设备和计算机技术的

进一步发展，数字切片已经发展成为形态学领域的一项有力工具，在形态学教学、临床疾病诊断和科研

中都有了广泛的应用[4] [5]。本文以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动物医药学院 2019 级动物医学专业本科生为研究

对象，将数字切片应用于兽医病理解剖学实验教学，探讨和分析数字切片在兽医病理解剖学实验教学的

应用效果。 

2. 学情分析和课程设置 

兽医病理解剖学实验课程是动物医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开设学期为二年级下学期，按照教学安排

和课程设置，在进行兽医病理解剖学实验课程学习之前，学生已经学习过了兽医解剖学、动物组织学与

胚胎学、动物生理学、兽医病理解剖学、兽医病理生理学等课程，不仅具备了一定的理论知识基础，而

且也已经熟悉了显微镜的操作和四大组织的微观组织细胞学特征。 
兽医病理解剖学实验课程是一门独立的实践课程，共计 16 学时，考核方式为考查，课程内容设置包

含 12 学时的器官病理变化观察(见表 1)和 4 学时的动物尸体剖检两部分内容，其中器官病理变化观察包

括大体病理变化观察和微观组织学病理变化观察，微观组织学病理变化观察需借助显微镜，在掌握器官

的正常组织学结构的前提下才能完成学习，因此也是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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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eaching contents of veterinary pathological anatomy experimental curriculum 
表 1. 兽医病理解剖学实验课程教学内容 

实验项目 教学重点和难点 

局部血液循环障碍的病理变化观察 肝淤血、肺淤血的微观组织学病理变化特点 

组织细胞损伤的病理变化观察 肝脏脂肪变性、肾脏贫血性梗死的微观组织学病理变化特点 

炎症的病理变化观察 心肌炎、纤维素性肺炎的微观组织学病理变化特点 

3. 数字切片教学平台的建设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动物医药学院共建设有 3 个显微数码互动教室，需要在一个学期内满足动物组织

学与胚胎学实验、兽医病理学实验和兽医病理解剖学实验约 20 个教学班的教学任务，从时间和空间上都

限制了兽医病理解剖学实验教学的开展。另外，形态学实验课每个教学班约有 55 名学生，如果 3 个班级

同时上课，对于玻璃切片的需求数量也较大，有时候不能保证 1 张/人，影响正常教学开展，而数字切片

的出现，则能够有效帮助我们解决上述问题[6] [7]。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动物医药学院于 2017 年购置了 Motic VM6 数字切片扫描显微镜，基础兽医教研

室形态学课程组任课教师将动物组织学与胚胎学和兽医病理学教学组织切片严格挑选整理后，经数字切

片扫描显微镜扫描生成数字切片，建设了动物医药学院数字切片教学网络系统(见图 1)，用于开展形态学

课程的线上、线下辅助教学。任课教师和学生均可使用校园网，通过手机端、电脑端登陆系统，查看扫

描好的数字切片，完成课前预习、课中学习和课后复习，还能与任课老师实时进行线上交流，不仅解决

了病理阅片教学受时空限制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玻璃切片数量不足的压力。 
 

 
Figure 1. The establishment of digital slides teaching platform 
图 1. 数字切片教学平台建设 

4. 数字切片在兽医病理解剖学实验教学中的应用 

4.1. 应用对象 

学生：2019 级动物医学专业本科生，共有 5 个教学班，约 270 名学生；教师：兽医病理解剖学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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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组任课教师，共计 5 人。 

4.2. 应用模式 

数字切片作为一种虚拟切片，可以不依赖于显微镜进行组织学阅片，不受时空限制地应用于教学的

各环节，具体应用如下：1) 课前预习，每一次实验项目开课前，任课教师根据课程内容，提前安排学生

通过数字切片教学系统进行课前预习，同时也可以复习相关脏器的正常组织学结构特点，如学习肝淤血

病理切片之前，学生既可以通过系统复习肝脏组织学切片，明确肝小叶的结构特点，也可以预习肝淤血

病理切片，对比发现肝小叶结构的不同，尤其是中央静脉和肝血窦的变化，带着问题进行学习；2) 课中

学习，兽医病理解剖学实验课堂教学中，通常只提供给学生病理教学切片，且课堂教学时间有限，侧重

于培养学生使用显微镜观察组织病理变化，掌握显微镜操作和病变识别，数字切片系统则可以方便学生

在课堂上观察病理切片的同时与系统中的正常组织学切片进行比较学习[8]，更好地理解组织器官的病理

变化特点；3) 课后复习，课堂教学结束后，学生可以自主安排时间，只要连接校园网即可登陆数字切片

教学系统进行课后复习，同时可以进行图片采集和标注，进一步与任课老师进行交流答疑。 

4.3. 教学方法 

传统的教学方法以任课教师教授为主，辅助示范性教学，教学方法相对比较单一，教学互动性不强。

通过将数字切片引入兽医病理解剖学实验教学后，我们的教学方法也有了较大的改变，在传统教学方法

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比较病理学教学、研讨式教学、互动式教学、启发式教学等多样的教学方法加强

学生的课堂参与度，促进师–生、生–生之间的互动，提升老师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质量。 

5. 数字切片在兽医病理解剖学实验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5.1. 课程考核成绩 

按照教学大纲安排，本课程的期末考核方式为实操 + 笔试，主要考核学生对于病理变化的识别和描

述，考核时共提供给学生 12 张病理变化图片(4 张大体图片 + 8 张组织学图片)，学生任意挑选 10 张图片

进行答题，需要正确说出脏器名称，描述图中的病理变化，并得出病理诊断。考核结果显示，2019 级动

物医学专业 5 个教学班考核及格率达到 100%，其中良好(80~90)占比 52.8%，中等(70~80)占比 32.5%，及

格(60~70)占比 14.66%，但优秀(>90)率仅为 0.04%。该考核成绩与数字切片应用前相比，良好的学生数量

占比有了极大的提升，这可能与学生能够充分利用数字切片教学平台进行课后复习有关。 

5.2. 学生评价 

课程结束后，为了从学生的角度进一步了解数字切片应用后的教学效果，课程组采用调查问卷的方

式，从课程学习内容、课程设计、教学方法等方面设计评价点，对 5 个班级约 270 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

查，共回收 263 份调查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如表 2)，参与调查的 263 名同学均认为利用数字切片引入比

较病理学教学方法有助于对病理变化的识别，98.21%的学生认为数字切片系统可以让他们的学习不再受

时空限制，增加了有效学习时间，97.31%的学生认为引入数字切片有助于学生进一步掌握组织病理变化，

96.84%的学生认为数字切片应用后的教学方法变革提高了学生的课堂参与度，96.23%的学生认为有助于

提高其自主学习能力，95.62%的学生认为数字切片应用后充分调动了他们的学习积极性，92.51%的学生

认为数字切片的应用提升了他们学习组织形态学的兴趣，89.21%的学生认为应用数字切片后有利于学生

间、师生间的交流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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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e evaluation of students on the teaching effect of digital slides application 
表 2. 学生对于应用数字切片的教学效果评价 

序号 评价点 百分比(%) 

1 提升了对组织形态学的学习兴趣 92.51 

2 比较病理学的方法有助于对病理变化的识别 100.00 

3 提高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96.23 

4 不受时空限制，增加了学生的有效学习时间 98.21 

5 加强了学生间、师生间的交流互动 89.21 

6 多样的教学方法提高了学生的课堂参与度 96.84 

7 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95.62 

8 有助于学生掌握组织病理变化特点 97.31 

6. 数字切片应用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 

6.1. 优势 

通过数字切片在兽医病理解剖学实验教学中的应用模式和应用效果来看，与传统教学相比，不管是

在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学评价等方面均呈现出来了一定的优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学习

不再依赖显微镜和教室，学生的学习时间和空间更灵活自由；2) 教学方法更多样，更有利于学生能力和

素质培养；3) 顺应时代发展，充分利用了信息化工具，提升学生学习兴趣；4) 加强了师生间的有效互动，

有利于及时答疑解惑；5) 通过正常组织学与病理组织学的比较学习，有助于学生对于知识的掌握和运用。 

6.2. 存在的问题 

尽管数字切片的应用从多方面都表现出了一定的优势，但从考核成绩来看，仍有 14.66%的学生成绩

为及格，经与这部分学生沟通可知，他们并没有在课外时间充分利用数字切片教学平台开展学习，因此

数字切片的应用非常考验学生的学习主观能动性，任课老师需在这方面进一步探索。除此之外，数字切

片应用后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学生对于显微镜的依赖，影响其显微镜的操作水平，任课教师在课堂教学

中需加强引导，确保学生在课堂中对显微镜的正确使用。最后，数字切片应用后，学生在课后与任课教

师的交流互动会有所增加，这就对任课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对数字切片中呈现的病理变化的

解读，只有自己掌握了才能及时准确地解答学生的疑问，实现有效互动。 
总之，数字切片在形态学教学中的应用是顺应时代和科技发展的趋势，也是非常有效的教学工具，

对于提升教学效果和质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兽医病理解剖学实验课程组会进一步总结和改进，下一步

课程组将通过开展预实验[9]，集中备课的方式对教学切片进行充分的讨论和学习，充分发挥数字切片的

优势，及时解决尚存在的问题，为培养优秀的兽医病理阅片人才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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