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体结构学》课程简介

适用专业：护理学、康复治疗学

总学时：64 理论学时：48 实验学时：16

考试性质：考试

一、课程性质、目标和要求

1.课程性质

《人体结构学》是研究正常人体形态结构的学科，主要任务就是从宏观和微

观角度掌握各器官系统的形态、结构、毗邻关系和功能意义，也为进一步学习生

理学、病理学等其他医学基础课程和临床课程奠定基础，担负着医学启蒙，传承

医学技能的重要使命。课程经过十多年的建设，在 2018 年完成校级精品课程《人

体解剖学》项目的基础上，2022 年通过学习通平台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人体结

构学》网络课程。2023 年被学院认定为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在整个教学过程

中，教学团队从 2021 年开始尝试以 OBE 教育理念为基础，初步建立了一元素、

二课堂、三目标、四评价的教学模式，课程以人体结构学专业特色思政元素为载

体，通过丰富的线上、线下教学资源，以课内、课外两课堂混合式教学模式为手

段，进一步实现以课程的知识、能力和思政目标为主的教学目标，以态度、情感、

行为和成效为评价依据，构建“三全育人”良好格局。

2.教学目标

在新医科背景下，护理与健康学院通过组建人体形态学教学团队，以人体结

构学课程专业特色为载体，结合 OBE 教育理念，将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作为培

养目标，通过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建设拟达到以下教学目标：①增强知识能

力目标：理解人体结构的基本组成和功能，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选择

学习内容和路径，进行自主探索式学习。②提升实践能力目标：掌握解剖学基本

知识和技能，并具备进行尸体解剖、组织切片制作和观察等基本操作技能，将所

学的人体结构知识应用于实际临床工作中。③拓展素质能力目标：培养学生创新

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应对临床问题；同时以敬佑生命为主线，培养学感恩生命、

救死扶伤的爱国主义精神。

本课程主要是按照系统解剖和组织学与胚胎学的方法来阐述人体各个系统



器官的形态结构、微观构成、位置和相互的毗邻关系，以及各系统之间的联系；

通过学生对人体标本、模型的观察、学习，获得人体形态结构的基本知识和一定

的动手能力。学习本课程的目的在于理解和掌握人体各器官系统的形态结构及其

相互间的关系，并为学习其他基础医学课程和临床医学打下必要的理论基础。只

有在掌握人体正常形态结构的基础上，才能正确理解人体的胜利和病理发展过程，

正确判断人体的正常与异常。区别宏观与微观、生理与病理的状态，从而对疾病

进行正确的诊断和治疗。

3.教学要求

本课程讲习结合进行，因此要求学生与老师密切配合、多看、多思考、多归

纳、多联系、多接触标本，这是学好系统解剖学的重要环节。为了提高教学质量，

必须加强三基训练，贯彻少而精的原则本大纲根据要求，将教学内容分为掌握、

熟练、了解三级对要求掌握的内容，重点讲解，对要求熟悉和了解的内容，可作

概括讲解，使学生有一般的认识和理解。

二、教学策略和方法

按照“三学四段”从课前自学、课中深学、课后拓学，内化扩展，实现了三

全育人，即全过程、全方位和全员育人。“三学”指的是“课前自学、课堂深学、

课后拓学”，旨在让学生在课前自学中能主动学习、提出质疑，在课堂深学中深

化知识、解决问题，在课后拓学中整合延伸、查漏补缺。“四段”指的是，每一

阶段分为四个步骤。在第一阶段的课前自学环节，即“课前领取学习任务——自

主观察主动学习——问题交流平台互动——平台检测二次备课”，从而分析学生

学习情况，找到教学中隐藏的问题，实现对学生短板的精确诊断，达到思学效果。

在第二阶段的课堂深学环节，即“参与课堂探究揭示——深化知识解决问题——

融入思政反思评价——思维建立形成体系”，从而体现学习、提问、思辨、巩固、

延展的思维过程，提升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在第三阶段的课堂拓学环节，即“翻

转课堂逆向思维——课后检测精准干预——查漏补缺内化知识——归纳总结反

思学习”，根据学生的不同水平布置适合学生的作业，让学科作业实践化，丰富

学习方式从而达到研学效果。



三、考核办法

延安大学西安创新学院课程成绩考核实施办法

（20 ---20 学年第 学期）

系（部）:护理与健康学院 专业:护理学/康复治疗学

课程名称:人体结构学 授课教师：冯筱璐

课
堂
考
勤
成
绩

扣分标准如下：

1、无故缺课 1 学时扣 5 分，因病等缺课 1 学时扣 3 分。

2、迟到或早退 1 次扣 2 分。

3、在课堂上使用手机或扰乱考勤秩序或大声喧哗或看课外书籍或吃零食或睡觉等 1 次扣 3 分。

4、缺课达总课时 1/3 及以上者，或课堂考勤得分为 0 分着，不得参加本门课程的期末考试，课程成绩

记 0分，实施补考。

平
时
成
绩

扣分标准如下：

1、该课程批改作业 6 次，分 5 个等级 A+(10 分）、A(8 分）、A-(6 分）、B(4 分）、C（2 分），缺交

着为 0分，共计 60 分。实验报告 6次，分 5个等级 A+(5 分）、A(4 分）、A-(3 分）、B(2 分）、C（1

分），共计 30 分，缺交着为 0 分。学习通 APP 学情累计，共计 10 分。

2、整学期缺交作业达到 1/3 及以上者或平时学习成绩得分为 0 分者，不得参加本门课程的期末考试，

课程成绩记 0分。

期
末
考
试
成
绩

本课程，卷面成绩低于 50 分者，总评成绩不合格，以卷面分数为最后成绩。

备
注

1、以上各项成绩基础分均为 100 分，采用累积扣分办法评定

2、课程总评成绩=（课堂考勤成绩×10%）+（平时成绩×30%）+（期末考试成绩×60%）

3、成绩比例一旦确定，不得随意变动。

4、实行申辩制，学生对任课老师平时成绩的评定（主观扣分部分）有异议，允许向系上领导反映，领

导可以根据学生反映的情况进行复查，并将结论告知本人。

四、实践教学环节

序号
实验（实践）名

称

课

时
实验（实践）内容要点 实验（实践）要求 场地

1 基本组织 2
假复层纤毛柱状上皮、单层柱状上

皮、单层立方上皮、骨骼肌纵横切

掌握基本组织特点、学会使用

光学显微镜

组织形

态学实

验室

2

躯干骨、四肢骨

6

躯干、四肢骨组成、骨性标志点，

在人体的功能

掌握躯干、四肢骨的名称、数

目

解剖学

实验室

颅骨、骨连接
颅骨的组成，骨连接的概念、四大

关节的结构组成及运功

掌握颅骨的名称及数目，四大

关节的结构特点

解剖学

实验室

肌肉
肌肉的组成，躯干肌、四肢肌、头

肌分布及结构

掌握躯干、四肢的主干肌肉的

位置及名称

解剖学

实验室

5 消化系统 4 消化管的结构特点， 掌握消化道的结构和肝的结 解剖学



消化腺的组成及结构 构特点 实验室

呼吸系统
呼吸系统的组成，呼吸道的结构，

肺的结构特点
掌握呼吸道的名称，肺的结构

解剖学

实验室

泌尿系统
泌尿系统的组成，肾的结构，输尿

管、膀胱、尿道的结构特点

掌握的肾的结构，会绘制神结

构草图

解剖学

实验室

生殖系统
生殖系统的组成，男、女性生殖系

统的结构特点
掌握睾丸、卵巢的结构

解剖学

实验室

心脏、淋巴系统
心脏的位置、心腔的结构，淋巴系

统的组成与分布。

掌握心脏的结构，人体的淋巴

干和淋巴导管的名称及分布

解剖学

实验室

动脉、静脉 动、静脉的分布及在人体的配备 掌握药物行径
解剖学

实验室

6

感觉器

4

感觉器的概念及组成，眼的结构，

耳的结构
掌握眼球结构和耳的结构

解剖学

实验室

中枢神经 脑的组成及内部结构，脊髓的结构
掌握脑各部分结构和脊髓的

内部结构

解剖学

实验室

脊神经
脊神经的 31 个节段，脊神经在头

部、躯干、四肢的分布

掌握脊神经的节段及具体分

布特点

解剖学

实验室

脑神经 脑神经的名称、分布、功能 脑神经的名称与分布
解剖学

实验室

传导通路
神经传导通路的概念，上行传导通

路、下行传导通路
传导通路的应用

解剖学

实验室

脑脊液循环
脑脊液的产生及功能，脑膜的组成

及分布
脑脊液循环

解剖学

实验室

五、作业要求

为了巩固教学内容，提高学习效率，每章讲完后授课教师会在学习通上发布

章节测验 1项。每一系统讲授完后布置作业 1次，作业包括名词解释、简答、论

述等，要求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并上交，由授课教师批阅后讲解和点评。

六、教材和参考书目

1.推荐教材

《人体形态学》周瑞祥，张雅芳主编.第 5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22 年 7

月

2.参考书目

《人体解剖学》刘荣志.第一版.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人体解剖学》徐达传.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系统解剖学》柏树令.第七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组织学与胚胎学》李培 胡小和 刘浩主编，科学技术出版社

《组织学与胚胎学》第 8版 邹仲之 李继承主编，人民卫生



《组织学与胚胎学》案例版，白咸勇等主编，科学技术出版社

七、如何学好人体结构学

1.本课程采用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法，融合线下课堂直观有画面感和感染力和

线上教学实现客观公正的考查学生平时学习，并实现反复回看，及时练习，加强

实施管理优点。既能直观建立师生间的感性认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也能更

好管理评价学生的自主学习过程，提升自主学习能力。充分利用线上资源，设置

预习和分组主题讨论环节，改变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模式，鼓励自主学习，课后增

加自主的章节测试，加强自我评价。

2.课前预习。在上课前到达教室，利用 5～10 分钟阅读即将讲授的内容，对

知识有一个初步了解，并标记自己不理解的部分。认真听讲。上课时，应认真听

讲并做笔记。在关键部分做标记，便于课后复习。课后，可先尝试参照标本和切

片，画出模式图并标注名称，回忆所学内容，再对照课本和笔记，查遗补缺。完

成章节测验和作业，巩固所学知识。同时，注重形态与功能的结合。形态与功能

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积极参与话题讨论，结合热点，

深化学习，活学活用。

3.完成思维导图建立，把所学的知识宏观和微观、前后联系起来，使之条理

化、系统化、逻辑化，做到融会贯通、举一反三，培养发散思维和聚敛思维的能

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