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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体解剖生理学”是师范院校特殊教育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之一，建构和完善“人体解剖生理学”的课程

体系和教学方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笔者通过优化教学内容、强调课程价值、丰富教学方法和手段、改革评

价方式等一系列课程教学改革，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本文对其进行了总结与梳理，以期与同行探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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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man Anatomy and Physiology is one of the basic professional courses for students majored in special education 

in normal colleges.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develop a comprehensive curriculum and improve the associated teaching 

approaches. In recent years, we have taken a series of approaches including optimizing the teaching content, highlighting the 

curriculum value, diversifying the teaching methods, and improving the evaluation methods. These approaches have received 

good effects and responses. Here we summarize the experiences and share our insights with colleag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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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国家对特殊教育的日益重视，

培养特殊教育师资的重心逐渐向高等师范教育转

移[1]，各高等师范院校相继开设了特殊教育专业，

旨在培养符合时代和社会发展的特殊教育专业

·高校生物学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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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在此背景下，特殊教育专业的课程建设和

教学创新改革日益成为特殊教育师资培养的关

键问题。 

人体解剖生理学作为生命科学领域的一门分

支学科，是研究生物有机体——“人”，并揭示其

运动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学习教育学、心理学、

特殊教育学等的重要生理学基础；人体解剖生理

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人体解剖学、人体生理学

两大部分，能够帮助学生更加全面地了解特殊儿

童功能障碍的发生机制，因此又是特殊教育专业

重要的基础性课程。构建特殊教育专业“人体解剖

生理学”课程体系，完善教学方法，提高课程教学

质量，对于特殊教育人才的培养具有至关重要的

作用。基于此，将多年来在特殊教育专业“人体解

剖生理学”课程建设与实践教学方面积累的教学

体会和经验进行总结。 

1  结合学生特点，精选教材，优化教学

内容 

1.1  精选教材 

教材是对科学概念和程序的权威性记录，是

学生学习和教师授课的主要依据，选取好的教材

是搞好教学的前提。国内目前面向教育学、心理

学相关专业的人体解剖生理学教材种类繁多、各

具特色。在详细比较了多本人体解剖生理学教材

的框架结构和编写思路之后，结合我校特殊教育

专业学生的实际情况，最终选用了左明雪教授主

编的《人体解剖生理学 (第 3 版)》[2]。该教材按

照“细胞→组织→器官→系统→个体”的逻辑顺序

进行编排，能够帮助多为文科背景的特殊教育专

业学生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详细了解人体的

结构层次；同时教材还结合“结构与功能” “物质与

能量”的生物学观念详细编排了人体的九大系统 

(运动系统、神经系统、循环系统、呼吸系统、消

化系统、泌尿系统、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生

殖系统)，能够帮助特殊教育专业学生详细了解人

体各部分的结构、功能及物质调节、能量变化等

内容；此外，教材中还设置了大量的插图并加入

了网络数字课程，有助于增加学生的直观感性认

识。相对于面向医学、生命科学及其他教育学专

业的教材，该教材在内容设置上更加直观、简洁，

适合特殊教育专业学生学习，因此将其选为教材

供学生使用。 

1.2  优化教学内容 

选择好的教材是教学的前提，但并不意味着教

师必须完全遵照教材来教。教师作为教材的主人，

需要在认真钻研教材、吃透教材的基础上，根据学

生的知识背景与教学条件，同时结合自身经验对

教材进行个性化解读，对教材进行灵活处置，以

便引导学生内化书本上的知识，即“用好——教

材”，而非“用——好教材”[3]。因此，在确定好教

材之后，我们结合特殊教育专业学生的学习背景、

专业特点以及该课程的课时总数，进一步对教学

内容进行了调整与优化，具体做法为：首先，结

合课时总数，删除、合并部分章节。如：将“细胞

的化学组成”与“营养、代谢”中“糖类、脂类、蛋

白质及其生理功能”进行优化整合；将“细胞的组

成、结构和功能”与“组织的基本组成和功能”合并

为“细胞和组织的组成、结构和功能”；将“血液”

与“循环系统”合并为“血液及循环系统”；将“人体

的胚胎发生和生长发育”和“生殖系统”合并为“人

的生命历程”。其次，结合特殊教育专业特点，设

置教学重点。如，结合特殊教育研究对象包括视

力、听力、语言、智力、运动等方面存在障碍的

儿童这一特点，将“感觉器官结构与功能” “运动系

统结构与功能” “神经系统结构与功能”等内容设

置为课程的教学重点，以帮助学生详细了解造成

特殊儿童生理障碍的原因，为后期其他专业课程

的学习奠定基础。再次，结合特殊教育专业学生

多为文科背景，增加学生感兴趣并与现实生活联

系紧密的教学内容。如，“近视、远视、散光的原

因及矫正” “血型鉴定” “伴性遗传”等。一方面可



 
ISSN 1000-3061  CN 11-1998/Q  生物工程学报  Chin J Biotech 

 
 

http://journals.im.ac.cn/cjbcn 

3370 

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科

普”的形式加强教学内容与学生现实生活的联系 

(优化后的教学内容见表 1)。 

2  强调课程价值，激发学习兴趣 

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

课程价值的认识，只有深刻理解了“人体解剖生理

学”的课程价值，才能够使得学生正视并重视该课

程，才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

此，在课程讲授的第一课，帮助学生从多方面认

识“人体解剖生理学”课程的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从“自我成长的需要——认识自我” “帮助他

人需要——选择应对方案” “教育教学需要——生

理学基础” 3 个方面向学生讲解“我们为什么要 

 
表 1  优化后的“人体解剖生理学”教学内容 
Table 1  The optimized teaching contents of “Human Anatomy and Physiology” 

章节 

Chapters 

具体内容 

Contents 

第一章 细胞、组织的基本结构

和功能 

Chapter 1 Basic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cells and tissues 

细胞的化学组成；细胞的结构；五大类营养物质及其生理功能；能量代谢；基本

组织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cells, structure of cells, five types of nutrients and 
physiological functions, energy Metabolism, basic organization 

第二章 运动系统 

Chapter 2 Exercise system 

骨；骨连结；骨骼肌的形态结构、分布及能量代谢 

Bone, bone connection, morphology, distribution and energy metabolism of bone 
muscle 

第三章 神经系统 

Chapter 3 Nervous system 

神经系统的组成；神经的兴奋与传导；神经元间的功能联系及活动；神经系统的

功能 

Composition of the nervous system, nerve excitement and conduction, functional 
connections and activities between neurons, nervous system function 

第四章 感觉器官 

Chapter 4 Sensory organs 

视觉器官；听觉器官和前庭器官；其他感觉器官及感受器 

Visual organ, auditory and vestibular organs, other sensory organs and receptors 

第五章 血液及循环系统 

Chapter 5 Blood and circulatory 
system 

血液；循环系统的组成及生理功能；儿童和青少年血液循环的功能特点 

Blood, composition and physiological functions of the circulatory system,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blood circulation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第六章 呼吸系统 

Chapter 6 Respiratory system 

呼吸器官；呼吸运动与肺通气；呼吸气体的交换与运输；呼吸运动的调节 

Respiratory organs, respiratory exercise and lung ventilation, exchange and 
transportation of breathing gas, breathing adjustment 

第七章 消化系统 

Chapter 7 Digestive system 

消化系统的组成；消化器官的形态结构；消化与吸收；消化器官的调节 

Composition of the digestive system, morphological structure of digestive organs,   
digestion and absorption, regulation of digestive organs 

第八章 泌尿系统 

Chapter 8 Urinary system 

肾的结构；尿形成的过程；尿液的浓缩与稀释；尿生成的调节；排尿及其调节 

Structure of the kidney, process of urine formation, concentration and dilution of 
urine, regulation of urine production, urination and regulation 

第九章 内分泌系统 

Chapter 9 Endocrine system 

内分泌与激素；下丘脑与垂体；胰岛、肾上腺及其他内分泌腺和激素 

Endocrine and hormones, hypothalamus and pituitary gland, pancreatic islets, adrenal 
glands and other endocrine glands and hormones 

第十章 人的生命历程 

Chapter 10 Human life course 

生殖系统的构造和机能；生殖机能的调节；有性生殖的过程；着床；妊娠和授乳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reproductive system, regulation of reproductive function, 
process of sexual reproduction, implantation, pregnancy and lactation 

人体胚胎发育及其规律；人体各器官的发育；影响生长发育的因素；衰老 

Human embryo development and its laws, development of human organs, factors 
affecting growth and development, senesc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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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这门课？”，以及“在这门课中我们会学习到

什么？”，帮助学生明确“人体解剖生理学”课程在

“认识自身的生理结构特点” “帮助他人选择急救

医疗措施” “特殊学校教育教学”等方面的重要价

值。其次，以“人体的奥秘”为内容，精心编排有

关人体的奇妙知识进行激趣导入，激发学生学习

的兴趣。如，“人脑神经元的数量与银河系中的

恒星的数目相差无几，为 150 亿” “人的腿和脚每

平方厘米平均要承受 350 公斤的压力” “如果把人

的大脑的新陈代谢转化为能量的话，它所产生的

能量相当于一只 20 W 的电灯泡所发出的能量”

等。最后，详细介绍本课程的学习内容和学习要

求，以便明确课程学习目的、学习规范以及学习

秩序等。 

3  丰富教学方法和手段，提高教学质量 

教学方法与手段的选择，关系到课堂教学质

量的提升。同样的教学内容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和

手段来完成，最终达成的教学效果也会不同。通

过不断地改革与探索，我们在特殊教育专业人体

解剖生理学课程教学中，采用了以下教学方法与

手段。 

3.1  理论结合实际 

人体解剖生理学是一门理论应用型学科，既

有诸多关于人体的理论性知识，同时也有着较强

的实践应用性。因此，在课堂讲授的过程中应注

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通过搜集与人类自

身、人类生活和特殊儿童等相关的实例，提高学

生的学习兴趣，加强理论性知识与学生实际生活、

专业之间的联系。一方面便于知识的理解与应用，

另一方面为学生今后从事特殊教育专业的工作与

学习奠定基础。如，在“血液与循环系统”一章的

讲解中，参考他人的做法，引入学龄前儿童接种

疫苗的实践案例，从不同时间段接种疫苗的类型、

疫苗的发展、疫苗的作用机理、接种疫苗前后的

注意事项等让学生在全方位理解免疫机制的同时

注重对知识的实践应用[4]。又如，在讲解“视觉器

官”内容时，结合青少年视力异常 (近视、远视、

散光)，从眼球结构、结构异常、功能异常等方面

让学生详细了解视力异常的机理，并结合所学理

论知识对各种视力异常提出相应的矫正策略。 

3.2  小组合作学习 

在我国的大学教学中，传统的“讲授式”教学

依然占据着统治地位。然而，当所传授的知识是

高度抽象的，而且是封闭的，与学生的生活经验

相脱离的时候，学生便无法体验其中的意义和价

值，从而难以激发其求学兴趣[5]。因此，如何改

革“人体解剖生理学”课程的教学方法，成为我们

进一步探索的关键问题。 

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将合作学习模式由中小学引入大学教学，越来越

多的大学教师开始关注合作学习。实践研究表明：

大学生合作学习是影响本科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

因素，可以有效提高大学生的学习效率和学习成

绩[6]；有利于提高学生在教学进程中的参与度，

活跃教学氛围；有利于学生同伴之间的相互促进、

相互影响，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协作精神；有

利于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创造性，提高学生学习、

合作、交流、分析与解决问题等综合素质[7-9]；有

利于提高大学生追求成功的倾向；有利于降低大

学生避免失败的倾向[10]。基于此，我们尝试在特

殊教育专业人体解剖生理学教学中进行小组合作

学习，具体做法如下：第一，采用随机组合的方

式将学生分成 5–6 组，每组 5–6 人，之后按照“组

内异质、组间同质”的原则适当调整，确保各小组

在人员分工、能力差异等方面保持一致。第二，

每节课设置 1–2 个探究主题让学生进行合作探

究。如“血凝的基本过程与原理” “视力障碍的原因

及矫正” “体循环与肺循环的基本过程与特点” 

“肺通气与肺换气的基本过程与特点” “影响能量

代谢的因素” “体温调节的过程” “人体三大防线”

等。第三，小组讨论后进行展示交流。小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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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后，小组成员再将本小组讨论结果进行汇总、

整理，向全班同学进行汇报。 

3.3  融合信息技术 

随着多媒体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其与教育

教学的整合逐渐成为大学课堂教学的发展趋势，

甚至有人断言“‘互联网+’背景下的课堂教学已经

进入了‘教学 3.0 时代’”[11-12]。因此，我们利用信

息技术的方法和手段，在特殊教育专业“人体解剖

生理学”课程教学中进行了相应的探索，具体如

下：第一，借助 PPT 等多媒体手段，通过视频、

图片、动画等形式进行展示，将抽象的教学内容

和复杂的过程直观化、动态化，便于学生理解。

如采用视频和动画材料可以较为容易的理解“人

体的三大防线” “细胞的增殖” “体循环与肺循环” 

“人的胚胎发生与生长发育”等过程。第二，借助

“云课堂” “雨课堂” “微助手”等教学平台，进行课

堂教学的组织、管理等。如，出勤率、抽查学生

回答问题、学生回答问题情况、课前预习情况、

课后作业情况、课后提问等，均可以通过自媒体

设备 (手机、平板、电脑等) 在教学平台上完成，

实现教师及时了解学生学习情况，随时随地地与

学生进行交流沟通。第三，借助“3D Body”等解剖

软件，提高教学质量。“3D Body”解剖软件是一款

可以在手机等移动终端上安装的数字化人体三维

结构解剖学软件，软件中的人体三维解剖结构，是

根据真实人体三维数据重建得来，包含男性、女性

两套数据，一共涵盖人体 12 大系统、5 000 多个

解剖结构的三维形态图像，应用该软件能够较好

地提高人体解剖生理学课程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

效果[13]。学生不仅可以清晰地看到 3D 形式显示

的人体各个系统组成、各个器官的位置结构及其

毗邻关系，并且可以对图像进行 360°旋转，多方

位、多角度的观察人体各个部位的结构特点和位

置关系。除此之外，由于学校为本课程的开设专

门提供了“多媒体互动教室”，因此我们也将“多媒

体互动”方式在教学中进行了实践应用。通过多媒

体投屏软件，学生可以及时地将自己小组讨论的

结果通过手机与大屏幕相连接，大大增强了讨论

与交流的便利性，同时也较好地增强了学生参与

小组讨论和课堂教学的积极性、主动性。 

3.4  模型与建模 

模型与建模是自然科学教学中极其重要的工

具和方法。以模型为直观教学工具，可以较好地

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加深学生对抽象知识、原

理等的理解。同时，建模能力是自然科学的核心

能力，也是学生终身发展所必备的关键能力，它

不仅能将学习者的心智模型外显化，还能通过对

现象或概念的表征、评估和检验，促进学习者思

考并建立更为完整的心智模型[14]。因此，结合特

殊教育专业学生的实际情况，我们采用模型展示

和学生自主建模的教学方法。一方面，通过展示

人体结构模型，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增加学

生的感性认识，促进学生所学知识经验化、直观

化，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应用知识。如，通过

教师展示“眼球结构”模型，并对模型进行拆解，

帮助学生直观地认识虹膜、巩膜、瞳孔、视网膜、

睫状体、脉络膜等的形态、结构和位置。又如，

利用“人体解剖模型”，让学生直观地认识人体  

各个器官的形态、位置及其功能。另一方面，通

过建模的方式，让学生自主建构人体相应器官、

系统的结构模型，让学生在动手动脑中完成知识

的转化，更好地理解所学知识。如，制作“细胞结

构模型” “DNA 双螺旋结构模型” “呼吸过程中膈

肌的作用模型” “血液循环模型”等。 

4  改进课程评价方式，以评促学 

“人体解剖生理学”课程传统的考核评价方式

主要为笔试，由于课程内容较多，加之学生学习

背景等原因，学生很担心考试，常把学习时间花

在“死记硬背”上。此种考核评价方式不利于学生

各方面能力和思维的培养。因此，我们在借鉴生

命科学类专业考评方式的基础上[15-18]，针对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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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特殊教育专业人体解剖生理学课程评价及考核

方式进行了改革，以达到“以评促教”的目的，具

体如下：第一，改变成绩组成。调整平时成绩与

考试成绩之间的比例，增加平时成绩比例，使平

时成绩比例占 50%。第二，增加平时成绩组成，

出勤占 30%，课堂提问占 20%，课堂交流占 30%，

平时作业占 20%。第三，改变考试试题形式，去

除死记硬背的客观题，增加有关人体解剖生理学

的热点问题、实际问题以及教育教学中的具体问

题等方面的论述和分析题。如，“针对目前青少

年近视、远视、散光等视力障碍越来越多的现象，

假如你是老师，你会对家长给出哪些建议？”。

第四，注重过程性评价，重点评价学生在小组合

作学习过程中的参与程度、与他人的合作程度等，

并将其作为平时成绩的重要考核指标之一。 

5  改革成效 

通过近年来在特殊教育专业“人体解剖生理

学”课程教学实践中的不断改革和探索，在学生学

习成绩、学习兴趣以及对课程的认可度等方面均

取得了显著效果。 

从学生的期末成绩来看，平均分呈现逐年上

升趋势，由 2017 年的 66.53 分上升到 2019 年的

74.17 分；60 分以下学生人数逐年减少，70 分、

80 分以上的人数显著增加 (图 1)。这充分说明，

改革之后的“人体解剖生理学”课程越来越契合特

殊教育专业学生整体的认知能力和学习特点，设

置的教学方法和学习策略能够有效提升特殊教育

专业学生的学习效果。然而，从统计数据中发现，

高分段学生的比例无明显变化，甚至呈现倒退趋

势，这也不得不迫使我们对课程内容、教学方法、

评价方式等做进一步反思。 

在对前 3 届学生期末成绩进行统计的基础

上，我们也针对目前正在进行该课程学习的

2020 级特殊教育专业学生做了问卷调查，调查主

要围绕对该课程的学习兴趣，对课程内容、教学 

 
 
图 1  近 3 年学生期末成绩分析 
Fig. 1  Analysis of final grades of students in the past  
3 years. 

 
方法、考试评价等的满意程度来进行。从调查结

果来看，学生对改革之后的课程内容、教学方法

和考试评价的满意度均在 80%以上，对于该课程

的学习兴趣较高 (表 2)。 

6  总结 

通过多年来对特殊教育专业“人体解剖生理

学”课程内容、教学方法、课程评价等方面进行优

化与改进，增强了该课程与特殊教育专业学生的

适切性，逐步满足了特殊教育专业学生的学习需

求，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积极性和参与性；

同时也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学习成绩和课程教学质

量，有效培养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 

目前，关于“人体解剖生理学”课程与教学改

革的探讨多见于医学类、生物学类等专业，也偶

见于学前教育等专业，在特殊教育专业对于该课

程体系和教学改革的研究并不多见。然而，“人体

解剖生理学”作为特殊教育专业课程体系中非常

重要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对于学生学习特殊教

育相关专业理论知识和教学实践等均具有重要意

义。从当前教学实践和研究情况来看，在特殊教

育专业“人体解剖生理学”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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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学生学习兴趣及对课程满意度调查表 

Table 2  Survey of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and their satisfaction with courses 

选项 

Items 

非常同意(%)

Very satisfied

同意(%)

Satisfied

不知道(%)

Don’t know

不同意(%) 

Unsatisfied 

非常不同意(%)

Very unsatisfied

你对本课程的学习很有兴趣 

You are very interested in studying this course 

41.94 48.39 0 3.23 6.45 

你对本课程内容的设计非常满意 

You are very satisfied with the design of the 
contents of this course 

29.03 54.84 3.23 6.45 6.45 

本课程内容的设置对你特殊教育专业课的学习

有帮助 

The contents of this course is helpful to your 
special education courses 

25.81 58.06 9.68 0 6.45 

老师的教学方法有助于本课程的学习 

The teacher’s teaching methods are helpful to 
your study of this course 

38.71 51.61 3.23 0 6.45 

无论老师采用何种教学方法，你都会积极参与

其中 

No matter what teaching methods the teacher 
adopts, you will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it 

35.48 45.16 9.68 3.23 6.45 

本课程的考试评价方式合理 

The evaluation way of this course is reasonable 

45.16 41.94 3.23 3.23 6.45 

 
还存在诸多问题，如保障课时总量、完善实习实

训环节、加强实验教学、加强其与其他专业课之

间的衔接和联系等，这些问题将是未来改革和发

展的趋势，同时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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