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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当前高职院校中药药理学实验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结合现代网络和计算机的发展，本研究以学
校２０１９级专科生为研究对象，采用虚拟仿真技术的实验教学模式，评价并分析不同招生类型学生的教学反馈。数
据表明：虚拟仿真技术实验教学优势明显；不同招生类型的学生对虚拟仿真技术的认可度具有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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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药药理学是以中医药基本理论为指导，以中
药功效主治为基础，研究中药与机体的相互作用

及其机制的学科。中药药理学实验是中药药理学

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开展实验教学，深化学生对

理论知识的理解，掌握实验设计的基本原则和基

本操作技能，培养他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但是中药药理学实验课程面临实验动物消耗大、

实验用药短缺、实验场地受限、生物安全风险大以

及学生学时缩减的困境。如何有效解决，这一问

题迫在眉睫［１］。

虚拟仿真技术以其主题鲜明、问题聚焦以及

交互性强等特征，正被普遍应用到诸多学科的教

育教学中。它运用虚拟现实、人机交互、数据库、

网络通信等技术手段，模拟真实的实验环境和实

验对象，实现直观的实验效果和快速的实验响应，

克服传统实验教学中高危极端环境、不可见等弊

端［２］，弥补传统实验教学课程管理烦琐、学习过程

难监控等问题［３］；同时它能促进信息化与教育深

度融合、创新高校实验教学改革、师资队伍建设水

平提升、学生技能竞赛创新创业意识提高、深化虚

实结合、科教融合、产教联合的实验实践教育教学

体系的建设［４６］。

基于此，笔者将虚拟仿真技术运用在中药学专

业的中药药理学实验课程，并以本校２０１９级专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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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对象，设置基于虚拟仿真技术的中药药理学

实验课程教学模式的评价，获得不同招生类型学生

对该模式的教学反馈，寻求有利于中药药理学实验

课程的教学方法及探讨不同招生类型对教学模式选

择的影响。

!

　中药药理学虚拟仿真实验课程的教学模式

针对大专学生的中药药理学实验，主要是依据

药性选取合适的中药材，分别作用于家兔或小鼠，观

察中药材对动物起到的药理作用，即主要观察中药

药效作用。本实验课程采用虚拟仿真技术的实验模

块有６个，按照课程顺序分别是：鱼腥草对发热家兔

的解热作用；生大黄、制大黄和大承气汤对小鼠排便

时间和数量的影响（炭末法）；附子炮制前后小鼠中

毒表现的差异；延胡索和醋制延胡索对小鼠镇痛作

用的比较（热板法）；酸枣仁对小鼠的镇静作用；党

参对小鼠记忆获得性的影响（水迷宫法）。每个实

验模块，笔者都设置预习、虚拟仿真练习和考核。

预习任务点设置实验目标、实验原理、实验材料、

实验操作等内容；虚拟仿真练习任务点设置逼真

的实验场景，提供具体的实验步骤，模拟操作。学

生反复练习待熟练后，可隐藏操作步骤，自主操

作。虚拟仿真考核任务设置为在规定的时间学生

完成操作（图１）。

图１　中药药理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流程

"

　中药药理学虚拟仿真实验课程的教学评价

利用问卷星平台，笔者制定并发放问卷调查。

问卷内容主要涉及学生对虚拟仿真教学平台的认

识、虚拟仿真教学平台对学生能力的影响、学生对虚

拟仿真教学平台的看法以及学生对教学方式的认识

４个方面，由１６题组成。部分问题设为“很不同意、
不同意、一般、同意、很同意”５个等级。此次调查共
发放问卷１２０份，回收有效问卷 １２０份，有效回收
率１００％。
２１　学生对虚拟仿真教学平台认可度高

６２５０％学生认为虚拟仿真教学平台能缩短实
验时间；６７５０％学生认为平台可使实验更加通俗易
懂、容易上手；７５８３％学生认为平台能解决传统实
验课存在的时间和空间制约，使学习随时随地；

８４１７％学生认为平台能解决传统实验课存在的耗

材浪费、动物死亡等问题，提高平台利用率；５６６７％
学生认为平台存在计算机操作机械化、结果单一的

问题。

２２　虚拟仿真教学平台提高学生能力
６０００％学生认为虚拟仿真教学平台提供生动、

逼真的学习环境，能够激发学习兴趣；７０００％学生
认为平台能够增强独立完成实验的能力；６７５０％学
生认为平台能够增强自主学习能力；６１６７％学生认
为平台能够提高探究能力；５１６７％学生认为平台能
够提高团队合作能力。

２３　学生对虚拟仿真教学平台使用满意度高
６５８３％学生喜欢虚拟仿真教学平台的教学方

式；８６６７％学生认为对本模式的实验教学满意；
５２５０％学生认为虚拟仿真教学平台方式与传统实
验教学方式差异大；只有２８３３％学生认为虚拟仿
真教学平台能代替传统实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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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学生对教学方式的认识
２４１　教学方式

列举相关哪种教学方式更有利于中药药理学实

验部分的学习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ＴＢＬ（Ｔｅａｍ
Ｂａｓ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以团队为基础学习法）、ＰＢＬ（Ｐｒｏｂ
ｌｅｍＢａｓ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以问题为基础学习法）、ＣＢＬ
（ＣａｓｅＢａｓ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以案例为基础学习法）、传统
实验、虚拟仿真、科研反哺（如对某一病名或中药进

行研究，先设计方案，后论证方案可行性，再开展相

关实验）这些教学法的各自占比都在２２％以下。其
中科研反哺教学法最高，占２１６７％；ＰＢＬ教学法最
低，占１０８３％。
２４２　虚拟仿真教学平台利用方式

对“如何利用虚拟仿真教学平台更有利用教

学”方面问卷调查结果显示：４７５０％学生认为将虚
拟仿真技术在传统实验教学课中交叉互用；３７５０％
学生认为将虚拟仿真技术作为传统实验教学的课后

延伸；１３３３％学生认为将虚拟仿真技术作为传统实
验教学的课前预习平台。

#

　不同招生类型学生对虚拟仿真技术实验课程教
学反馈

　　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１２０份。其中，单职招生
类型的学生发放问卷５８份，实际收到问卷５８份，有
效回收率１００％。普通高中招生类型的学生发放问
卷６２份，实际收到问卷６２份，有效回收率１００％。
基于总问卷的基础上，笔者对来自不同类型的专科

生的问卷再进行分析，以期研究不同类型的专科生

对虚拟仿真技术的中药药理学实验课程的教学

反馈。

３１　不同类型学生对虚拟仿真教学平台的认识
经卡方检验，在缩短实验时间、使实验通俗易

懂、学习随时随地、提高平台利用率 ４个方面，不
同招生类型学生的认识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
而在操作机械化方面，不同招生类型学生的认识

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笔者对缩短实验时间、
使实验通俗易懂、学习随时随地、提高平台利用率

４个有显著性差异方面的数据分析可知，最大的差
别是对“一般”和“很同意”选择的不同。在“一

般”选项上，普通高中学生的占比分别是４１９４％、
４１９４％、３２２６％、１９３５％；单职学生的占比分别
是 ２０６９％、１５５２％、８６２％、５１７％。在“很同
意”选项上，普通高中学生的占比分别是１６１３％、

１７７４％、２４１９％、２９０３％；单职招生学生的占比
分别是３４４８％、３９６６％、４４８３％、５６９０％。
３２　虚拟仿真教学平台对不同招生类型的学生能
力的影响

经卡方检验，在激发学习兴趣、增强独立完成实

验能力、增强自主学习能力、提高探究能力、提高团

队合作能力５个方面，不同招生类型学生的认识有
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数据统计显示，最大的区
别是对“一般”和“很同意”选择的不同。在“一般”

选项上，普通高中招生学生的占比分别是４３５５％、
２９０３％、３８７１％、４１９４％、４３５５％；单职招生学生
的 占 比 分 别 是 ２０６９％、１３７９％、１５５２％、
２２４１％、２９３１％。在“很同意”选项上，普通高中
招生 学 生 的 占 比 分 别 是 １４５２％、１４５２％、
１４５２％、１７７４％、１４５２％；单职招生学生的占比分
别是３４４８％、３６２１％、３６２１％、３６２１％、３６２１％。
３３　不同招生类型的学生对虚拟仿真教学平台的
认知

经卡方检验，在喜欢程度、满意程度２个方面，
不同招生类型学生的认知有显著性差异（Ｐ＜
００５）；而在差异性、代替性２个方面，不同招生类型
的学生的认识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喜欢程
度、满意程度２个有显著性差异方面的统计数据显
示，最大的影响因素是对“一般”和“很同意”选择的

不同。在“一般”选项上，普通高中招生学生的占比

分别是４０３２％、１６１３％；单职招生学生的占比分
别是１７２４％、５１７％。在“很同意”选项上，普通
高中招生学生的占比分别是１６１３％、５１６１％；单
职招生学生的占比分别是 ３７９３％、７５８６％。其
次，在整体喜欢程度上，即选择“同意”或“不同

意”选项之和，普通招生类型的学生达５１６１％，而
单职招生类型的学生高达 ８１０３％。在整体满意
程度上，即选择“同意”或“不同意”选项之和，普

通招生类型的学生达８０６４％，而单职招生类型的
学生高达９３１％。
３４　不同招生类型的学生对教学方式的认识

经卡方检验，在教学方式、利用虚拟仿真的方式

的差异性２个方面，不同招生类型学生的认识是无
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不同招生类型学生在教学
方式的选择上差异小，对各种类型的教学方式都有

选择。不同招生类型学生都认为应该以课中交叉互

用虚拟仿真平台为最佳，其次是课后延伸，最后才是

课前预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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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４１　线上线下虚实结合的中药药理学实验模式是
发展趋势

通过差异性分析，超过一半的学生认为虚拟仿

真教学方式与传统实验教学方式差异大。学生也认

为虚拟仿真教学方式不能代替传统实验教学方式。

说明线下教学的模式必不可少。但线上教学有诸多

优势，以虚拟仿真教学为例，以数据调查为基础，在

缩短实验时间、通俗易懂、克服空间和时间障碍、节

约成本、提高学生诸多能力方面有帮助。这提示线

上教学的模式还有很大发展空间。基于平台的线上

线下虚实结合在很多学科中也开始应用，效果明

显［７９］。基于此，笔者认为线上线下虚实结合的中

药药理学实验模式是发展趋势，可以取长补短。

４２　选择多样性实验教学方式迫在眉睫
列举ＴＢＬ、ＰＢＬ、ＣＢＬ、传统实验、虚拟仿真、科研

反哺这些教学方式，学生对教学方式的认识各有不

同，不存在倾向某一种方式的选择。学生对新鲜事

物具有强烈的好奇心，但是专注力不强，不能对一种

教学方式持久认可。且学生个性鲜明，需求差异较

大。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依旧单一的教学方式已

经无法满足学生的需求。这就要求学校必须提供多

样性教学。

调查也发现，普通高中招生类型和单职招生类

型的学生选择教学方式有一定的区别。如有

１６１３％的普通高中招生类型的学生选择 ＰＢＬ教学
方式，而单职招生类型占比是５１７％。而在ＴＢＬ教
学方式的选择上，普通高中招生类型的占比

１１２９％，单职招生类型的占比却是２２４１％。在选
择方式较多的情况，有１０％的差异性，这提示在多
样性教学的同时生源类型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ＰＢＬ教学模式通过向学生提供真实案例，以学生为
中心、以问题为教材、以讨论引导学习过程，充分发

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和自我创新能力，使他们利用已

掌握的专业知识积极探索和发现解决方法，在学习

动机、推理能力、知识结构和自学能力４方面对学生
形成较强的促进作用［１０１２］。ＴＢＬ教学模式以团队
建设、任务分工、评价体系、学生反馈为基本构成要

素，强调师生是教学活动的共同主体，并要在教学活

动中实现双向互动，确保学生有机会运用所学的知

识去解决问题［１３１４］。基于单职招生类型和普通高

中类型生源的特征的差异性，笔者建议在针对单职

招生类型的学生可多采用 ＴＢＬ教学，而对普通高中

招生类型的学生可多采用 ＰＢＬ教学，从而充分发挥
学生的积极性。

虚拟仿真教学方式进一步问卷调查结果表明，

教师在课程教学实施课中可交叉使用虚拟仿真平

台，学生接受度最高；课后作为巩固练习的方式也可

尝试；但不建议将其作为课前预习的方式使用，难度

系数偏高，不利用于虚拟仿真平台的使用，更不利于

教学。

总之，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开展学情分析，充

分调研学生特点，结合授课内容，考虑生源性问题，

设计不同的实验教学方式。

４３　不同招生类型的学生对虚拟仿真技术认可度
具有显著性差异

在１６个条目中，只有对操作机械化、差异性、代
替性、教学方式、利用虚拟仿真的方式这５个方面，
不同招生类型的学生的统计结果无显著性差异

（Ｐ＞００５）。而在缩短实验时间、使实验通俗易懂、
学习随时随地、提高平台利用率、激发学习兴趣、增

强独立完成实验能力、增强自主学习能力、提高探究

能力、提高团队合作能力、喜欢程度、满意程度这１１
个方面，不同招生类型的学生的统计结果有显著性

差异（Ｐ＜００５）。
统计数据主要差异在于对“一般”选项的选择。

普通高中招生的学生选择“一般”选项远远高于单

职招生的学生。而在对持“同意”或“很同意”意见

的普通高中招生的学生明显低于单职招生的学生。

如，对实验通俗易懂的评价中，普通高中招生的学生

持有“同意”或“很同意”的意见的学生有５１６１％，
单职招生的学生持同样意见的有 ８４４８％。去除
“不同意”或“很不同意”意见的统计，有较大差异。

另外，在持“反对”意见方面，包括“同意”或“很同

意”虚拟仿真软件优势的观点以及“不同意”或“很

不同意”虚拟仿真软件劣势的观点上，普通高中招

生学生持反对意见的比例比单职招生的学生高

近６％。
由此可见，普通高中招生的学生对虚拟仿真软

件的评价远远没有单职招生学生好。这提示普通高

中招生的学生更有主见，对知识的获取要求更高。

而单职招生的学生更易满足。基于此，要充分考虑

两种生源教育之间的“异质排斥性”导致课程的异

质排斥［１５］，任课教师可进一步“整合渗透”课程组

织与实施思路。

%

　结语

基于以上分析，高校应利用线上线下虚实结合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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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验模式，合理开发多样性教学方式，平衡生源类

型带来的教学差异，全面构建系统性教学组织，制定

个性化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手段，设计合理化教学考

评［１６］。多位一体、更符合生源多样性的人才培养模

式才能确保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高职高专教育的

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有力支撑［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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