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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原生物学》是一门重要的基础医学学科，是生命科学的

重要组成部分。《病原生物学》的实践性较强，实验室教学一直

是该学科的重要部分。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虚拟现实技

术（ｖｉｒｔｕａｌｒｅａｌｉｔ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ＶＲＴ）的出现为《病原生物学》的

实验教学提供了一条新的教学模式［１］。本文就虚拟实验室

（ｖｉｒｔｕａ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ＶＬ）的基础知识及其在国内高校的应用现

状进行简要介绍，并利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 ＶＬ模式应用于

《病原生物学》的实验教学的可行性进行探索及效果评估。

１　ＶＲＴ与ＶＬ概念

ＶＲＴ是基于计算机系统产生的一种可以创建和体验虚拟

世界的现代科技。它综合了计算机的图形图像处理、模式识

别、智能技术、传感技术、语言处理、音响技术及网络技术等多

门学科技术，让使用者获得视、听、触的三维立体感受，从而产

生身临其境的互动视景仿真体验［２］。ＶＬ是指利用虚拟现实、

图形影像及仿真等技术，在计算机上创建一个可视化的虚拟实

验环境，在该环境下通过操作鼠标、键盘来控制每一个代表不

同实验器材的可视化器件从而进行各种实验。ＶＬ是基于

ＶＲＴ的应用研究，具有教学模式新颖、实验成本低、实验效率

高、安全性高及开放性好等优点［３］。随着 ＶＲＴ的逐步发展，

ＶＬ在医学实验教育领域的应用价值开始凸显。

２　ＶＬ教学的应用现状

由于ＶＬ具有传统医学实验室无法比拟的特点和优势，国

内一些高校开始尝试在医学实验教学引进ＶＬ教学模式，并取

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４］。ＶＬ教学模式为探索《病原生物学》

实验教学模式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如２００３年初第一军医

大完成的首例女虚拟人的数据采集，医生利用远程医疗虚拟现

实系统在虚拟患者模型上进行手术，从而通过网络传送实现对

危急患者实施远程手术［５］。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第二军医大学开

始建立生理学及机能学 ＶＬ，成果模拟了蛙心灌流、哺乳动物

血压调节、动作电位的产生机制和记录方法等实验。近年来，

该校升级原有实验，初步建成了机能学 ＶＬ
［６７］。南方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临床医学院完成建设的《病原生物学》ＶＬ，学生可

通过电子文稿学习基本理论、观看动画放映的操作过程、配有

操作细节和讲说配音，从视、听、感３个方面达到身临其境的感

觉［８］。截止２０１２年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开发了１０个虚拟

实验课件和４个实验教学视频，包括有常压蒸馏操作、色谱分

析、分光光度法测定Ｆｅ３＋水平、卵磷脂的提取，以及组成鉴定

的Ｃｈｅｍｄｒａｗ视频教程、解热镇痛药阿司匹林的合成鉴定、水

平测定及复方阿司匹林的成分分析视频教程等共计５１学时的

实验课程。同时还建立了医学化学 ＶＬ，从而以全新的实验教

学模式拓展了传统实验教学方式，更好地促进了学生对医学化

学实验的学习［９］。

３　ＶＬ教学与传统实验室教学模式的调查比较

为了探索ＶＬ教学模式在《病原生物学》实验教学应用的

可行性及效果，作者对四川大学２０１２级预防医学专业的４０名

本科生进行了网络ＶＬ的体验调查，并让学生填写了传统实验

和虚拟实验优势与局限比较的调查问卷（问卷有效回收率

１００％）。通过调查发现，ＶＬ教学模式与传统实验室教学模式

在《病原生物学》实验应用中有如下特点。

３．１　《病原生物学》传统实验室教学模式的特点　作者调查发

现，７５．０％的学生认为传统实验室的两大优势在于亲自动手操

作，真实实验仪器及学生之间、师生之间能方便地进行交流与

讨论。另外，也有部分学生认为其优势在于能够接触真实的实

验材料和近距离观察实验结果等。说明传统实验室教学方式

在事物的真实感和情感互动方面具有较大优势。传统实验室

教学模式也有不足之处，特别是实验室开放时间有限和实验仪

器设备更新慢等客观条件均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进行实

验探索能力的培养。调查发现有７５．０％的学生会因为实验室

不能随意开放，通常会放弃想法。另外，传统实验室教学模式

是一种以教师讲授为主的单一传统教学模式［１０］。在此模式

中，学生常处于被动接受状态，而不利于学生发散思维和创造

性思维的培养，不利于提高学生的设计能力与创新能力。针对

传统实验室教学在时间及教学场地等方面的不足，ＶＬ应用于

《病原生物学》实验课的教学有广大的市场需求。有８７．５％的

学生非常希望或比较希望能有一个通过网络随时都可以进入

实验室的ＶＬ，用于设计相应的实验进行验证并解决学习过程

中产生的疑问。

３．２　ＶＬ教学方式的特点　基于虚拟技术的 ＶＬ教学方式相

比传统实验具有一定的优势，如不受实验器材、实验材料以及

实验时间的限制，可在虚拟实验中进行可重复操作实验；学生

可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安排通过虚拟实验软件预习实验，从而对

实验步骤有更清晰的了解；摆脱传统实验室仪器与材料有限的

局面，学生可自行设计综合性、创新性实验；课后学生可随时进

入ＶＬ系统进行实验验证或复习。此外，ＶＬ可减少生物安全

隐患、节约实验教学成本和资源、打破空间限制进入物体内部

进行观察等。作者在调查 ＶＬ对提高学生各方面能力的作用

时，发现有６０．０％的学生认为使用 ＶＬ后，对实验课的学习兴

趣比以前有所提高；在真实实验中遇到困难时，８０．０％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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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联系ＶＬ过程来解决这个难题；７０．０％的学生认为通过 ＶＬ

进行实验提高了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只有１５．０％

的学生认为提高了观察能力和动手能力。故作者认为 ＶＬ教

学模式在《病原生物学》实验课教学的应用，有利于培养学生的

设计实验能力与创新能力；但由于虚拟实验缺乏实物感，且受

固定程序设定的影响，依赖于鼠标键盘的操作有可能在一定程

度上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观察能力。另外，ＶＬ也存

在着一些缺陷，如目前ＶＲＴ很难完全客观真实地反映生物学

的复杂性，且很难精确模拟如空气湿度、颗粒成分等现实实验

环境，故实验结果难以排除与现实实验中的差异性。

４　ＶＬ教学模式在《病原生物学》实验室教学中应用的建议

虽然ＶＬ有着传统实验室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如可重复操

作、不受环境和时间限制、节约资源、安全性高等，但传统实验

室能亲手操作实验器材从而体验更客观、更真实的实验过程和

结果，这一优势使得 ＶＬ无法完全替代传统实验室。调查发

现，学生更喜欢实际操作（占调查者的４７．５％）以及实际操作

与虚拟操作相结合的实验方式（占调查者的４５．０％）。可能由

于单纯的虚拟实验缺乏实物感且很难完全反映生物学的复杂

性，所以，调查发现只有７．５％的学生喜欢虚拟操作。作者发

现８２．５％的学生认为高质量的实验课应该达到提高学生独立

设计实验、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教学效果。要

达到上述的实验教学效果，作者认为应该在《病原生物学》实验

课的教学过程中将拟实验与传统实验教学模式有机融合，才能

使二者发挥各自的优点。

为了将ＶＬ教学模式更好地应用于《病原生物学》实验课

教学，作者提出以下建议：（１）提倡学科交叉。加强《病原生物

学》与电脑信息技术等学科之间的交流，使虚拟实验技术结合

学科应用特点不断完善。（２）以实为主，以虚为辅，长短互补，

各尽其能。在《病原生物学》的实验教学过程中，在利用ＶＬ的

诸多优点的同时应注重发挥其对传统实验室的辅助作用。

ＶＬ在《病原生物学》实验教学中具有重要的辅助作用，但

其操作客观真实性等方面还亟待相关领域进行更好的技术支

持。传统实验室在拥有现实操作条件的优势的同时也存在着

各种不足。只有将ＶＬ与传统实验室教学模式有机结合，才能

提高学生独立设计实验、动手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达到高

质量的《病原生物学》实验课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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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发展以及人们对健康需求不断增高，学会自救互

救，避免不必要伤亡，维护健康与生命，已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

需要和趋势。创伤现场救护是院前急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遵

循时间就是生命的宗旨。及时、正确的创伤现场救护对伤员的

伤情恢复程度以及能否存活至关重要。学生是一个容易受到

伤害的群体，极易发生意外事故［１２］。在青壮年人群中，创伤位

居死因的首位［３］。因此须重视青少年学生创伤现场救护知识

与技能的普及，让其成为培训的优先人群，从而使其学会基本

的自救互救本领，增强应对灾害和意外事故的能力。本研究从

分析初中生创伤现场救护知识与技能水平切入，立足于培训的

实施效果，探讨如何有效地开展初中生创伤现场救护培训，以

期为初中生创伤现场救护能力培养的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按照整群随机抽样方法，从前期参与现状调

查的遵义市汇川区某中学七年级５００名学生中，以班级为单位

从中随机抽取４个班级，以抽取班级的所有学生作为研究对

象，共抽取３０２名学生进行培训。其中男生１５６人（５１．６６％），

女生１４６人（４８．３４％），年龄为（１３．１３±０．６７）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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