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量控制的意识非常重要。在各专业的实习岗位上，带教教师都

应要求学生熟悉每个项目的检验流程，掌握分析前、中、后质量

控制的影响因素，学会分析失控原因及失控后的处理方法。同

时，还应要求学生熟读质量控制文件。

２．２　操作技能培训　虽然检验仪器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但

手工操作仍不可能被淘汰，对实习生的带教也一样不能忽略。

对于手工操作技能的带教，杨丽［２］、李丽华等［３］的描述已非常

详细，在此不再一一赘述。此外，让实习生了解实验室信息系

统（ＬＩＳ）和医院信息系统（ＨＩＳ）的操作也十分必要。目前信息

系统已在检验科质量管理、人员管理、仪器管理等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学生可通过实际操作进一步加深对系统的认识，了

解其功能和发展前沿。

２．３　生物安全教育　国家对实验室生物安全非常重视，最新

颁布的《ＧＢ１９４８９２００８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明确指出了

ＢＳＬ２实验室的生物危害程度和生物安全管理要求。但目前

生物安全教育在医院对实习生的教学过程中没有受到足够的

重视，有调查显示，４３．３％的实习生不清楚如何正确进行职业

防护［４５］。为培养实习生的生物安全意识，科室应在岗前培训

中进行系统培训，内容主要包括标本的潜在危害、污染分区、消

毒、个人防护及医疗废物的处理等，让学生系统了解生物安全

相关知识，在实习操作过程中做好自我防护，避免职业暴露等

事故的发生。

３　法律意识和沟通技能

３．１　法律教育　据中国消费者协会统计，２００４年消费者对医

疗和药品的投诉共有１７２４６件，比２００３年增加近三成。中华

医院管理学会调查数据则显示，全国三甲医院每年的医疗纠纷

赔偿金额约为１００万元左右。全国范围内的医疗投诉和纠纷

数量明显上升，但和医疗事故并不呈比例［６］。这说明医疗纠纷

并非均源于医疗事故，但面对患者的投诉和外界的质疑，如何

让实习生在今后的工作中合理利用法律知识也是带教活动中

不可小觑的问题。可通过举行相关的法律知识讲座，增加学生

的法律常识；也可通过讲解医疗纠纷案例，提高学生警惕性。

除此以外，在检验科工作中，完整、全面、及时的各项记录是医

疗纠纷中非常有利的举证，因此应培养实习生认真填写各项记

录的好习惯。

３．２　沟通技能培训　良好的沟通技能是改善医患关系、减少

医患纠纷的有效途径，但实习生存在缺少培训和应用技巧不足

的问题，所以，在带教过程中需加强沟通技能培训［７］。首先，在

岗前培训中提高学生的道德修养，灌输服务理念，树立“以患者

为中心”观念，提高自身的职业道德素质。其次，带教教师应以

身作则，积极服务患者，耐心解释，给学生做好表率。最后，由

长期在门诊窗口工作的教师传授沟通技巧，鼓励实习生与患者

多接触，培养学生通过语气、表情、语言内容等判断患者需求的

能力，并教育学生以柔和亲切的语言进行沟通交流，选择恰当

无误的措辞进行解释，让患者理解和信任检验科的工作。

４　小　　结

在现在的医疗形势下，仅仅拥有良好的专业技能是不够

的，只有通过对检验实习生进行全方位教学，才有可能为构建

和谐医患关系培育出优秀的检验科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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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检验教育·

《血液病检验技术》教学资源库建设与实践

李红岩，侯振江，王凤玲，徐　倩，代荣琴，刘玉枝，陈　洋，王　瑾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医学技术系检验教研室，河北沧州０６１００１）

　　犇犗犐：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４１３０．２０１３．０１．０６４ 文献标识码：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４１３０（２０１３）０１０１１８０２

　　《血液病检验技术》是高职高专检验医学技术专业的专业

核心课程，是检验医学技术专业毕业生从事临床血液检验工作

的基础。随着血液病检验技术迅速发展，传统教学模式已不能

满足《血液病检验技术》教学信息化、网络化的要求，建立内容

更丰富、功能更强大的《血液病检验技术》教学资源库已成为高

职高专检验医学技术专业教学改革的重要环节。

１　教学资源库建设的背景

《血液病检验技术》是检验医学重要分支，主要是利用血细

胞检验技术、超微结构技术、病理学技术、生物化学技术、免疫

学技术、遗传学技术、细胞生物学技术、分子生物学技术等，对

血液系统疾病和非血液系统疾病引起的血液学异常进行基础

理论研究和临床诊治观察，推动和促进血液学和临床血液学的

发展和提高。血液病检验师（技师）应正确掌握血液病诊断及

其病情判断的有关试验；适应血液学的发展，创新检验项目；能

从事有关科研实验工作；具有一定程度血液病临床知识，可对

疾病做出诊断［１］。该课程教学内容多、实践性强，是高职高专

检验医学技术专业毕业生从事血液病检验工作必须掌握的知

识和技能，亦是教学的重点和难点。为了让学生在有限时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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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课程教学内容有全面的认识、理解和掌握，提高教学质量，

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课程组进行了大量工作：２０１０年《血

液病检验技术》被评为省级精品课程，为建设教学资源库奠定

了一定的基础；相关负责人主编了全国高职高专卫生部规划教

材《血液学检验（第３版）》
［１］；课程组教师在院校合作的基础

上，共同编写了基于本校课程改革需要的校本教材《血液病检

验技术》。血液病检验技术教学资源库的建设不仅能满足学

生、教师的需要，也可为行业人员业务学习搭建平台。

２　教学资源库建设的内容

２．１　课程教学资料库　收录《血液病检验技术》课程教材、课

程标准、授课计划、教学日历、教案、病例分析、实验指导、实验

相关资料、试卷与试题库等教学资料。教材包括《血液学检验

（第３版）》、《血液学检验实验指导》
［２］、《血液病检验技术》（校

本教材）、《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第３版）》
［３］和《血细胞形态

学诊断图谱》［４］等。

２．２　课程教学素材库　收录《血液病检验技术》课程的骨髓细

胞、血细胞、细胞化学染色等镜下图片、音频、视频及动画素材

资源。图片为经经验丰富的血液检验专家确诊病例的骨髓和

血涂片标本在显微镜下照相获得，共３万多幅，包括正常和各

种血液病的血细胞形态。音频、视频、动画素材包括优秀课堂

教学实录、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某个技能的演示过程（如瑞氏

染色、铁染色、染色体检查等）及部分购买的视听教材（如骨髓

穿刺术、骨髓活检术、干细胞采集等）。

２．３　课程教学课件库　收录《血液病检验技术》课程的高质量

多媒体课件，由课程组教师制作，包括高职高专院校学生应掌

握的前沿技术（如流式细胞术）。

２．４　课程行业应用库　收录《血液病检验技术》课程的行业应

用资料、专题会议资料、检验技师资格考试培训相关资料等。

２．５　网络资源库　收录《血液病检验技术》课程相关的网站链

接（如中华检验医学网、检验医学信息网、检验在线等）、精品课

程链接及有关文献资料等。

２．６　在线答疑　包括常见问题解答、咨询交流互动和学生自

学试题等。

３　教学资源库的特征

《血液病检验技术》课程教学资源库的建设应以现代教育

思想为指导，将优秀血液病检验的教学资源与现代教育技术有

机结合，构建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学习与教学环境，有

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和培养实践能力强、富有创新精神的高端技

能型检验专门人才。该课程教学资源库的建设具有合作性、系

统性、多样性、开放性、可持续性、时效性等特点。

３．１　合作性　《血液病检验技术》课程教学资源库的很多素材

来源于长期工作在临床一线、工作经验丰富的检验技术专家，

以院校合作为基础，共同建设。也可由多个学校联合共建，相

互交流、学习，发挥各自优势。

３．２　系统性　《血液病检验技术》教学资源库素材按红细胞疾

病检验、白细胞疾病检验、血栓与止血检验分类；骨髓和外周血

标本瑞氏染色下血细胞成分、化学染色下的血细胞成分具有一

定的关联性，可设计多种链接方式，实现简单、快捷、易用。

３．３　多样性　《血液病检验技术》课程教学资源库包括文本、

图片、课件、视频、动画、案例、虚拟技术、参考文献、临床案例、

网站链接等素材资源，并且每种血液病的素材来自于多位患

者，例如多发性骨髓瘤不同患者具有不同的骨髓象，有利于展

示不同患者的检验结果，便于比较学习，能够满足学生、教师、

行业从业人员、社会学习者等不同人群的需要。

３．４　开放性　学生可通过校园网登录课程教学资源库网站，

随时查阅资料，可满足学生自学的需要，可满足授课教师学习

借鉴、资源检索、利用及再开发的需要，可满足行业从业人员培

训提升和查询的需要，亦可满足社会学习者培训和学习的需

要。

３．５　时效性　教师可随时随地将收集到的最新信息和少见病

例的相关教学资源添加入库，并可随教学内容和要求不断更新

与发展及学生特点做出相应变化，使资源库建设保持动态发

展、不断更新的过程。

４　教学资源库的应用效果

学生可利用课余时间自由上网阅读图片和复习，提高了学

习兴趣，加深了对所学知识的印象，提高了学生发现问题、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丰富的学习资源拓展了学生学习空间

和时间，真正实现了自主学习［５］。拓展了教师视野，增加了专

业知识，提高了教师现代化教学技术应用能力；加强了课程资

源整合，教学材料更为系统化，教师备课更为充分，既有利于教

师在网上进行集体备课，也提高了教师的备课效率，避免了重

复劳动［６］；教师在授课时可直接调用资源库中的原始素材，教

学手段更先进，教学内容更丰富，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并提高

学生对知识的记忆和理解能力，提高了教学质量和教学效

率［７１０］。

５　小　　结

《血液病检验技术》教学资源库是在教学和临床工作中积

累教学经验、收集大量素材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有助于克服

既往教学中资源共享不足等诸多缺点，满足了目前教学信息

化、网络化的需求。但是，教学资源库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

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不断发展，教学内容、方法和手段不断

更新，因此，及时补充和更新教学资源库的内容是发挥教学资

源库有效功能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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