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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通过访谈了解护理本科生在使用人体解剖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过程中的感受与体验，提高今

后护理本科生对人体解剖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的学习效果。方法：运用质性研究中的访谈法，对15
名2020级护理本科生进行访谈。结果：提炼出了两大主题，即正性体验(方便观察人体结构、丰富学习

内容、优化教学环境，从而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学习效率，提高教师教学效果)和负性体验(易造成视

觉疲劳，其他项目亦有待改善)。结论：教学项目为学生提供了更积极的学习体验，提高了教学质量，增

强了学生学习动机但是教学方法及相关项目建设仍需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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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feelings and experiences of nursing undergraduates in the process of 
using the virtual simulation experiment teaching project of human anatomy through interviews, 
so as to improve the learning effect of nursing undergraduates on the virtual simulation experi-
ment teaching project of human anatomy in the future. Methods: Using the interview method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with 15 nursing undergraduates of the 2020 
class. Results: Two major themes were extracted, namely positive experience (convenient to ob-
serve human body structure, enrich learning content, optimize teaching environment, thereby 
improving students’ enthusiasm for learning, learning efficiency, and improving teachers’ teach-
ing effect) and negative experience (easy to cause visual fatigue; other items also need to be im-
proved). Conclusions: The teaching project provides students with a more positive learning expe-
rience,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and enhances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but the 
teaching methods and related project construction still need to b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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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体解剖学实验是《正常人体解剖学》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医学生必修的基础课程之一。学习

解剖学，医学生需要观察身体结构及解剖结构，所以具有非常强的实践性。医学生对于人体解剖学的学

习效果也关系到了其他医学学科的学习[1]。人体解剖学中涉及的专业名词多、信息量大，人体结构复杂

等客观因素都成为了如今医学生学习的障碍。而且目前传统教学中存在一些问题。首先，目前用于人体

解剖学教学标本极度稀缺，主要是因为其标本多来源于遗体捐献，但由于受传统文化影响，很多人难以

接受[2]，故严重影响教学质量。其次，传统的教学方法也存在着局限性，比如尸体标本损坏严重，维护

成本高，甲醛等固定剂有毒等。这些局限性促使在医学领域开展虚拟仿真实验教学[3]。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虚拟仿真实验在医学教育和医疗中变得越来越重要[4]。通过向学生提供

三维立体图像和精确的解剖结构，以促进医学教育方向的教学或学习，越来越多的医学院将虚拟仿真纳

入实验课程，通过使用新的教育工具，为医学生提供更高效、更轻松的学习环境[5] [6]。新的教学方法也

使他们能够正确理解器官、组织，使医学生对人体解剖学课程有全新的体会与认识。本文主要研究了护

理本科学生使用人体解剖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过程中的体验和效果，为后续教学方法的改进提供科

学依据。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 15 位 2020 级护理学专业本科生作为访谈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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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方法 

通过查阅文献和咨询专家[7] [8] [9] [10]，列出了访谈提纲：① 你在学习人体解剖虚拟仿真实验项目

过程中的体验与感受有哪些？② 你在完成这个项目学习过程中借助了哪些资料？③ 请结合学习过程谈

一谈你的收获。④ 这个项目还存在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2.3. 资料收集方法 

采用一对一、半结构式访谈法收集资料：访谈前访谈者要先与受访者沟通，征得受访者的同意后请

受访者签署知情同意书。访谈中选择寂静场合，使受访过程不受外界干扰；注意保护受访者的隐私，15
位受访者的姓名用编号 N1~N15 表示；运用录音与笔记相结合的方法记录其访谈过程，并且密切关注受

访者表情的细微变化。 

2.4. 资料分析方法 

① 访谈后 24 h 内将录音内容转为文字。② 采用 Colaizzi 七步分析法分析资料[7]：首先多次阅读访

谈材料，提取与本研究相符的阐述，对重要且有意义的内容加以编码，再汇总，然后写出详细的分析，

区分类似的编码内容，升华主题概念，最后让受访者核实，以确保资料的准确性。 

3. 结果 

3.1. 主题一：教学过程中学生的正性体验 

3.1.1. 优化教学环境，提高学习积极性 
多数受访者将人体解剖学传统教学方式与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相对比，其学习环境有了很大的改

善：一方面教师可以根据课程内容自行设计相应图片和视频，这使得教师能够在短时间内清晰地描述结

构的位置；另一方面学生不仅能快速记忆，而且能指出结构的正确空间位置。我们认为此教学项目大大

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老师教学的积极性，使枯燥的传统教学方式变得有趣。 
原始资料：N1：“人体解剖实验室中的大体标本经过化学药物处理，气味刺鼻。”N2：“人体解剖

学人体标本实验室中的排风系统的声音大，噪音会分散我的注意力。”N6：“因为我对人体标本有恐惧

的心理，所以每次观察标本我都不敢仔细的去观察，而此项目使我克服了恐惧心理。”N10：“把课本

上的知识变的生动形象，可以把在脑海中的内容呈现在屏幕上。”N9：“觉得非常有意思，新的教学模

式，增强了我的好奇心。”N13：“每次上人体解剖实验课，福尔马林的味道让我睁不开眼，只能时不

时出去换口气，再回来继续学习。” 

3.1.2. 方便观察人体结构，提升学习效率 
人体解剖虚拟仿真系统页面简洁明了，学生也可熟练操作，在这种全新的教学模式下，此系统极大

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人体三维立体结构图像是将大量人体的断面数据信息整合在计算机里，然后再

构建出来的[11]，这种模型使得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可以清楚地观察到人体内各个复杂的结构，每一结构

都可以从任何角度或任何水平面被解剖和放大，以显示各种截面特征，如结构的冠状面、横向面和矢状

面，以及邻近的结构，为学习人体解剖学提供了便利。 
原始资料：N2：“我能从多维度全面细致地观察人体的复杂结构，清晰地看到各个系统、器官之间

的关系，更好的理解课本上对于各个器官位置的描述，将书本上的二维平面结构转换为虚拟仿真系统中

的三维立体结构，化无形为有形，我可以更加深刻地记住器官的位置以及特征。”N3：“可以使这些在

书本上所学的人体解剖学理论知识，通过这个系统记忆得更加牢固；可以将虚拟人中的各个骨骼、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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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肌肉拆分下来，360 度翻转、上下移动观看，呈现立体效果，直观性很强；可以更好地理解它的方

位，拆分完可以一键复原；可以从浅入深、也可以从深入浅的学习。”N5：“对于难度比较大的循环系

统，虚拟人的动脉、静脉、淋巴都用不同的颜色标识出来，颜色鲜明、层次分明、清晰度高，同时可以

放大和缩小以及隐藏，我可以清楚观察复杂血管在内部及全身的走向。”N7：“我只要点到相应部位，

就可以出来对应的提示标签，标签也可以隐藏，我可以对我自己的学习情况进行自测。”N15：“在虚

拟仿真系统中观察标本时，我可以点击左边目录或者标签，整体可以自动转换到所点部位，将这一部位

呈现在屏幕中央，这就节省出了手动翻转的时间。” 

3.1.3. 丰富学习内容，提高教学效果 
与单纯观察人体标本相比，虚拟仿真系统为学生扩展了学习内容，避免了知识的单一化，为今后教

学提供了便利，可以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 
原始资料：N6：“系统中的各种资源，都有相应的标注，也有对于的英文以及发音，中英结合学习，

可以了解对应英文名称。”N8：“虚拟仿真系统中内容丰富，比如对于某一部位的标注，点击中英文即

可跳转至百度百科，是对这一部位进行详细的讲解，比如肺叶，链接中不仅介绍了其部位，还介绍了关

于肺叶切除的相关知识以及相关小视频。其中还包含了关于肺叶切除手术的护理，为以后的学习奠定了

基础。”N14：“系统中也带有许多学习视频，比如说消化系统的动画预告片，在学习之前通过这个简

短的视频介绍，我可以有一个整体的认识。”N9：“在系统中也有自测练习，分为顺序练习、随机练习

和模拟考试，在线自测题目，进行阶段测验，我可以巩固学习新知识，错题可以收藏起来，以便今后的

学习。” 

3.1.4. 增添线上学习的方式，加深知识记忆 
虚拟仿真系统不受实验室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学生可以随时随地预习和复习区域解剖学，巩固和消

化知识，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同时强化薄弱的知识点。护生一致认为，虚拟仿真系统提供了多种多

样的学习方式，可以使单一观察人体标本这样枯燥的学习方式变得轻松有趣，而且也有助于深入学习关

于人体解剖学的知识，使得学生对于知识的理解与记忆也更加深刻。 
原始资料：N2：“虚拟仿真系统支持多终端学习，我不仅可以在课堂上学习，也可以在手机、平板、

电脑上进行学习，随时随地想学就学。”N12：“在课堂上学习的过程中，如果对某一部位不太理解，

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分享即可弹出对应二维码，可以用手机扫二维码，对应的部位可以显示在手机上，在

课后可以反复学习不懂的地方。”N4：“对于系统中的视频，可以分享、下载、收藏，在课下可以反复

观看。” 

3.2. 主题二：教学过程中学生负性体验 

3.2.1. 视觉疲劳 
虚拟仿真系统使用的是大屏幕，长时间观察会产生视觉疲劳。 
原始资料：N8：“这种纯网络化的学习方式，一直看着大屏幕，眼睛会感到不舒服，可以将人体标

本的实物与虚拟器官结合学习，减轻眼部疲劳，对比学习，学习效果也可以提高。” 

3.2.2. 项目有待改善 
虚拟仿真系统中虽然资料极为丰富、功能多样化，但是也存在不足之处。 
原始资料：N4：“这个系统真真切切让我体会到了它的便利，但是它的触屏系统存在问题，屏幕可

能出现迟钝的现象，有时候也会跟不上我的进度，有反应不过来的情况。”N6：“这个系统中的有些视

频只有英文的字幕，应该添加中文字母，更容易理解，双英学习。”N9：“系统中的可以添加更多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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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闯关小游戏，增加趣味性。”N10：“系统可以把每个器官的各个面结构画出来，有利于空间感

不强的人学习，可以在脑海中想象，再与各个面结构联系起来，可以更好记住各个器官的形态，对于相

似的骨骼。”N13：“每个人的学习进程与学习能力不一，小组学习就不能满足每个人对学习的需求。”

N15：“摸不到真实的器官，感觉不到真实器官的结构。” 

4. 讨论 

4.1. 对于教学项目体验的分析 

人体解剖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中学习模式多样、资源丰富、环境优良等优点对护生的学习提供

了很多便利：学生可全面了解人体解剖结构，能更好的理解组织或器官的层次结构；不受实验室时间和

空间的限制，可以随时随地预习和复习区域解剖学，巩固和消化知识；解决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

高学生的实践技能、自主学习能力、科学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同时，护生也存在负性体验：虚拟软件

有一定的缺点，如部分组织器官与实物的差异，部分解剖结构的展示不清楚；无法为学生提供任何触觉

反馈，无法真正感受到结构的硬度、重量等，不利于学生动手能力培养等；长时间学习会造成眼疲劳；

由于实验室空间和电脑数量限制，不能满足每个人的学习需求。 

4.2. 对教学项目的建议 

通过对护生的访谈，我们需改善此教学项目中系统触屏不灵敏的问题，也应该增加项目的趣味性，

此外仍需增加硬件资源。 

5. 小结 

21 世纪高等教育中运用了计算机辅助教学，这对人体解剖学教学方式是一次重要的机遇，尤其是给

解剖学提供了新的机会，为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提供安全的环境和互动的新方法[12] [13] [14]。研究发现，

使用虚拟仿真技术可以改善学习环境，增强学生的学习体验、参与和动机，提高学生学习效果，同时对

提高医学生的空间理解能力非常有效，特别是对空间理解能力较低的学生[15] [16]。Christian Moro 等人

发现这种新技术不会对学习或评估结果产生负面影响，而且是一种传统教学的替代方法[17]。同时虚拟仿

真教学项目的应用，推动了高等学校实验教学改革与创新的步伐。 
通过访谈了解，此教学项目提高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综合能力，改善了教师教学效果，但仍存在

一些问题。实验室的电脑数目应该增加，以解决学生因学习能力高低导致的学习进程不同的问题，满足

学生的不同学习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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