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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仿真技术在医学微免实验教学中的应用
周　恒

广州医学院化学致癌研究所　广东， 广州　510182

摘　要：医学微生物学与免疫学是医学生专业基础课，实验课在本课程中占有重要比例，但由于本课程研究对象

自身特点，以及实验场地设施、学时及经费等因素限制，许多临床常见且实用的实验项目无法纳入到课堂教学

中，导致传统教学形式单一，内容缺乏延伸性和创新性，学生积极性不高，教师工作量繁重，教学质量和效果较

差，不利于应用型创新性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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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虚拟仿真技术是将网络信息化、多媒体和虚拟

仿真相结合而创建的融声音、图像、动画为一体的

虚拟现实世界，该技术在医学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实

验教学中的应用，可以将原本抽象枯燥的实验原理

和方法形象生动、直观地展现给学生，极大地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加师生间互动性，最大限度的

扩充实验内容、时间和空间，实验项目不再受经费、

生物安全性等因素限制，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实现

资源整合共享和可重复性，极大较少教师的工作量。

因此，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可以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

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学生思考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医学院校培养创新性人才奠定

基础。

1　传统医学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实验教学现状

医学微生物学与免疫学主要研究与医学有关的

病原微生物的特性、致病机制、机体的抗感染免疫、

免疫学检测以及防治措施等。但是，受到微生物本

身特点和实验条件限制导致传统教学具有诸多弊端，

尤其近几年，高校扩增，配套资源不足，学生的积

极性以及指导效率明显降低，严重阻碍了学生能力

的提升和教学效果的提高。

1.1　学生主动性不高

高校扩招，师资紧张，课时限制，实验类型多

以验证性实验为主，且多以示教形式呈现，小组成

员较多，学生缺乏动手操作的机会，碰到问题过于

依赖指导老师，独立思考能力弱化，不利于对理论

知识的理解和记忆，填鸭式的教学和学生“依葫芦

画瓢”的态度大大降低了教学效果和质量。

1.2　教学形式单一

传统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实验教学通过老师讲述、

示范，多媒体课件辅助引导，学生观看后再进行操

作，但由于学生位次不同，注意力集中程度不同，

不同老师示范动作难以统一，学生不能较好地掌握

规范的操作要领且师生互动不足。尤其微生物体积

微小，肉眼看不见，学生操作过程中难免感到抽象

和困惑，难以把握度和量，实验过程中又严格要求

无菌操作，一些有难度的实验技术，如四区划线、

分离培养等需要反复操作练习、指导纠正，才能彻

底掌握。这样的模式不够生动、直观，难以吸引学

生的注意力。

1.3　不利于实验内容的扩充与创新

实验课时不足，经费有限，教学设施限制，能

进行操作的实验项目有限，一些危险性和检测成本

高，在临床上又属于高致病性强传染的菌毒株，如

乙型肝炎、结核、人类免疫缺陷病等，传统教学难

以将这些病原体的检测和诊断技术以及患者免疫水

平的检测纳入实验课程，学生难以同时掌握相关理

论知识和实验技能。

2　虚拟仿真技术在医学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实验教学

中的应用

心理学家瑞特拉曾研究：同样的知识以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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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呈现时，其教学效果差异显著。虚拟仿真技术

是依托计算机技术，将多媒体和虚拟仿真相结合而

创建的融声音、图像、动画为一体的虚拟现实世界，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是信息技术与学科专业高度融合

的产物

2.1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增加师生互动性，提

高学生学习兴趣，减少老师课堂工作量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综合应用网络通讯与多媒体、

虚实结合、人机交互，构建逼真的实验对象和操作

环境，学生通过听觉、视觉、触觉来感知知识，在

自主开放的虚拟环境中进行高效安全经济的实验，

将抽象的对象变得具体而易接受，学生亦玩亦学，

学习兴趣被充分调动起来。学生不能领悟的操作过

程可反复观看，共性问题老师可以在教师端进行统

一指导。通过教师机的控制可以实现对所有实验结

果的统一监控，进行综合评价指导，并将好与不好

的结果一起展示给全班学生，学生间也可以对彼此

的结果进行评价交流，既提高了学生的实验技能又

降低了老师的工作量。

2.2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可最大限度扩充实验内

容、时间和空间

医学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实验具有高危险性、高

消耗性，利用虚拟仿真技术可以很好地避免生物安

全、经费紧张、空间不足等问题：如细菌培养、药

敏实验基本都在 12-18 小时后才能出现结果，要求

学生课后看结果，但没有统一约束力和足够时间讲

解评价，学生多会敷衍了事，甚至失败的结果也不

能好好查找原因总结经验；细菌生长繁殖中生长曲

线的监测及意义在实际生产应用中很重要，但需要

连续监测 12 小时，传统课时无法满足；艾滋病作为

全球公共卫生问题，乙肝、结核人群庞大也是我国

亟待解决的问题，传统实验教学却无法完成对相关

疾病的检测和免疫学诊断。虚拟仿真技术可以通过

逼真的三维动画将具体的操作步骤呈现，高成本、

高危险性的实验项目从样品采集到样品分离培养、

检测分析等，学生都可以根据已学知识，选择合适

的方法和步骤完成实验过程。

2.3　资源整合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可以实现资源整合和共享 虚

拟仿真实验项目可以反复操作练习，节约人力、物

力通过教学平台共享功能，可以实现各种资源（课

件、讲义、习题）的优化整合；与网络技术相结合，

还可以成为开放共享资源，学生获得更多信息量，

师生间、生生间实时交流，更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

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3　结论

实验教学既要求学生具备扎实的理论知识，还

要有熟练的操作技能。传统实验教学在多方面因素

的影响下出现许多弊端：形式单一，内容局限，互

动不足，可重复性差，学生积极性不高，费时费力，

效果还不理想。将虚拟仿真和多媒体、网络通讯技

术融合而成的新技术以三维动画的形式配以精彩的

文字内容将各种实验原理和方法生动、直观地展现

给学生，更好地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学习兴趣，同

时也可以方便老师及时指导纠正错误问题。实践证

明，虚拟仿真技术应用到医学微生物学与免疫学实

验教学中，确实发挥了传统教学无法超越的优势，

既可以提高学生的操作技能、提高实验效率，又可

以节约经费。这样的现代化教学技术为培养应用型

创新性医学人才奠定基础，也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产生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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