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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兴趣是指一个人对学习的一种积极的认识
倾向与情绪状态，是一种带有趋向性的心理特征 。
在教学实践中经常可以发现，尽管师资水平、教学
方法、设备条件、学生的文化程度诸多因素基本相
同，有些学生虽刻苦用功读书，学习成绩始终难以
提高，而另一些学生，由于对所学学科有浓厚兴
趣，学习并不是很费力气，却能收到较好的学习效
果。事实证明，人在满怀兴趣的状态下所学的一切
常常掌握得迅速而牢固。因此，兴趣是学习某一门
知识的动力源泉 。有研究结果表明，学习兴趣是影
响学习成绩的重要因素，两者之间存在着非常高的
相关性。在学习制约作用较大的其他条件基本相同
情况下，学习兴趣对学习成绩起着决定作用。

1.1 上好绪言课
绪言课由于一般不被重视，有的教师往往用寥

寥数语一带而过，似乎节省时间，其实不利于学生
对解剖学的学习。绪言课上得好，不仅能使学生认
识到解剖学的重要性，还可使学生兴趣倍增，产生
学好解剖学的欲望。解剖学与临床医学、医学研究
密不可分，这是其他学科无法相比的。因此，绪言
课就可利用这一特点，举一些实例强调学习解剖学
的重要意义，让学生认识到解剖学离医学生很近，
涉及医学中的许多方面，而且临床医学、医学研究
中一些实际问题的解决都有解剖学的功劳，这样就
会使学生产生强烈的学习解剖学的兴趣，为日后的
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 。
1.2 开好每节课的头

新课的引入是引起学生注意 激发兴趣，形成
学习动机，明确学习目标和建立知识间联系的教学

活动方式。利用解剖学与临床实际及医学研究相联
系的特点，可用故事、实验、事例、生活的疑问、
悬念等不同方式引入新课，这样在一堂课开始就能激
发学生求知的欲望，引起学生的兴趣，使学生很好地
进入学习状态，有助于学生获得良好的学习效果 。

2.1 课堂教学中注意联系实际
兴趣是以需要为基础，而在实践活动中发生发

展的。为此，在教学中，教师应尽量使课本上的内
容与临床实际、医学研究相联系，使学生在学用结
合的同时，感到解剖学既是一门有趣的学科，又是
一门有用的学科，这样学生的学习兴趣就会被激
发，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就会被调动，从而提高
其学习效果。
2.2 运用趣味性教学，注意语言的艺术

教师讲课的语言，应力求简练明晰 富于哲理
性、逻辑性和艺术性 。对于一些难记、复杂的内容
通过口诀、顺口溜、类比等形式将其形象化、简单
化。如利用歌诀“舟月三角豆 大小头状钩”、
“Ⅰ嗅Ⅱ视Ⅲ动眼，Ⅳ滑Ⅴ叉Ⅵ外展，Ⅶ面Ⅷ听Ⅸ
舌咽，迷走副舌在后面”可帮助记忆8块腕骨和12对
脑神经的名称等。让学生在增长知识的同时，也感
到专业的重要以及自己将来身上的责任，更激起学
习解剖学的兴趣。
2.3 充分利用形象教学、直观教学

运用板图、挂图、教材插图、模型、标本等。
可根据教学内容的特点和需求，单用或联合以上方
式和方法，将教材与直观形象结合起来，以收到良
好的教学效果 。

进入21世纪，随着计算机技术与网络技术的迅
速发展和日益完善，多媒体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我
国高等教育改革实施的各个领域 。多媒体技术作为
一种新的教学手段，有许多传统教学手段无法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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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势，因此正在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解剖学教学 。
幻灯片和投影片、录像带、计算机辅助教学系统等多
媒体技术能够提供给学生图文并茂、资源丰富、查
阅快捷的特点，成为目前解剖学教学过程中不可或
缺的技术 。
2.4 努力创设问题情境

就是在教材内容与学生求知心理之间创造一种
“不协调”，把学生引入一种与问题有关的情境过
程，即由不协调探究发现解决问题的过程。实践表
明 这样可引起学生的好奇和思考，启发学生积极
思维、主动参与教学，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有效
手段之一。人体解剖学是研究正常人体形态结构的
科学，它和医学各科有着密切联系，是医学课程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其它基础医学和临床医
学的必要基础 。解剖学引导学生的兴趣。如在讲
骨的化学成分时可联系青枝骨折与老年人的病理性
骨折，讲内囊时可联系三偏综合征。这样把知识
性、科学性和趣味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同学从中
尝到学习的乐趣，并体会到学好解剖学对于一个医
学生的重要性，变“要我学”，为“我要学”。
2.5 建立愉快的课堂环境

学习兴趣与学习气氛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很
难想象语言乏味，照本宣科，死气沉沉的课堂气氛
会引起学生对所学科目强烈的求知欲望。反之，课
堂教学内容丰富多彩，教师幽默且带有感情色彩渲
染的讲解会使课堂生动、感人，充满吸引力 。教
学中运用各种手势、眼神、身体运动等变化是老师
教学热情及感染力的具体体现。在讲解或叙述中适
当加大音量，放慢速度，配合肢体语言来起到强化
重点的作用。此外，兴趣的重要特征是带有情绪色
彩，积极的成功体验对兴趣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
盖茨在教育心理学中写到“没有什么东西比成功更
能增加满足的感觉；也没有什么东西比成功更能鼓
起进一步追求成功的努力。因此，充分利用课堂提
问等机会对那些课堂上注意力集中、思维活跃、回
答问题积极踊跃的学生表示赞许、表扬和鼓励，使
课堂气氛活跃、融洽，使学生产生成功的喜悦，克

服困难而进步的胜利感，这些都能激励他们向新的
目标努力 。

心理学认为：兴趣就是认识某种事物或爱好某
种活动的倾向，人的兴趣是一切活动的强有力的鼓
舞者和发动者，兴趣在教学活动中具有特别重要的
意义，是学好一门课的最关键因素，是学生学习最
直接的动力。“化繁为简，化难为易，化枯燥为兴
趣是解剖教学的努力方向” 。如何激发学生学习
解剖学的兴趣，使学生喜欢解剖学，提高教学质
量，是每个解剖学教师，应该重视并努力去做好的
事情。因此，我们在解剖课教学全过程中始终应注
意引导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主
观能动性，提高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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