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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法医学课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是法医学实验教学与现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实践,法医

学课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的建设以“两性一度”为原则,平台的应用拓展了学生的学习资源和空间,

解决了法医学实验无法开出的困难,更开创了线上线下教学相结合的个性化实验教学新模式,可以充分

展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进行提升教学效果为目的的教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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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irtual simulation experiment teaching platform of forensic medicine course is the practice of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forensic medicine experiment teaching and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virtual simulation experiment teaching platform for forensic science courses 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advanced, innovative, and challeng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latform expands students' learning 

resources and space, solves the difficulties that cannot be solved by forensic experiments, and creates a new 

personalized experimental teaching model combining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which can fully show the 

student-centered teaching concept and carry out teaching innov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improving the teaching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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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是依托虚拟现实、多媒体、人机交互、

数据库、网络通信等技术,构建高度仿真的虚拟实验环境和实验

对象。2013年教育部开始在各大高校中大力推行虚拟仿真项目

的建设,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是教育部推出的5类“金课”

之一,其建设水平坚持“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即“两性

一度”标准。 

1 法医学课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的建设背景 

1.1提升“高阶性” 

即课程目标坚持知识、能力、素质有机融合,培养学生解决

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和创新思维。课程内容强调广度和深度,

突破习惯性认知模式,培养学生深度分析、大胆质疑、勇于创新

的精神和能力。 

1.2突出“创新性” 

即教学内容体现前沿性与时代性,主动适应新技术、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及时将学术研究、科技发展前沿成

果引入课程。教学方法体现先进性与互动性,大力推进现代信息

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积极引导学生进行探究式与个性化学习。 

1.3增加“挑战度” 

即课程设计增加研究性、创新性、综合性内容,加大学生学

习投入,科学“增负”,让学生体验“跳一跳才能够得着”的学

习挑战。严格考核考试评价,增强学生经过刻苦学习收获能力和

素质提高的成就感。 

法医学是刑事科学技术专业的一门必修课程,是应用现代

医学与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技术,研究并解决与司法实践相关的

医学问题的一门医学交叉学科,实践性强、专业化程度高,国家

教育部提出的在2018—2020年建立1000个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

示范中心,其中法医类项目有5个。公安部《关于加强公安院校

专业人才现场勘查能力建设的意见》对公安专业学生现场勘查

能力提出了明确要求,而法医检验对命案现场证据发现、提取,

命案现场分析、侦查破案、打击犯罪作用关键,法医学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极大地拓展了学生的学习资源和空间,特别是虚拟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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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法医学尸体检验,由于该实验对象命案尸体的难以获得,不可

重复,案件的时间空间不确定性,现场的危险性及保密性,以及

学生的身份不能进入犯罪现场等诸多原因,导致长期以来该实

验无法开出,对学生现场勘查能力培养不利。虚拟仿真技术不仅

能解决这一困境,更能开创线上线下教学相结合的个性化实验

教学新模式,将基于网络的远程教学和基于翻转课堂的引导式、

开放式教学相结合,强烈激发学生的实验兴趣,极大地提高学生

的实验操作的技能[1]。同时,改变教师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式,

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实验教学理念,将学习资源开放,学习

空间开放,以学生自己学习为主,教师指导为辅,教师尊重学生

的想法,鼓励、引导学生主动学习,教师与学生融合成一体,共同

完成实验项目而使学生获取知识和技能,也为新任职民警培训

提供了条件。 

2 法医学课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的建设 

2.1建设目的 

(1)帮助学生熟悉现场尸体法医学检验的目的和作用,即为

个体识别提供依据,发现和提取痕迹、物证,帮助分析损伤、死

因及死亡过程。 

(2)使学生掌握现场尸体法医学检验的内容和方法,能够按

照规范进行尸体的衣着检查、一般尸表特征、尸体现象、损伤

等检查,提高学生的现场证据应用和现场分析能力。 

(3)提高新任职民警的现场处置、现场分析、证据收集保全

与应用等在以审判为中心司法体制改革下的证据收集能力,规

范发现、提取、固定现场痕迹物证的方法。 

2.2建设内容 

法医学课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的构建和开发采用校企

合作的模式。开发先后经历需求分析、脚本设计、资源建设、

项目开发及测试运行等流程,项目脚本设计主要由学科教师制

定,项目具体开发由企业完成。学科教师基于公安部《关于加强

公安院校公安专业人才现场勘查能力建设的意见》、《公安机关

刑事案件现场勘验检查规则》《法医学尸表检验》的规定和标准,

结合公安工作实践,根据教学需要,设计典型实验案例,并制定

现场尸体法医学检验虚拟仿真的实验步骤,规范检查尸体的衣

着、一般个体特征、尸体现象、常见损伤等。平台采用Unity3D 

完成开发,三维模型与动画通过3dMax制作完成,通过三维引擎

来模拟尸体衣着以及表明特征和检验工具,通过物理引擎来模

拟真实环境中的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通过粒子系统来模拟真

实环境中的特效,以计算机仿真技术、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为

依托,采用面向服务的软件架构开发,集实物仿真、创新设计、

智能指导、虚拟实验结果自动批改和教学管理于一体,是具有良

好自主性、交互性和扩展性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 

使用时可通过电脑、手机或平板电脑点击平台链接即可访

问法医学课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http://gagx.owvlab.net 

/virexp/login)进入学习过程。 

(1)实验首先是案情介绍阶段,例如一受害人女性,身份不

明,尸体在野外被群众发现,报案后,警察对现场进行了勘验,为

查明案情,经审批,决定对尸体进行检验。在开始尸体检验前要

求学生按照规范做好检验前的保护准备,保持严谨、认真的态度,

养成防污染意识,点击下一步进行防污染保护,避免环境及尸体

污染自身,也避免自身的生物物质掉落污染尸体。准备工作做好

后学生点击鞋、帽、手套、口罩、服装、物证袋、记录笔、镊

子等工具进入虚拟的解剖室,灯光打开,尸体摆放解剖台上,考

验学生对特殊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 

(2)然后结合案情进行衣着检查,衣着检查的要求是定位准

确,形态描述详细全面,测量精确,重点处还要拍照固定,照相时

注意选择适当的焦距及拍摄角度。衣着检查主要检查衣着的概

貌情况、完整情况、携带物。附着物等。衣服的品牌、花色、

款式、商标等特征,有助于查明死者身份；死者衣着与气候有关,

有助于分析死亡时间；衣服的制式还能分析死者的工作性质；

衣服的摩擦、皱折及破损情况有助于分析死者的损伤工具、死

亡经过、反抗等情况；死者衣服口袋内的物品,如票据、证件、

钥匙等,有助于查明死者身份,死亡时间,生前活动情况,口袋内

的物品包装物有助于查明死因等；衣着检查是现场寻找、发现、

提取物证的重要途径,如呕吐物、毛发、血迹、纤维、微量物证

等,有助于分析、查找犯罪嫌疑人,分析致伤工具和死亡原因等。 

 

图1衣着检查 

(3)完成衣着检查后进行尸表检查。要求学生按照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从前到后的顺序设计,依序对尸体的头部、面部、颈

部、前胸部、腹部、外阴部、左上肢、右上肢、左下肢、右下

肢、背部、臀部等部位进行检查,对长度、宽度进行测量及科学

记录。检验方法采取望、触两种方法。望,即用肉眼直视,细节

处要求需要借助放大镜；触,即用手触压以检验尸斑,以弯曲关

节以检验尸僵程度。其中头部要检查记录毛发颜色、长度、发

型、头皮情况等；面部要检查记录颜色、形态、损伤、出血、

异物、特殊标志等情况；颈部要检查记录颜色、损伤、出血、

软硬、特殊标志等情况；创口处要检查记录部位、大小、形态、

边缘、创角、创腔、创壁、创底等情况；腹部、外阴部、背部、

臀部要检查记录颜色、损伤、特殊标志等情况；四肢要检查记

录颜色、损伤、特殊标志、软硬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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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尸表检查 

通过检查和记录可以掌握尸体的个体特征、尸体现象和尸

体的损伤情况。尸体的个体特征是进行个体识别的重要依据,

性别、身高、体态、肤色、纹身、胎记、疤痕、装饰物等。尸

斑和尸僵对确定死亡、推断死亡时间、死亡时的姿势、分析死

亡原因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尸体损伤的部位、数量以及创口、

创缘、创角、创壁、创腔、创底的形态特征等,是分析死亡的原

因、损伤工具、损伤性质、损伤经过等的重要依据。 

学生按照从上到下、从前到后、从左到右、从外到里的顺

序要求,依次检查记录衣着、尸表特征、尸体现象、损伤及物证

的发现提取、照相固定等。如操作错误,系统自动提示,遇有疑

问,学生也可与线上教师进行互动提问与答疑。操作结束,系统

可自动进行评分,提示操作错误的地方。实验运用“启发式教学

法、自主学习法、模拟操作练习法”三大实验教学方法真实地

还原现场尸体法医学检验的全过程,学生根据“线上”的自主学

习相关文献提出问题,完成检验操作。“线下”教师指导学生组

成不同类型案件、不同种类现场的小组团队,相互配合,自主归

纳总结形成报告,教师对学生课上汇报讨论内容总结归纳。在模

拟勘验情景中边操作边回答交互问题模式,实现学生以小组或

个人为单位,进行自主合作的探究式学习,从而养成主动学习,

主动思考,主动查阅资料,解决问题的习惯。 

3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的应用效果 

3.1教学理念以学生发展为中心 

法医学课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全面贯彻实施教育部科

学规划、共享资源、突出重点、提高效益、持续发展的指导思

想,秉承以实为主、以虚为媒、虚实结合的建设思路,紧握信息

化革命浪潮带来的机遇,采用虚拟仿真技术,以公安工作中最

具代表性的尸体检查为基础,模拟刑事侦查日常工作环境,对

突发的不同类型刑事案件进行勘验,增强学生角色代入感,根

据学生认知规律和接受特点,创新教与学模式,因材施教,实

现线上、线下“双线教学”,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学生可

以随时随地进行实验,将法医学实验教学和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的成效最大化。 

通过互动式教学、启发式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探索出一套

网络化实验教学规律有效提升实验教学效果。充分发挥学生的

主观能动性,达到直观、趣味、启发于一体的教学效果,项目在

关键点给予学生提示,每步操作进行实时反馈,促进师生之间、

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资源共享、知识生成,教学反馈及时,教

学效果显著[2]。软件中设有纠错和提示功能,学生可以反复进行

练习,大量虚拟实验环境里对虚拟实验对象的“试误”,鼓励学

生主动思考、认真解决问题,使学生获得满足感和成就感,激发

他们的求知欲,极大地调动学生参与实验教学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大大提升了学生面对现场尸体法医学检验方式的科学化和

检验过程的专业化。 

3.2教学实施有效支撑培养目标达成 

传统的实验课程多为片段式、被动学习,学生缺乏角色认知,

也难以将独立的知识点拆分组合地运用到具体的病例,平台建

设之前,由于案件的突发性和尸体的特殊性,加上公安院校实验

实训条件所限,相关实验未能正常开展。法医学课程虚拟仿真实

验教学平台将虚拟仿真技术引入实验教学,虚拟仿真实验形象

直观、仿真操作、步骤规范、考核科学,提供一个沉浸式、可交

互的虚拟实验环境,通过引入公安工作中最具代表性的尸体命

案,模拟现场勘验过程,学生可以像在案件现场环境中一样,独

立完成整个勘验检查过程,并发挥虚拟仿真系统对操作过程可

视化、无材料消耗、不受空间时间限制、可供学生反复练习要

点等优势,从操作的每一个细节出发,全面提升学生操作技能和

技巧,能够将所学理论知识融会贯通、学以致用。逼真的仿真效

果使勘验过程更加直观形象,加深学生对现场尸体上痕迹物证

的发现、提取、固定及包装的理解,促进学生将理论知识与实践

操作相结合,从现场分析、物证分析等全方位提升学生实战思维,

增强学生对警察的职业认同感和社会责任感,切实提高公安教

育教学水平[3]。同时平台具备了内容可扩展性、时空扩展性,

可以设计多个现场方案,学生可根据自己意愿选择不同的案件

方案,并一一完成相应的尸体检验步骤,便于教师查看学生比较

不同方案的效果,调整后阶段的教学重点。 

法医学课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纳入刑事科学技术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课程计划,符合学校办学行为和人才培养

目标,注重知识和能力双重培养,课程团队人员结构及任务分工

合理,主讲教师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积极投身教学改革、教学

能力强,能够运用新技术提高教学效率、提升教学质量。通过实

验教学平台的软件开发整合公安信息化实验教学资源,紧密结

合刑事科学技术特色专业,发挥本学科专业资源优势,拓展实践

领域,创新以往公安院校本科实验教学改革,充分体现“能实不

虚、虚实结合、相互补充和资源共享”的原则,进而提高教学能

力和效果。 

3.3降低教学成本,共享教学资源 

法医学课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目前支持并发访问高达

150人,在虚拟仿真实验中,学生与虚拟环境、尸体和材料进行互

动,不仅能把线下课堂中所学的知识应用于线上实验中,并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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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互联网访问使用能够方便地开展大范围班级实验。目前,该虚

拟仿真教学资源不仅在2016级、2017级、2018级刑事科学技术

本专业学生的法医学课程中上线使用,也支持了我校2017级、

2018级侦查学、治安学、禁毒学等公安专业的刑事科学技术课

程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使学生通过多种终端设备随时访问、观

摩和体验现场尸体法医学检验,解决了现实法医鉴定中无法接

收高频次、大批量的学生参与见习或实习的难题,也解决了学生

无法用真实尸体进行反复练习及现实中实践各种不同尸体症状

的问题,节省了学生往返见习和实习单位的时间和交通成本,大

大节省了实验设备与材料的购置费用。 

3.4课程评价良好,服务社会效果明显 

实验过程高度还原公安工作常见案件中现场勘验、尸体检

验、物证采集包装、拍照录像等实际工作场景,通过规范勘验检

查基本操作,以本科教学大纲为评判标准,保证基本操作训练同

质化,突破了传统实验教学对场地的局限性,实验过程完全在虚

拟环境中进行,使每一个学生都有实际操作的机会,并可以反复

练习。实验内容符合学生发展规律和时代需求,依据学科前沿动

态与社会发展需求动态更新知识体系,围绕目标达成、教学内

容、组织实施和多元评价需求进行整体规划,教学策略、教学方

法、教学过程、教学评价等设计合理,针对教学目标、教学内容、

教学组织等运用多元化考核评价,诊断改进积极有效。制定了相

关教学效果评价方法,系统在学生操作过程中,对每个操作结果

进行实时反馈,告知错误与否及错误的原因,学生可以清楚地知

道各知识点的掌握情况,整个学习交互过程同步吻合。系统真实

客观地记录学生的实验过程,并可将实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同

时制订教学评价机制,激励教师不断完善改进教学方法,持续提

升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实现法医学实验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的跨越式进步,在培养专业化公安人才上具有显著优势,并吸引

了法医司法鉴定人员主动接受该项目的培训,提升了从业人员

的专业化水平。 

4 结论 

法医学课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是法医学实验教学与现

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实践,法医学课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

台的建设以“两性一度”为原则,平台的应用拓展了学生的学习

资源和空间,解决了法医学实验无法开出的困难,更开创了线上

线下教学相结合的个性化实验教学新模式,可以充分展现以学

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进行提升教学效果为目的的教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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