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利，患者感到非常满意，带教教师发现学生会有一种成就感，这

时应及时地表扬学生做得好，增加学生的满足感和自豪感。这

些积极情绪会使学生对这一职业的兴趣不断得到加强，激励他

们更加努力，从而形成良性循环。学生得到快速成长之后，畏

惧的情绪便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想多做多练。对于血液量采

集不够的同学会细心地观察存在的问题，是进针部位没选好、

进针的深度不够、挤血方法不当还是使用微量吸管吸血不熟练

等等。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及时纠正后，一般同学都会在１周

内或２周内掌握好采集末梢血。（２）大部分同学能有意识地认

真审核结果并有意识地认真学习各项检测项目的临床意义；少

部分同学审核不够仔细，极少部分还没有审核结果的习惯。对

前者要对他们提出的问题给出详细的解答并鼓励他们结合临

床症状和临床诊断有目的地翻阅相关资料，从而做到理论联系

实际以达到自身的提高，为今后的独立工作打下扎实的基础。

对于后者要引导和督促他们，多给他们传授职业方向、职责和

职业道德方面的知识。在带教中，要让实习同学明白随着现代

医学检验的快速发展，仪器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高［１３］，临床实

验室对检验工作人员的要求更高了，不能仅仅是自动化仪器的

简单操作者，还应该具有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４］。（３）部分同

学已开始留意自动化血细胞分析仪工作原理和性能及对实验

条件的要求，这是很可喜的进步，这同时也给带教教师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同样也需要不断的学习才能胜任得了带教这一职

责。（４）越来越多的同学开始留意室内质控并有参与意识，这

反映出的学校教学对质量控制这一块的重视，基础教学已融入

了建设规范化临床实验室的意识［５］。在带教过程中，每天做室

内质控时都会叫同学们一起做，做完后和他们一起观察质控

图，教会他们如何做每天的室内质控，如何看质控图和警告、失

控的判断，至少可以给他们有一些感性认识。（５）大部分同学

都很忽视一些基本的手工操作，如白细胞手工计数，血涂片的

制作和染色等。对于这些同学，教师会这样问他们，“当某份标

本白细胞过高或过低，甚至超出仪器的测定范围，尤其是当你

一个人值班时，医生又等着你的血细胞结果，如果不掌握基本

的手工操作你该怎么办呢？”同学们听了都会自觉地去练习一

些基本的手工操作。同时，这些基本的常用手工技能也会被列

入到转室考核的技能考核中，如白细胞手工计数，血涂片染色，

嗜酸细胞计数等。

２　体液常规带教体会

在带教实习同学学习尿液、大便，白带常规分析时，感到存

在的主要问题是：（１）形态学方面的识别有一些难度，如红白细

胞的区分，霉菌、管型的识别。带教教师认为形态学是一门经

验性很强的学科，因此带教时通常是一对一的带教，通常将典

型的标本给同学看，有了感性认识后，再让同学自己看标本，然

后就同学提出的疑问和所发出的口头报告将的意见反馈给同

学。在这样反复的训练中大多数同学在两周内基本能掌握正

常标本和部分异常标本的处理以及日常的工作流程。（２）大部

分同学刚开始使用显微镜时不够熟练，主要是找不到视野或是

压碎玻片，带教教师通过观察认为主要原因为显微镜的粗细调

节旋扭的旋转方向与载物台的升降关系没掌握好，教会他们处

理好两者的关系后就基本能够用好显微镜。（３）很少有同学会

留意尿液干化学中各检测项目的原理，管型形成的条件以及维

生素Ｃ对尿中的主要项目如糖、蛋白、红细胞隐血结果的影响

等等。在今后的带教中需在恰当的时候提醒同学们这些理论

知识，使他们理论和实际更好地结合以提高他们解决问题的

能力。

以上是临床检验基础实习带教的一些体会，多年来培养了

不少的检验医学的实习同学，但是距离国内从事检验医学教育

的学者提出的实习要求确实还有一定差距，如使学生具备较扎

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常用实验方法和实验技术；培养爱岗敬业

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树立求真、务实、科学、严谨的科研态度和

工作作风；提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团结合作的能力；熟悉

科学实验的全过程，逐步具备独立工作能力和实验室管理能力

等综合素质［６７］。因此，还需继续努力发扬优点，不断总结，不

断学习，使带教水平和带教能力取得更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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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检验医学课程创新性教学模式的探索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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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军事检验医学实际工作中，野战医学救援对军事（应急）

检验医学的技术需求亦日益突出，医学检验的学科领域已经远

远超出过去传统的中央实验室检验。新形势下，对医学检验专

业医学生的培养必须既能满足大型医院岗位任职能力，又能在

急救现场和基层单位开展现场快速检验，本系承担了全军检验

医学专业五年制、四年制本科和任职教育全军野战检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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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全军检验科主任培训班等教学任务，不断探索适应新形势

的教学改革，摸索出“自编教材网络课程专用现场模拟训练

室野外演训”四位一体的创新性教学模式，现总结如下。

１　自编《军事检验医学》教材奠定课程理论基础

军事检验医学的内容与常规检验有所不同。在战争条件

下军队面临烈性传染病及生物战剂等众多特殊的致伤因素，所

致病种平时很难接触到，且目前国内（军内）尚缺乏军事检验医

学的教材，为了弥补国内（军内）医学检验专业现有课程体系设

置中缺乏军事医学检验和应急医学检验相关内容教学的主要

缺陷。缩小与发达国家相比在军事检验医学人才的培养上存

在的差距。本科室主编了《军事检验医学》教材，并获得了总后

院校“双百计划”的精品教材立项，于２００９年３月由军事医学

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教材全面介绍了军事检验医学理论和技术，以部队群体

为主要研究对象和服务对象，通过军事医学与检验医学相结

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

合、现场与实验室相结合、动物实验与人体研究相结合，研究军

队平战时特殊环境、特殊军事作业和特殊武器伤害条件下的实

验诊断技术、诊断方法、诊断设备和诊断流程，并对收集的各种

数据和资料进行科学、辩证的综合分析，为临床诊断提供客观

诊断依据。且根据军队医学检验具有条件简陋、时间性强、机

动性大、隐蔽性要求高等特点，涉及到了快速检验的方法，如干

化学技术、生物传感器技术、微流控芯片技术、生物芯片技术

等，同时涉及到特殊的致伤因素，如贫铀弹、核弹、高能微波、高

原反应、火器、化学武器、地方疫情等。内容阐述准确、清晰、简

明、深入浅出，富有吸引力；知识体系完整、严密，学术水平高，

科学性强；理论性、逻辑性和系统性强。

２　开展网络教学实现课程补充互动

军事检验医学课程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学科网站和网络课

程，网络课程的设置包括：虚拟教室、多媒体课件、教材库、素材

库、试题库、教学论坛等几部分内容。素材库里有大量的文字、

图片、视频和动画，是对教学内容进行补充和拓展，便于学生随

时查阅。大力开展视听教材制作，录制了课堂讲授教材，放入

了其他一些学校的优秀课件，便于学生复习巩固。教学论坛搭

建了学员与教员的信息交互平台，学生可以自由向教师提问。

网络课程为学员提供了在课后的个体学习资源，是对课堂教学

的补充和延伸。

３　运用野战检验模拟训练室强化课程教学平台

野战检验模拟训练室是获得了总后勤部“５３０工程”（野战

检验医学）重大教学科研平台建设与研究专项资助建设起来

的，配备了干式电解质分析仪、干式尿液分析仪、干式血球分析

仪、干式血气分析仪、便携式血糖仪等便携式检验仪器及ＡＢＯ

和Ｒｈ血型鉴定、交叉配血试剂和各种胶体金试纸条。配备的

９台电脑全部安装了“军事检验医学战地分级实施模拟演训软

件”［１］。此软件为具有知识产权的自主研发软件，主要用于培

训医学检验专业学员对各种应急使用的便携式仪器的操作技

能，使学员了解设备的工作原理，熟悉各种便携设备的组成部

件和仪器耗材以及仪器的操作方法和后期维护。战地分级实

施模拟演训软件运用虚拟现实软件实现三维仿真互动，Ｆｌａｓｈ

软件实现二维形式动画，３ＤＭＡＸ 软件设备实现外观制作模

拟特殊情况，最后运用了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ＡＥ进行后期合成。软件

共有“四个创新”，创新一，完整连贯演示与分解步骤演示相结

合，完整连贯演示的板块连贯流畅、思路清晰、把握整体，分解

步骤演示的板块分解清晰、无缝衔接、处理精细；创新二，模拟

演示（Ｆｌａｓｈ）与实景视频（ＡＶＩ）相结合，包含９部实景操作录

像：操作过程完整规范，覆盖操作所有环节，字幕和解说准确；

创新三，配备全程互动操作演训，强化学习者对操作步骤的掌

握，加深对仪器的深入理解，使学习者变被动为主动；创新四，

被动学习与主动学习有机结合，被动学习版块使学习者能够掌

握战地分级实施标准，仪器操作方法及设备检测项目，主动学

习版块是学习者了解设备工作原理，熟悉各种便携设备的组成

部件及仪器耗材的版块。该软件获得了总后勤部优秀电教成

果二等奖，教员学员反应甚好，可推广应用至我军师以下卫生

机构［２］。

４　组织野外演训拓展课程实践教学空间

在军事检验医学实践教学过程中，将《军事检验医学》中

“快速检验”的教学内容，掺入到学校教务处组织的学员暑期社

会实践教学活动中，使教学空间拓展到“社区实践现场”，实地

培训学员开展现场快速检验的能力；同时还将军队专项基金资

助研制的野战应急检验箱、野战应急检验车等新型应急检验设

备（装备）整合到学校“军事医学综合演练”演习科目中，使学习

空间延伸到“野战演练现场”［３］。野战（应急）快速检验车是由

依维柯改装而成的，以野战医院、师救护所为主要装备对象，车

内整合血常规分析、生化分析、血气／电解质分析、尿液分析、微

生物检测、凝血分析、配血、酶免、辅助分析、制冷、三重供电、信

息化管理、液压支撑、纯化水等１５大功能模块，而且，具有独立

的采血区，可完成常规临床检验、采血、配血等工作。配有整车

ＬＩＳ系统管理平台，可与驻地医院实现数据共享、远程会诊。

具有野战化程度高、模块化高效集成、信息化程度高、快速部署

能力强、检测项目全面等优点［４５］。我们应用于学员野外演训

过程中，拓展并开阔了学员对野战检验装备和技术了解，前瞻

性的提升了学员在后期工作中开展野战应急检验工作的能力。

通过“教室网络课程专用现场模拟训练室野外演训”四

位一体的实训教学模式，拓展了理论与实践教学空间，达到了

强化学员对军事检验医学内容理解和掌握的目的，同时强化了

学员在不同环境下的实地操作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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