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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高校开展有效的艾滋病健康教育能够增强学生艾滋病相关风险的认知，降低危险行为，减少感染风

险。 传统的艾滋病健康教育课程的教学模式存在诸多不足，导致教学目标难以实现，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在

智能医学背景下，如何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虚拟仿真的快速高质量发展，探索虚拟仿真在艾滋病健康教育

教学改革中的应用至关重要。 本文分析虚拟仿真在艾滋病健康教育中的重要性，艾滋病虚拟仿真平台的构建

及应用等方面进行思考与探索，以期为艾滋病虚拟仿真建设及艾滋病健康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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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联合规划署（ＵＮＡＩＤＳ）的统

计［１］数据，全世界每天约有 ４ ０００ 名 １５ 岁及以上的

人感染艾滋病，其中 ２７．５%为 １５ ～ ２４ 岁的青年。 艾

滋病是青少年死于传染病的一个主要原因［２］。 目前

我国青年学生艾滋病的防控形势较为严峻，中国疾

控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每年约有 ３ ０００

例左右 １５～２４ 岁的青年学生感染艾滋病，其中通过

性传播占 ９８．６%。 年轻人性行为活跃，无保护性行

为较多，ＨＩＶ 感染的风险较高［３－４］。 感染艾滋病可能

会缩短年轻人的寿命，给个人及其家庭带来巨大的

经济负担［５］。 感染艾滋病的年轻人常常面临社会歧

视和耻辱感，导致情绪低落和自卑等问题［６］。 患有

艾滋病的学生还可能会面临个人形象、负面情绪等

问题，还会影响学生的思维、记忆力和注意力［７］。 因

此，大学生艾滋病的防控必须高度重视。 尽管健康

教育是大学生艾滋病防控的有效手段之一［８－９］，但也

面临着诸多困难与挑战。

虚拟仿真技术是一种基于计算机技术发展起来

的新兴技术，是利用多媒体技术结合仿真技术创造

一个集视觉、听觉、触觉及嗅觉等为一体的虚拟现实

世界，可以呈现可视化的操作环境，通过虚拟场景或

实验设备，达到与真实场景或实验一致的目的和要

求，在教育领域特别是医学教育中具有广阔的应用

前景［１０－１２］。

为更好地开展学校艾滋病健康教育，预防大学

生中艾滋病的传播与流行，本文从为什么应用虚拟

仿真技术开展艾滋病健康教育、如何构建艾滋病虚

拟仿真平台和利用艾滋病虚拟仿真平台开展艾滋病

健康教育方面进行积极思考与探索，以期为艾滋病

虚拟仿真项目建设及艾滋病健康教育教学改革提供

依据。

１　 艾滋病健康教育中引入虚拟仿真技术

的必要性
当前的艾滋病健康教育存在一些问题，较为突

出的是教学方法陈旧，学生参与感不强，理论脱离实

践。 因此，针对艾滋病健康教育中存在的这些问题，

结合现代化教育手段，适应新时代办学要求，提高学

生情景体验感和参与度，提升实践教学效果的艾滋

病健康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虚拟仿真技术在这些方

面有其优越性，结合虚拟仿真技术开展艾滋病健康

教育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具有应用前景。

１．１　 结合现代化教育手段、适应新时代办学要求

目前，艾滋病健康教育的教学方法陈旧，学生对

艾滋病防治知识掌握程度不高［１３］，主要原因是传统

的艾滋病健康教育课程拘泥于新生入学艾滋病健康

教育、专家讲座、选修课教学等形式［１４－１５］，很难真正

引起学生兴趣，让学生了解艾滋病相关知识。

为让学生更好地了解艾滋病相关知识，在智能＋

时代背景下，构建艾滋病防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

台，借助虚拟仿真技术在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和

３Ｄ 虚拟交互等方面的优势，对艾滋病相关危险行为

及感染风险、检测咨询及检测技术、治疗关怀等环节

进行虚拟教学，解决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现实问题，

有效促进知识传递、知识内化和技能强化，实现理性

教育与感性教育相互融合，这符合新时代开放办学

的要求，有利于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

１．２　 提高学生情景体验感和参与度

当前艾滋病健康教育中学生的参与感不强。 高

校等传统的艾滋病健康教育课程多由教师主导课

堂，学生被动学习相关知识［１６］，学生与教师课堂互

动性不高，学生吸收知识程度不够，学生了解艾滋病

风险不充分，防范艾滋病的意识薄弱［１７］。 在教学中

尽管利用了新媒体、网络等教育手段，但是这些授课

方式不够生动与直观，对学生吸引力不足，学生参与

感往往不强，被动掌握知识，带入感不够强，很难形

成具体形象的认知。

艾滋病防控虚拟仿真实训系统是以三维动画的

形式把艾滋病相关知识用直观生动的动画故事展现

给学生。 通过情景模拟的互动方式，可以增强师生

互动，可以提供多模块、多层次化的学习，让学生感

同身受，获得感知性的体验，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通

过虚拟仿真，展现形象生动的实地工作环境，学生们

可以设身处地体验，通过各种感觉来感知知识，进一

步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促进学生自主学习。

１．３　 提升实践教学效果

当前艾滋病健康教育往往只重视理论，脱离实

践。 艾滋病健康教育课堂上通常讲授理论内容，缺

·９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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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艾滋病防治相关工作的实习实战经历，学生难以

真正消化、理解和应用，实际工作技能及公共卫生执

业能力难以得到提升。 如果学生去参加艾滋病防治

相关实践，一方面需要大量实习时间，才能较为全面

了解艾滋病防控相关工作内容；另一方面，学生实习

产生大量交通费用、食宿费用等，教学成本相对较

高；此外，艾滋病的隐私性和不公开性，也极大地限

制艾滋病相关知识的获取。

利用艾滋病防控虚拟仿真实训，可以使学生在

短时间内了解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医院的艾滋病防

控实际工作流程、内容和要求。 通过模拟各种场景、

人物、情节，使学生在短时间内通过虚拟平台获得大

量信息，既有利于艾滋病相关知识的获取，又能节约

资源和时间。 艾滋病防控虚拟仿真实训根据艾滋病

的传播途径及主要高危人群，结合学生健康教育需

求分为 ４ 个模块，分别是母婴传播、血液传播、异性

传播和同性传播。 每个模块从一个生动的故事开

始，同性、异性的故事主人公都是大学生，故事贴近

现实、符合时代特征，能够深入学生内心，对使用虚

拟仿真的学生具有朋辈教育和警示作用，进而提升

艾滋病教育的教学效果。

２　 艾滋病虚拟仿真平台的构建

２．１　 虚拟平台的结构和功能

虚拟平台支持个人计算机、手机网页端，分为教

师和学生 ２ 个端口，为学生和教师提供独立账号，访

问不受时间和地点限制。 教师账号能查看项目、并

且能查看学生成绩，学生账号只能查看实训项目和

相关练习题目。 该项目以案例的形式将知识穿插起

来，结合国家艾滋病防治工作要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艾滋病科的实际工作和传染病医院的艾滋病治疗

管理，根据艾滋病的 ３ 种传播途径，制作了 ４ 个艾滋

病防治模块的虚拟仿真内容，分别是母婴传播、血液

传播、异性传播和同性传播。

２．２　 虚拟场景模块

本艾滋病虚拟仿真平台通过情景模拟的互动方

式，针对 ＨＩＶ 的不同传播途径（母婴传播、血液传播、

同性传播、异性传播）所采取的三级预防措施，虚拟

仿真艾滋病防控的各个环节，其中包括艾滋病相关

的危险行为、检测咨询、转诊、上报、溯源调查、艾滋

病的治疗及管理等主要环节，可以提供多模块，便于

多层次化的学习，让学生感同身受、获得感知性的体

验，在每一个环节都可以进行艾滋病相关知识及思

维能力的训练和培养，以第一视角参与事件调查、分

析、协调、决策、处理，直至案例完成结束，同时通过

在案例进行中设置的题目获得反馈，从 ５ 个维度对

使用者进行评价，如图 １ 所示。

２．２．１　 虚拟模块 １：母婴传播 　 母婴传播是艾滋病

的主要传播途径，当孕妇产检建档查出 ＨＩＶ 阳性时，

模拟医生如何进行危险行为调查、如何确定传染源、

如何开展母婴阻断等进行相关虚拟仿真情景设计，

以保护胎儿免于 ＨＩＶ 感染。 学生在此虚拟案例教学

过程中作为接诊医生，需恰当进行相应提问、检查、

提出后续处置措施的正确建议。 使学生在参与公共

卫生实践过程中，培养出 ３ 级预防的公共卫生理念。

２．２．２　 虚拟模块 ２：血液传播　 以虚拟模块 １ 中孕妇

的丈夫为主人公，该男子因用朋友的注射器进行静

脉注射吸毒，经血液传播感染艾滋病，经性传播传染

给妻子。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应了解预防艾滋病血

液传播的策略与措施。 同时，遵守职业道德，对患者

信息保密，适时地给予人文关怀和心理慰藉，给予专

业的转诊建议等。

２．２．３　 虚拟模块 ３：异性传播 　 考虑到该虚拟仿真

的使用对象为大学生，他们除了学习相关知识，具备

从事相关工作的实践能力，还应当保护好自己的健

康。 异性传播是艾滋病传播的主要因素，该模块案

例设计为一个女大学生掉进“温柔陷阱”，被爱情冲

昏头脑，发生性行为后，如何进行咨询，采取何种措

施，避免异性传播，保护易感人群等进行虚拟仿真设

计，以达到防治艾滋病的目的。

２．２．４　 虚拟模块 ４：同性传播 　 由于学生 ＨＩＶ 感染

者中男性同性恋占 ８０%左右［１８］，预防因同性传播感

染艾滋病是学生艾滋病防控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

设置了同性传播模块。 一名男生交往了一个校外男

朋友，对方为 ＨＩＶ 感染者，但并没有告知他，一次无

保护性行为后被传染艾滋病，这个案例警示大家不

要存有任何侥幸心理，预防艾滋、守护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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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虚拟仿真场景模块

３　 应用艾滋病虚拟仿真平台开展艾滋病

健康教育的实践

３．１　 教学设计

本虚拟仿真平台可供“艾滋病健康教育”课程线

上＋线下教学使用，共 ３ 学时，学生可通过手机或电

脑访问 ｈｔｔｐｓ： ／ ／ ｊｃｙｘｙｇｌｍｃ．ｙｘｓｙｐｔ．ｃｏｍ ／ ，在课堂中完成

本次实训。 其中，２ 学时为线上虚拟仿真学习及模拟

训练，１ 学时为课堂案例和题目讨论。 在课堂上，教
师组织学生通过平台学习案例，完成整个接诊处理

过程；学生可熟悉接诊流程及处理方案，完成相应题

目，还可以就操作过程中不熟悉或不了解的内容提

问，教师可对学生的操作进行观察和解答。 也可通

过教师端查看学生的答题情况，对学生掌握情况及

存在问题进行总结，关注学生对相关知识的理解及

动手实践能力、自主发展能力等。 此外，本虚拟仿真

平台是开放平台，学生可以通过账号密码登录使用，
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随时随地进行实验虚拟仿

真实训，以不断优化艾滋病教育教学效果。

３．２　 使用效果

艾滋病虚拟仿真的应用对于学生和老师都大有

裨益。 对于学生而言，应课程环节为闯关模式，各场

景模块设计了相关专业的问题及操作环节，学生在

进行实验、练习时，系统能够记录学生学习的过程，

并对练习进行相应的评价，学生可通过评价来了解

自己的学习情况并加强练习。 对于教师而言，应根

据学生在艾滋病相关的危险行为识别、检测咨询、转

诊、上报、溯源调查、艾滋病的治疗及管理等主要环

节系统记录，作答成绩，学生实验信息及完成时间，

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全面的了解，针对性地给予

指导和建议。

对学生进行艾滋病虚拟仿真实训项目的教学效

果进行调查，评估学生满意度、参与度和体验感。 学

生普遍反映这种沉浸式学习体验能够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使他们更加主动地参与到学习中。 通过互

动环节，学生可以进行实践操作，熟悉接诊流程和处

理方案。 通过反复的虚拟实训，学生能够不断提高

自己的操作技能和应变能力，增强实际应对艾滋病

的能力。 系统提升学生公共卫生操作技能，强化学

生理论知识掌握与应用能力。

４　 艾滋病虚拟仿真平台应用前景展望
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方式，艾滋病健康教育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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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平台具有鲜活的生命力，拥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在艾滋病健康教育方面呈现出较好的可接受性和灵

活性，不仅使学生沉浸式的体验并置身事件中，学习

和体会艾滋病防控的全过程，强化理论知识与实践

技能的掌握与应用，而且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独

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未来，将进一步加

强高校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及医院的合作，促进艾

滋病健康教育联动合作机制，积极推广艾滋病虚拟

仿真项目。 在“智能＋”时代背景下，尽管虚拟仿真

项目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其完善过程还需要不断

探索、持续精进，为虚拟教育教学改革提供新的思路

和新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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