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生对一些典型细胞特征的感性认识。

３　创新实验考核方式，促进学生学习热情

考核是检查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考试形式对学生的学习

态度、方法以及教学效果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３］。在教学中，

实验技能考核成绩的比例占临床检验基础课程总分的４０％，

其具体由形态学考核、实验操作技能考核、设计性实验表现、临

床实习体会、实验报告、出勤率等几个部分来评定。形态学考

核主要包括外周血正常和异常血细胞形态、尿液有形成分和体

液有形成分的识别。实验操作主要考核微量吸管使用、改良牛

鲍计数板使用和血细胞计数等基本技能。实验报告是对实验

情况的全面反映，要求结果真实，报告方式规范，便于教师及时

了解学生存在的问题。这些多方位的实验考核方式促进了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了实验教学效果，锤炼了学生多方面的

能力。

４　小　　结

为了适应临床检验基础的学科发展需要，紧跟临床新进展

的步伐，改善传统实验教学的低效状况，本课题组在该课程的

实验教学中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教学改革，加深学生对实验基本

技能的掌握，培养了学生的临床意识，拓展了学生的临床视野，

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当然本课题组在

该课程的实验教学改革探索中，也面临着一些困难与制约因

素，今后还需要不断积累经验，与国内同行一道，为培养能胜任

现代检验医学临床实践的人才队伍而努力。

参考文献

［１］ 李萍，李立宏，郑文芝，等．改进临床检验基础实验教学方法，提高

实验教学质量［Ｊ］．检验医学教育，２００７（２）：３５３６．

［２］ 曾蕙眘，肖新宇，易春梅，等．“临床检验基础”学科建设与教学改

革的构想与实施［Ｊ］．长沙医学院学报，２００９（１）：５７５９．

［３］ 何旭春．创新技能型人才培养与实验教学的思路与方法———对临

床检验基础实验教学实施改革创新的若干思考［Ｊ］．开放潮，２００６

（Ｚ４）：６２６３．

［４］ 丁肖华，张婧婧，赵庆伟，等．ＰＢＬ在临床检验基础实验教学考核

中的实践［Ｊ］．中国高等医学教育，２０１１（４）：９１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１０８）

△　通讯作者，Ｅｍａｉｌ：ｗｅｉｌｉｎｇｆｕ＠ｙａｈｏｏ．ｃｏｍ。

·医学检验教育·

浅析ＰＢＬ结合ＬＢＬ教学模式在临床检验实习带教中的应用

罗　阳
１，樊玉婷２，周传艳１，蒋天伦３，张　波

１，府伟灵１Δ

（１．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重庆４０００３８；２．四川外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

重庆４０００３９；３．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输血科，重庆４０００３８）

　　犇犗犐：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４１３０．２０１３．１２．０７０ 文献标识码：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４１３０（２０１３）１２１６２２０１

　　随着检验科在医院中的地位逐步提升，检验医学已俨然成

为临床医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１］。然而，受传统思维的影

响，检验专业学生的临床实践培训受到了种种限制，从而严重

影响其教学效果［２］。如何培养和训练学生知识转化能力、分析

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践工作中是教育工

作者不断追求的目标。ＬＢＬ（ｌｅｃｔｕｒｅｂａｓ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是以教师

讲述为主的灌输式授课，教师应用板书、多媒体课件教学［３］。

要求教师备课充分、教案详细、理论扎实、思路清晰、表达流畅、

讲解生动，最大限度地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但从长远来看，

单独的ＬＢＬ教学模式无法满足临床检验教学对学生技能培养

提出的较高要求。

ＰＢ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ａｓ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近年来由国外引进的一种全

新的教学方式，在几十年的探索运用中ＰＢＬ逐步展现了令其

他教学模式无法比拟的优点［４］。ＰＢＬ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

方法，运用在临床医学中以病例为先导，以问题为基础，以学生

为主体，以教师为导向的启发式教育，以培养学生的能力为教

学目标。其精髓在于学生通过合作解决真实性问题，学习隐含

于问题背后的科学知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培养学

生自主学习、终身学习的能力。

既往研究表明ＰＢＬ结合ＬＢＬ教学模式可提高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增强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提高学生理论和实验成

绩，由被动变为主动的探索答案［５］。笔者尝试着将两种教学模

式有机结合用于临床检验教学。历经１年的实践表明两种教

学模式的结合不仅增强了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还加强

了学生实习工作的能力培养，效果显著。本文对教学效果及现

实意义进行了相关评价，具体应用介绍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２年７月至２０１３年４月在本院检验

科实习的４年制医学检验专业本科学生，共５０人，每次４～５

人，其中女４０人，男１０人，平均年龄（２１．２±０．８）岁。每组在

本科室实习８周。所有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２２人，实验

组２８人。两组学生在年龄及入科前的知识、技能、态度等方面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教师选择　选择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临床工作５年以

上检验师或主管技师，具有丰富的临床带教经验，选取责任心

强的２名教师作为带教老师。对其中１名进行ＰＢＬ相关知

识、带教方法的培训，以作为实验组的带教教师，另外１名则作

为对照组的带教老师。

１．２．２　学生分组　对照组：学生按照老师的要求，在老师指导

下进行实践操作。理论知识培训采用传统教学法，发放学习资

料给每名同学，内容为检验相关的理论知识、实践操作技能等，

每周安排１次专题讲座，时间１．５ｈ，带教老师按照学习资料进

行讲解。实验组：实践操作部分的带教与对照组相同。理论知

识培训按照ＰＢＬ教学模式，即带教老师提出问题－学生评估

分析－小组讨论－教师总结，具体方法如下。

１．２．３　实验操作　（１）提出问题：带教老师向学生介绍ＰＢＬ

的理念和操作方法，将与对照组完全相同的资料（下转插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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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给学生自学，如在传授临床微生物知识中，可提出对临床感

染真实病例的探讨如它们感染的机制是什么以及在临床微生

物检验中常见形态等问题进行发问。（２）评估分析：要求该组

每位学生根据所讨论的题目，通过自主学习、查找资料（可以利

用已发课本、资料、杂志及网络等资源），思考分析后，提出自己

明确的见解，最后形成文字材料。（３）小组讨论：教师引导每个

学生充分表述自己的见解，听取他人意见。主要从临床检验，

微生物检验，生化检验，免疫学检验，分子生物学常规项目的检

测等展开讨论。在小组充分探讨完毕后，推荐一名学生作为代

表提出遗留问题，由带教老师进行启发、引导，最终给出答案。

（４）教师总结：带教老师针对学生讨论结果加以纠正、补充、完

善、得出解决方案，学生得以将医学检验相关知识融会贯通，并

通过这个过程，引领学生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究。

１．２．４　评价方法　（１）理论考核：实习８周结束后在出科前，

从题库随机抽取一套理论试卷，考试时间为９０ｍｉｎ。卷面内容

为临床项目常规检验知识，并出一个标准病例让学生根据自己

在本科室实习期间的经验，写出检验诊断，撰写１份完整的检

验诊断方案。（２）技术操作：出科前１周，从本科室常见检验操

作项目（如微生物革兰染色）中任选一项对实习学生进行操作

考核。由带教组长及临床各科室组长按统一评分标准共同

评分。

１．３　统计学处理　应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学软件，计量资料采

用狋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
２ 检验。检验水准α＝０．０５。

２　结　　果

两组学生入科和出科考试成绩比较：入科前实验组和对照

组的理论知识无显著差异，表明两组学生在入科前学习能力处

于同一水平。出科前，两组学生理论成绩较入科成绩有所提高

（犘＜０．０５）。且实验组理论知识成绩明显高于对照组，在操作

技能上实验组成绩亦显著性高于对照组（犘＜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两组学生检验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成绩比较（狓±狊）

组别 狀

理论成绩

入科 出科

技能操作成绩

（出科）

实验组 ２８ ７５．４７±６．３５ ９０．１２±６．７６ ８９．３４±４．０３

对照组 ２２ ７５．１４±５．７８ ８０．９１±５．１２ ７８．０６±３．２６

表２　　实验组学生对ＰＢＬ结合ＬＢＬ教学方法

　　　　效果的评价［狀（％）］

项目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合计

对教学方式满意度 ２５（８９．３）３（１０．７）０（０．０）２８（１００．０）

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满意度 ２６（９２．９） ２（７．１） ０（０．０）２８（１００．０）

对自学的满意度 ２４（８５．７）４（１４．３）０（０．０）２８（１００．０）

与患者沟通满意度 ２６（９２．９） １（３．６） １（３．６）２８（１００．０）

对检验科常见检验项目掌握程度 ２４（８５．７）３（１０．７）１（３．６）２８（１００．０）

临床实习的积极性、主动性 ２３（８２．１）４（１４．３）１（３．６）２８（１００．０）

　　为了及时获取实验组学生对于ＰＢＬ结合ＬＢＬ教学模式

的意见，对实验组学生进行临床教学满意度调查：如表２所示，

学生满意度结果依次为“对教学方式的满意度”８９．３％、“分析

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满意度”９２．９％、“对自学的满意度”８５．７％，

“与患者的沟通程度”９２．９％以及“对检验科常规检验项目的掌

握程度”８５．７％和“临床实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为８２．１％。

３　讨　　论

以ＬＢＬ为代表的传统教学法，其主要问题是学生主要根

据教师的教学思路和步骤去被动地接受知识，使得学生在学习

上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而且大部分学生在修完课程后表现出

缺乏在现实情境中应用所学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

“知识爆炸”更新换代的发展趋势下，学生仅通过ＬＢＬ教学模

式学习让自身获取知识与更新知识的能力变得极其困难。

ＰＢＬ与ＬＢＬ结合进行教学，不仅学习方法灵活多样，而且

不受时间、空间和地域的限制，能适合各种学科，可满足终身教

育需求，从而顺应了时代的发展。ＰＢＬ的理念是使学生学会

学习的方法，具有自我获取知识与更新知识的能力，确保有较

高的教学质量与教学效率［６］。对于学生而言：可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提高自主学习能力，调动其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创新精

神，提高学生独立思考、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充分挖掘

学生潜力，最大限度的发挥学生的能动性和创新性。对于教师

而言：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在讨论的过程中获得启示，激

发了教师的教学热情也增强了责任心，从而达到了教学相长的

效果［７］。

实践证明将ＰＢＬ结合ＬＢＬ教学模式应用在检验医学实

习中，学生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能系统地自学和练习与实

习大纲相关的实践内容。与ＬＢＬ单独教学相比，ＰＢＬ教学法

在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方面具有明显优势［８］。灵活多样的学习

方法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也是一种全新学习方法

的体验。因此，ＰＢＬ结合ＬＢＬ教学模式应用在临床检验教学

中学生的学习兴趣明显增强，自学能力、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

能力、与他人进行交流沟通的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均明显提

高。使其有信心和能力完成今后复杂、多变的医学人生使命。

为最终实现“中国梦”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

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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