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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高等医学教育体系中,病理学实验侧重病变器官、组织的形态学观察。 随着虚拟技术的发展,依靠虚拟技术建立

的数字化教学平台在高校实验教学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并逐渐引入病理实验教学中。 本研究阐述了病理实验教学模式的发展

变化,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就学生对数字化教学平台的满意度、对教学模式的支持度进行了调查研究,旨在进一步促进病理实

验教学模式的融合,激发学生兴趣,提高教学质量,加快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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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理学是研究疾病的病因、发病机制、病理变化、
结局和转归的医学基础学科。 在临床医学实践中,病
理学为许多疾病的诊断及治疗提供可靠依据。 因此

在高等医学教育体系中,病理学是沟通基础医学和临

床医学的桥梁。 病理形态学实验是验证和巩固理论

知识的重要步骤,是病理学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主
要进行病变器官和组织的形态学观察,要求学生能够

掌握常见病的病理变化,进行病理诊断。 现有的病理

实验教学模式比较固化单一,课堂效率低,学生兴趣

不高,已不能完全满足教学需求,因此应积极进行教

学改革 [1,2] 。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依靠虚拟技术构建的数字

化教学平台逐步引入高等医学院校,并广泛应用,提
高了病理实验的教学效果,改善了学生的学习态度,
延伸了实践教学的时间和空间 [3 ~ 5] 。 如何合理地使

用数字化教学平台,如何将数字化教学平台与传统模

式“润物细无声”的融合在一起,通过“虚实结合”的

模式展开教学,是病理实验教学改革中亟待解决的

问题。
一、病理实验教学的发展现状

1. 病理实验教学的现状与问题:病理学实验授课

内容一般包括病理切片和大体标本两部分,切片的讲

解过程通常依靠数码显微互动系统 [6] 。 例如讲解肝

脂肪变性时,教师通过数码显微互动系统的“屏幕广

播”控制学生机,教师显微镜下的图像可以同步传到

学生电脑屏幕上。 学生自行使用显微镜观察玻璃切

片时,镜下图像通过互动系统中 MIE 软件传输到电

脑屏幕,将典型病变脂肪空泡等拍照保存。 在进行大

体标本讲解的阶段,学生分组进入大体标本室,近距

离观察肝的体积、颜色、边缘、切面的病理表现。 尽管

显微互动系统与传统的挂图、幻灯片授课以及学生通

过临摹显微镜下观察到的图像作为实验报告的模式

相比,展现了极大的优势,但是仍然难以无法满足现

有的教学需求。
由于病理切片数量有限,典型病变标本更加珍

贵,而使用人数众多,难免会有损坏,有些已经不能保

证同组学生能够同时观察相同的切片。 大体标本间

可同时容纳的人数有限,学生要想近距离观察标本,
就需要分组,导致教师在一堂课上同样的内容重复多

次。 大体标本非常珍贵,需要有专门的管理员精心维

护,有些过于陈旧的还需要更换环保材料的标本缸。
学生自行观察切片或标本时,学习主动性不高,知识

吸收率较低,课堂效果不佳。 现在开设病理课程的专

业较多,学生人数较多,病理实验教学面临着突出的

矛盾,因此笔者研究要加快实验室信息化建设,力求

改善现状。
2. 形态学数字化教学平台引入课堂:病理实验教

学中引入的形态学数字化教学平台使用了虚拟技术,
是互联网 + 智慧教育基地建设的重要内容,与显微互

动系统充分结合,更能体现出平台的作用 [7,8] 。 该平

台改变了传统的玻璃切片、标本、模型、板书等教学辅

助媒体,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将图像、动画等注入系统

中,引入课堂上。 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病理实验室引进

数字人公司的教学平台,该平台集成了病理学切片库

系统、大体病理系统、资源中心、在线学习等多个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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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和功能模块,包含病理切片 1400 余张,大体标本

700 余个。 数字切片包含了传统切片的信息,对病变

区域还有专业的注解,可以进行 360 度翻转和平移,
从各方位全角度观察。 切片最大可放大至 400 倍,与
显微镜观察到的最大倍数一致,使用鼠标滚轴即可实

现切片的放大或缩小。 三维大体标本也可以进行同

样的观察。 虚拟切片的使用提高了教学的可行性,弥
补了传统切片“肉眼看不到,镜下看不全”的缺陷 [9] 。
另外学生可以自主浏览病理学、组织学数字切片或大

体标本,比较组织、细胞正常和异常的形态结构。 高

清数字切片库和丰富的虚拟大体标本库激发了学生

浓厚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10] 。
数字化教学平台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短

时间内向学习者传递信息,有助于学生在课堂内外提

前预习,反复练习,优化考核模式,既满足了学生自主

学习 的 需 求, 又 节 约 了 教 学 成 本, 丰 富 了 教 学 资

源 [11] 。 尤其在疫情期间进行线上教学时,数字化教

学平台展现出了绝对优势,完全扭转了实验课无法在

线授课的缺陷。
二、数字化教学平台及病理实验教学模式的调查

与反馈

1. 调查对象:为调查数字化教学平台在病理实验

教学中的应用情况及相应的教学效果,课题组抽取病

理实验课上 2019 级的 297 名同学通过“问卷星”开展

不记名调研,经筛查其中 270 份问卷为有效问卷。
2. 调查内容:课题组成员结合前期收集到学生的

反馈信息,共同制订了调查问卷,主要从学生的基本

情况,对数字化教学平台的认同度,对授课内容及方

式的支持度 3 个方面进行调查。
3. 基本情况分析: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其

中男生 86 人(31. 85% ),女生 184 人 (61. 85% ),五
年制专业包括五年制中医学 110 人、五年制针推学

92 人,八年制专业包括卓越中医学 24 人、卓越中医

京华 23 人、卓越中医儿科 21 人。

图 1　 参与问卷调查的学生专业分布

4. 学生对数字化教学平台的认同度:被调查学生

对数字化教学平台病理学切片库、大体标本库、资源

中心、在线学习 4 个模块的总体满意率超过 90%
(92. 97% 、92. 97% 、90. 74% 、90. 37% ),详见表 1。
大部分学生认为平台提高了学习兴趣,并且对病理学

习有帮助,说明学生对数字化平台的总体认同度均比

较高。 但学生课余时间对平台的使用率并不高,详见

表 2。

表 1　 学生对平台的满意度

项目 非常满意(% ) 满意(% ) 一般(% ) 不满意(% )
病理学切片库 45. 19 47. 78 6. 67 0. 37
大体标本库 45. 56 47. 41 6. 30 0. 74

资源中心模块 47. 04 43. 70 8. 52 0. 74
在线学习模块 43. 70 46. 67 9. 26 0. 37

表 2　 平台对学生产生的影响

调查内容 n 比例(% )
数字化平台对学习是否有帮助

　 很有帮助 81 30. 00
　 有帮助 160 59. 26
　 一般 27 10. 00
　 没有帮助 2 0. 74
数字化平台是否提高了学习兴趣

　 是 233 86. 30
　 否 37 13. 70
课余时间平台的利用率

　 经常 18 6. 67
　 偶尔 175 64. 81
　 不使用 77 28. 52

　 　 5. 学生对授课方式的支持度:大部分学生不认为

数字化平台的使用可以完全代替传统的切片和标本,
愿意观察两种切片、两种标本,希望教师采用数字化

教学平台与传统方法相结合的的教学模式。 调查显

示仅有 71. 85% 的学生会使用显微镜,仍有 28. 15%
的学生不会使用,详见表 3。

三、总结与讨论

教育部在《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中指出要

融合网络学习空间创新教学模式、学习模式、教研模

式和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模式,建设“人人皆学、处
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在《关于开展国家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建设工作的通知》中强调要

深化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 国家政策的

指导,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均加快了虚拟技术在实

验教学中的应用,促进了科学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

度融合。数字化教学平台正是运用了虚拟技术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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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对授课内容及方式的支持度

调查内容 n 比例(% )
是否会使用显微镜

　 是 194 71. 85
　 否 76 28. 15
你认为数字切片是否可以代替玻璃切片

　 是 44 16. 30
　 否 226 83. 70
在课上更希望观察哪种切片

　 数字切片 43 15. 93
　 玻璃切片 19 7. 04
　 两种切片都观察 208 77. 04
你认为大体标本是否可以取代实物标本

　 是 39 14. 44
　 否 231 85. 56
在课上更希望观察哪种标本

　 数字大体标本 31 11. 48
　 实物大体标本 33 12. 22
　 两种标本都观察 206 76. 30
更期望哪种授课模式

　 主要依靠数字化教学平台 26 9. 63
　 主要采取传统教学模式 22 8. 15
　 采用“虚实结合”的教学模式 222 82. 22

物,在高等医学院校中应用广泛,是医学实践教学发

展的必然趋势,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自主学

习能力、节约实验室资源、延伸实验教学的时间和空

间等方面具有积极的影响。 调查显示,尽管学生普遍

对数字化教学平台的满意度较高,并且认为平台能够

提高学习兴趣,对学习有帮助,但是课余时间平台的

使用率不高,因此教师可以利用课前布置预习要求,
课后布置作业等方式督促学生,真正将平台高效地利

用起来。
尽管数字化教学平台展现出诸多优势,但也仍然

具有较大局限性,如教学资源的共享受限制,只能在

校内网浏览等问题也比较突出 [12] 。 数字平台不能够

完全代替传统的教学方式,病理实验课的基本功是使

用显微镜观察病变组织的病理变化,用肉眼观察大体

标本病变,并进行病理诊断,不能因为数字切片和数

字标本的出现而忽略了对传统切片和标本的观察使

用 [13] 。 单纯按照传统方式,使用玻璃切片 / 大体标本

教学,学生难以动态观察形态学变化,在课下也无法

预习、复习实验内容;单纯依靠数字化教学平台,学生

没有机会动手操作显微镜,调查显示,不会使用显微

镜的同学仍然占 28. 15% ,而医学生的实践能力是重

中之重,因此应当尽可能在课上加强学生操作技能的

训练。 同时虚拟实验很难持续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

和兴趣,如何合理适度的使用数字化教学平台也是一

项重要的研究内容 [14,15] 。
调查显示,大部分学生愿意在课上同时观察数字

切片及玻璃切片、大体标本及数字化大体标本,希望

教师采用数字化教学平台与传统方法相结合的的教

学模式。 将学生线上自行观察与教师线下授课相结

合,创新多维的教学模式,改善单一僵化的课堂面貌,
将“虚”与“实”结合,找到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是迫

切要解决的问题。
虚拟实验与传统实验从来都不应该是替代关系,

而应该是互补的关系,用虚拟技术弥补传统实验教学

的不足,达到“以实为主,以虚补实,虚实结合”的教

学目的,最终通过合理运用“虚实结合”教学模式提

高教学质量,是病理实验教学改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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