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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体解剖标本在人体解剖学实

验教学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经

过对不同层面不同标本的观察与测

量，在解剖学课程中坚持以教育为

基本原则、以课堂教学为基本方针、

以人体解剖学标本为教育重点，在

标本的挑选、制备、收藏，以及标

本陈列室使用方面都做出了有益探

索，并获得了较为理想的教育效果。

文章对人体解剖标本在人体解剖学

实验教学中的学习思路及学习方法

展开探讨，以提高教学质量。

关键词：人体解剖标本；解剖学；解

剖学教学

如何发挥人体解剖标本在解剖学教学中的作用

解剖学有着强大的实用价值和

操作性，它不仅是学生掌握现代医

学的基础知识，还是学生掌握医学

的必修课。随着素质教育进一步开

展，现代解剖学的课程也越来越丰

富，在新趋势的引领下，现代解剖

学有了相应的变化。但是由于现代

解剖学内容的复杂性和乏味性，部

分学生对所学逐渐失去兴趣和信心，

并且掌握现代解剖学需要超强的记

忆力，也造成了很多学生缺乏学习

积极性，教学效果不佳。因此，人

体解剖标本就是解剖学教育过程中

最关键的直观教具，综合利用各种

身体和局部标本才能获得意想不到

的教学成效。在人们普遍崇尚应用

多媒体的时候，真实的样本更加能

够抓住学习者的注意力，从而调动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理论知识与实

践的有机融合，还可以更有效地调

动教师的主导作用，这样增进教学

交流的最终目的就是使学生正确地

理解和牢记复杂的解剖学理论知识。

在几年的教育实践中，新乡医学院围

绕突出科学教育主体意识，以科学

课堂教学水平为主要评价指标，以

人体解剖学标本为中心进行科学教

育工作，在标本陈列室的选择、制作、

收藏与使用等方面，作出了有益的

尝试。

一、 学习人体解剖学必须遵

循的观点

掌握人体解剖学，应当坚持利

用科学的逻辑思维方法，在基本分

类的基础上加以概括与综合，以达

到更全面、准确地掌握人体形态结

构特征的目的。

( 一 ) 形式与机能统一

人体的各种脏器都有自己特殊

的机能，脏器的形式构造是其机能

的物质基础，机能的变化制约着脏

器形式构造的变化，而形态构造的

变化又会导致机能的变化，这便是

形式与机能互相制约的观点。四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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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乳动物的前肢和后肢也具有同样

的结构特点。

( 二 ) 局部与整体统一

身体是由许多脏器系统构成的

有机统一的整体，所有脏器系统都

是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所

有脏器系统或部分与整体之间、各

部分之间以及脏器内部，都在构造

与功用上彼此联系、相互作用。因

此，肌腱的附着能够使骨头表面产

生突起，有规律性的肌腱运动能够

促使心、肺以及其他脏器的生长发

育。局部受伤不仅会影响邻近部分，

还会危害整个个体。

( 三 ) 进化发展观

人类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这

是谱系学的结果，人类的发展也反

映了谱系的过程。现代人体不断发

展变化，人体的一部分形状和结构

经常出现变异或变形。变异是指个

体差异，发生率低，但对形态和功

能影响不大。虽然畸形发生率很低，

但严重影响人体形态、功能和结构

的变化。有些突变和先天性畸形是

由于基因（如多胎、多尾、多毛等）

或发育（如手部的额外肌肉）所致，

而另一些则是由于胎儿发育不良所

致（如没有肾、没有四肢等），有的

是分裂或融合异常（如输尿管功能

障碍、马蹄肾等）或异位发育（如

内脏倒置）。出生后，身体形态仍在

发育。在不同的年龄阶段，社会生

活条件和工作条件都会影响身体形

态和结构的发展。不同性别、不同

地区、不同种族的人，甚至每个人

都可能有所不同，这些都是常见的

现象。从进化的角度研究人体形态

可以更好地理解人体。

( 四 ) 静态与动态统一

随着生长发育，人体器官的构

造也出现了许多改变。通常人们所

研究的身体样本是固定样本，器官

构造则是特定阶段或一定时间的静

态图像。为了正确掌握活体的动态

构造与特征，人们还需要把活体的

静态构造与动态特征紧密结合起来。

比如，当人体关节处在不同的活动

范围内时，四肢血管结构和神经系

统的体表投影就会出现较大的改变。

但另一种例证也表明，在呼吸最活

跃的各个时段，胸腔和腹内部位的

生物状态都会有较大不同。在正确

把握这个问题上，除了运用上述理

论方法，人们还应重复使用以下方

法，了解和把握人体的外部结构，

从而更正确、全面地理解和掌握形

态学内容。

二、 人体解剖学学习的思路

及方法

运动结构中主要包含骨骼、骨

连接节，以及骨骼肌。骨骼肌起着

杠杆作用，构成了人运动的主枢纽。

骨骼和滑膜关节是人体运动系统的

被动部分，而骨骼肌则构成了人体

运动系统的主导部分。骨理肌理理

论总论、滑膜关节学说总论和肌腱

学说总论，对于有关骨骼肌和肌腱

的各理论均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是人们探索其运动原理的重要理论

依据。例如，骨骼的结构改变，主

要是受心肌的收缩力牵拉、血管神

经的经过和贯通以及与邻接脏器互

相挤压等所导致。解剖学上也给出

了不同的外形特征名称等，如骨面

凸起（突、隆起、粗隆、结节、嵴）、

骨面凹陷（窝、凹、小凹、压迹）、

骨的空腔（腔、窦、房、小房、管、道）

和骨端膨大（头、小头、髁、上髁）等。

骨骼与骨骼的相互结合形成身

体框架，起支撑、保护和运动的作用。

支撑保护需要牢固，运动要求灵活

性，而骨架的结构则表现出了这对

相互矛盾的联系。上肢机能的主要

体现就是灵活性，而下肢机能则为

稳定性，这就决定了上、下臂骨骼

构造的共同特点。学生必须根据此

思路加以分析比较，才能够了解掌

握身体各个部位骨骼的构造特征，

以便于进一步了解对各个部位骨病

损害的整形修复方法。同时，还要

根据患者的年龄、个性、运动技能

来分析，侧重点在于是灵活锻炼还

是稳定地支撑。

三、 在解剖学教学中发挥人

体解剖标本作用的策略

( 一 ) 使解剖标本成为切实有效

的教学工具

人体解剖学是研究一般人类身

体外形构造的基础科学，是中国现

代基础医学高等教育的主要支撑学

科。人类身体的基本形态结构及其

发展规律毫无疑问地将为学生掌握

其他基础学科奠定了更坚实的理论

基础。同时，因为在教学中使用了

大量精美的实物标本，所以多媒体

教学课件的效果也将远远超过传统

多媒体教学课件。研究腹膜形成过

程是人们了解腹腔结构的基础和难

点。但是如果简单地利用幻灯片和

挂图来说明腹腔的不同部分，那么

学生将很难了解腹膜和腹腔脏器之

间的互相关联。对腹膜内、腹膜间

和腹膜外部位的分类，是研究腹腔

临床课程的主要依据。

于是人们便可依据胚胎生长与

发育过程中的腹膜移动状况，采用

比较简单的缝合技术缝合胚胎生长

与发育早期的胃部、十二指肠、空肠、

回肠和高温模型等。在教学上，教

师在讲述了腹腔脏器的衰退与转移

情况后，首先运用标本模型进行介

绍，再利用幻灯片的图像信息加以

说明。借助视觉展示，学生立刻就

非常形象地认识了腹膜与生殖器之

间的位置关系。对人体解剖标本的

使用，不但使学生较为牢固地掌握

了这一知识点，而且受到了这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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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方式的影响，促进学生比较主动

地掌握了各种胚胎学信息，并由此

达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另外有一

种案例，就是教师在描述神经系统

功能之后还展出了显示不同月龄胎

儿脊髓结构的固定标本，使胎儿的

躯体形状以及身长比例与脊髓发育

程度之间的关系一览无余，并由此

引起了学生的研究兴趣。此外，有

关先天唇腭裂、脊椎裂和其他神经

系统与遗传疾病的研究样本，给学

生留下了强烈而深入的印象。

( 二 ) 使制作解剖标本成为有力

的教学辅助手段

在几年的教育实验中，新乡医学

院一直贯彻“学生亲自制作 1 ～ 2 个

样本，进行评估和评分”的实课研究

方式，要求学生在实习课上不但解

剖身体并自制标本，还需要根据各

个肌腱的基本特征和情况制作不同

系统的标本。在带有新鲜肌腱的人

体上，指导学生制作了可以清晰表

现内侧和外侧，以及前后交叉韧带

断裂状况的膝盖标本并留取。对于

肌肉状态不良、脏器保护良好的人

体，教师可指导学生以解剖图中所

表达的“胰腺、十二指肠、右肝和

胆囊之间的关系”为蓝本，制作相

关的标本。在每学期的教学中，教

师还应选用一具男子人体与一具女

子人体，指导学生制作一套完整的

男子和女子泌尿生殖器官标本。这

些标本不能仅是瓶装或堆叠，必须

经过精心雕琢才能变成真正的精品。

而且样本制作的完成并不代表工作

就已经完成，教师还须要求学生根

据自己所制定的样品表格，精心描

绘样品的彩绘或黑白图片，并附上

简单的说明文字。

该教学模式以练习和制作解剖

学标本为中心，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练

习解剖学的积极性。为做出一个精

美的标本和交一个完美的作业，学

生必须努力学习标本制作技术和研

究相关解剖学。同时，通过手工制

作标本让学生也可以了解简单教科

书内容之外的知识，训练提高他们

对身体构造的宏观认识和三维观念。

最关键的是，这种模式极大地节约

了教学的时间，确保了每一个解剖

学实验课的教学目标。因此，指导

本科生自己做解剖学标本已经成为

一个有效的教学指导方法。

( 三 ) 使人体解剖学标本陈列室

成为素质教育基地

人体解剖学标本陈列室也是学

院进行专业教育的重点设施之一，共

有将近 2500 多种人体解剖学标本，

包括比较解剖学、运动、消化系统、

呼吸、泌尿生殖、循环和神经七个

部门。其中，大量运动神经系统标

本组成了该馆的主题博物馆—“大

脑博物馆”。在大量的运动系统标本

中，它不但涵盖了人类的所有骨骼

的基本模型，而且介绍了手臂、腰、

髋、膝和踝部的各关节的整体特点

与构造，并从内、外、上、下等方面，

充分介绍了骨骼与四肢肌腱的分布

与活动，以及消化功能和呼吸系统

的疾病， 涵盖了切除腹腔或上背肌后

胸腔和腹腔内动物脏器的部位及其

前后视图，还包括各个脏器的相邻

结构和内部结构等。除一般人体解

剖学标本之外，泌尿生殖系统还配

备了一套较完整的男子睾丸后裔标

本、孕妇子宫标本、异位妊娠等。

人体循环系统标本中含有全世

界罕见的全身血管铸形标本，另外

还有两套完整的血管和静脉系统铸

形标本。深层血管和浅层动脉的结

构以完好、精美的模型，共同构成

了直立人的真实面貌。心脏的结构

显示得十分详尽，含有由四个心腔

各个部位打开的心肌标本，以及各

个局部解剖部位的心血管分布标本。

胃、小肠、阑尾和肾脏等特殊部位

的血管有更详细的标本和书面说明。

在解剖学课程的开始，将学生带到

珍贵的动物标本陈列室，教师引导

他们浏览动物标本陈列室，以形成

对动物身体构造的整体认识；在学

习活动中，再次走进展厅帮助学生

进一步地认识身体各个脏器和系统

的解剖学构造；在学习活动完成后，

在动物标本陈列室的经历让学生有

了看电影的感觉，把过去学习的东

西一幕一幕地联系了起来，有助于

学生复习，进而形成坚固的、不可

磨灭的记忆。标本陈列室的建立与

利用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让学生更深刻地把握了人体解剖学

的基本结构，从而形成了人体解剖

学教育的重要基础。

人体解剖学标本是学生学好人

体解剖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生

的良师益友。实践证明，以人体解

剖学教学标本的方式，不但能够指

导学生利用科学理论知识联系和实

践，训练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

思想，而且可以通过把自制标本作

为学校课外活动的重点项目，让学

生在采集和自制标本的过程中启发

自然科学思想，并借助学校对标本

展示厅设备的不断完善与创新，逐

步提高医学生对人体结构与运动机

制等自然科学问题的更深层次的理

解，并由此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迅

速提高。（作者单位系新乡医学院三

全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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