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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克服解剖学小班课传统教学模式教学存在的不足，我们采用了多媒体网络化手段辅助教学。本文简介
了实施措施和体会。在不影响原有教学方法的基础上，较好地解决了文字、图象与实物标本的有机结合，为改变传
统教学模式，促进解剖学教学跟上时代发展步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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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解剖学是研究人体形态结构的科学，其课程主要内容的学习对象是人体实物标本。通过对人体实物标本的学
习，使学生对人体各器官、结构的形态、位置、相互关系、血供、神经支配等有一定了解，为医学生今后在活体上
诊治疾病奠定必要基础。因此，解剖学授课大部分以小班课形式在实验室里进行。按以往传统教学模式，教师利用
黑板、挂图、模型和人体实物标本进行讲授。实践中，我们深感传统教学有如下难以克服的不足：①小班课讲授教
好，但分班多，教师相对短缺，教学工作量大，对科研工作等有一定影响；②教学媒体较单一、呆板，容易使授课
显得枯燥，从而影响授课质量；③标本示教时由于空间、标本结构的显示角度、结构的大小等因素，往往使在后排
的学生难以看清显示内容；④授课教员水平参差不齐，讲授质量高低不一，不容易统一教学标准。在当今信息技术
高度发展的时代，我们认为要克服解剖学传统教学的不足，利用多媒体网络化手段辅助教学是一种较好的办法。为
此，我们进行了初步尝试。 

一、硬件建设 

1、在教学监控室配备PⅢ电脑、AV-8视频采集卡、圆刚视频展示台及升降架、无线送话设备等。 

2、教学监控室与教学实验室之间铺设视频、音频、射频、和网络线路。 

3、每个教学实验室配置29英寸彩电一台、音箱一对。 

二、实施办法 

1、实行主辅结合的教学模式。每个专业层次的教学均在教学监控室进行提示、示教、小结等内容的讲授。讲授内
容课前由教学组统一，但授课内容的图象、文字等信息的采集与处理以及实施讲授均主要由组长负责，是为主讲教
师。教学组其他教师则负责在实验室进行组织管理、巡视答疑等工作，是为辅助教师。每次授课由主讲教师和辅助
教师共同完成。 

2、精心备课，确保教学质量。主讲教师课前必须严格按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精心备课，其质量由教研室资深教师
为主的教学督导小组监督。文字信息来自主讲教师的教案，对重点内容进行有机组织，条理清晰，以电子幻灯的形
式储存于电脑内。图象信息则来自主讲教师对实物标本的实时讲解、教研室原有的录像、VCD等音像资料、本室教
学网站中的图片资料等，利用视频采集卡按要求将视频和音频信息采集为Mpeg文件，与文字信息配合使用。 

3、注意教学过程中各个环节的结合。以往我室的传统教学中，采用的是提示、学生自学与教师示教、小结三段教
学法。实践证明这对锻炼和提高学生的能力有确实效果，尤其是对本科生更是如此。因此，在网络化教学中，我们
仍然采用了这种“三段式”教学法，不同的只是教师原来的板书由现在的电子幻灯替代，原来讲解时受教具限制一
般只能使用挂图，现在则可使用各种图象资料进行讲解。在一个教学阶段完成后，主讲教师注意与辅助教师联络，
及时了解上一阶段的情况，把握进入下一阶段的时机，弥补上一阶段存在的不足。 

4、做好应急措施，保证教学在突发意外中能正常实施。在实施网络化教学的同时，每个实验室仍然有自己的挂
图、模型和标本，以及负责教师。如遇停电，线路或机器故障在短时间无法恢复正常时，由各实验室负责教师实施
传统教学，以保证教学能正常完成。 

三、体会 

1、多媒体网络化教学展示的信息量大，是传统教学无法比拟的。此外，还能将各种信息资料有机地组合在一起，
使教学中能将形态与功能、形态与临床有机地结合起来，增加了学习的趣味性，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开阔视
野。由于实验室仍有教学需要的传统教具，如实物标本、模型、挂图等，网络教学并未脱离实物标本，小班课中仍



然以学生观察学习人体实物标本为主。这样，教学中既通过多媒体网络扩大了教学信息量，又帮助学生学习实物标
本。效果优于传统方式。 

2、能提高教师对相关学科知识和现代化信息技术的掌握能力，有利于提高教师素质和教学质量。由于多媒体教学
能容纳大量信息，就要求主讲教师在备课时除熟练掌握本专业知识讲授中需要的信息外，还能结合机能学和临床有
关的知识进行备课并贯彻到实际讲授之中，能将原来用口头语言表达的东西通过文字、图象更直观、更完整地给学
生讲授，对提高教师尤其是对年轻教师的教学水平大有帮助。由于每个层次上只有一名主讲教师，也有利于教学监
督工作更加到位，从而较好地保证了教学质量。通过使用多媒体技术，也使教师在实践中更好地掌握计算机知识
等，有利于教师队伍素质全面地提高。 

3、需要进一步完善网络教学，使之在教学中发挥更大作用。由于资金关系，我们现在实验室仅配备了电视机，尚
无法同时配备计算机。如果能在实验室同时配备计算机，则学生在学习中可通过教学网站获取有关资料，能更好地
实现师生交互和人机交互，利于学生主动学习。此外，还需要投入更大人力和资金制备适合教学的多媒体课件，进
一步完善教学网站中的有关内容，使学生在课堂和课余均可通过校园网获取本学科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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