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学检验教育·

高等专科医学检验技术专业《临床检验基础》理论的

教学模式的改革研究与实践

刘　艳
１，刘　丹

２，黄泽智１，李小民１，朱　瑾
１

（１．邵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检验系，湖南邵阳４２２０００；２．湖南省邵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湖南邵阳４２２０００）

　　犇犗犐：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４１３０．２０１３．２１．０７６ 文献标识码：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４１３０（２０１３）２１２９３４０２

　　高等专科教育主要培养面向基层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
［１］。

《临床检验基础》是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骨干课程和专业课程

之一，它运用形态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免疫学和寄生虫学

等实验技术，通过显微镜学、物理学、化学、微生物学及自动化

仪器等检验方法，对患者的血液、体液、分泌物和排泄物等进行

简单而准确的检测，将所获得的结果作为疾病的诊断、治疗及

预后判断依据。目前绝大多数高等专科学校的医学检验教育

总体上仍沿袭“填压式”教学，而这种教学模式明显不能简单用

于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人才培养［２］。为了培养适应基层医院

工作需要的高素质检验人才，课题组分析了当前邵阳医学高等

专科学校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在《临床检验基础》这门课程的教

学模式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一步优化了该课程的教学内容、

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及评价体系。

１　精选、整合教学内容，构建教学资源库

以新计划、新大纲为依据，以２００６年该校检验系成功申报

的湖南省普通高校重点教改课题———《高职高等专科医学检验

专业课程体系的改革研究与实践》和２００９年该校医学检验技

术专业获得的“省级特色专业”称号为契机，成立了教学改革研

究小组，对教材进行研讨，以第３版《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

为纲要，调整了部分教学内容，增加了检验新仪器介绍、聚凝胺

交叉配血法、ＡＢＯ血型亚型鉴定技术、全自动红细胞沉降率

仪、五分类全自动血液分析仪、尿沉渣分析工作站与粪便分析

工作站原理、工作流程等相关内容；删减了胃液检验、肺泡灌洗

液检验、出血时间的测定、血块收缩试验、毛细血管脆性实验等

内容。使学生对临床检验基础方面的最新仪器及进展有初步

认识，以便进入临床后能尽快掌握各种自动化仪器的原理及操

作方法。

为了使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对临床检验基础有全面的认

识、理解和掌握，２００８年该院参照兄弟院校的相关做法，以大

量的图片、表格、视频材料等为基础，以该校网站为依托平台，

成功构建了临床检验基础教学资源库。该教学资源库中包含

各类试题供１３５６道（其中，名词解释１３０道，各种选择题１１２５

道，问答题１０１道），并附有测试系统；细胞彩色图片４８９幅，文

字表格２６４个；临床检验基础规划配套教材的多媒体教学课件

１部和教研室自制全部教学课件；人民卫生出版社的视听教材

和教研室授课的录像视频８９个。学生可自行根据学习情况，

对不同章节进行测试以检查课堂学习的效果。教学资源库的

构建推动了教学方法和手段的改革，丰富了教学资源，使教学

方法更新颖，教学手段更先进，教学内容更丰富，在有限的教学

时间内向学生传授更多的知识。

２　探索高等专科学校的学分制管理，构建新的课程体系

根据该校实际，以省级重点教改革课题为契机，全校从

２００５级开始试行以学年制为基础、选修制为前提的学年学分

制，这既保留了学年计划性强，专业分类严密、完整的特性，又

吸收了学分制的优点。通过积极探索和实践，初步形成了以学

分制教学管理为基础的创新型医学人才培养模式，取得了明显

成效［３］。为实施这一新的教育管理模式，该校一方面建立指导

教师制度，由指导教师帮助学生制订学习计划，并指导学生选

课和专业学习，确保学分制教学的质量；另一方面，重视课程体

系的开发，提高学生选课的空间和对课程的学习热情。

３　提高教师教学水平和能力
［４５］

３．１　推行室、科合一　２００５年起该校将临床检验教研室与附

属医院检验科合二为一，由附属医院检验科主任兼任临床检验

教研室主任，教研室教师在检验科参与轮岗，以加强“双师型”

师资队伍的建设与培养，实现资源共享，弥补了学校教学设备，

尤其是昂贵的大型仪器不足的缺陷，避免了重复投资和浪费，

也有利于学生将理性认识转变为感性认识，通过临床检验工作

中对标本的处理、大型设备的使用、实验结果的分析以及与患

者和医师的沟通，使学生的医学行为社会化，并通过熟悉大型

仪器操作环境，提高其计算机、英语学习的意识，激发其学习的

主动性、自觉性，增强学习责任感和使命感。医学行为社会化

有助于学生了解学科发展的动态，了解检验科所开展的项目及

各种检测指标的临床意义。

３．２　严把授课教师资质关　本课程新进教师（含附属医院带

教人员）独立授课前，须先跟班听课１年，然后由教研室组织、

系部和教务处督导参与，对其预讲进行评分，提出意见和建议，

以改进其教学方法和技巧，提高教学效果。

３．３　实行全员听课制度　青年教师每学期至少听课１０次，共

２０学时；高级职称教师每个学期至少听课５次，共１０学时。

通过听课，以他人之长补己之短。

４　改进教学方法，加强学生能力的培养

由于传统教学方法片面强调课程或学科的系统性，教学手

段较单调，教师照本宣科，学生死记硬背，造成学生所学知识面

过窄，缺乏临床医学知识和创新思维，不利于医学检验复合型

技术人才的培养［６８］。该校采纳适当的师生角色互换，并采用

病例教学法（ｃａｓｅｂａｓｅｄｓｔｕｄｙ，ＣＢＳ）、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法

（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ａｓ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ＰＢＬ）进行教学，同时利用课余时间举

办专业知识竞赛和组织病例讨论，以大力推行“学生主讲、教师

助讲”的教学新模式，变教师主讲为主导，变讲堂为学堂，变“一

言堂”为“群言堂”，将教学的重心转移到学生身上。

５　改革教学考核内容和模式
［９１１］

学生毕业后不久就会面临技术职称考试的问题，为使学生

毕业后能尽快适应卫生专业技术的资格考试，该校从２０１０年

开始改变考试形式，摒弃以前由名词解释、填空题、是非题、单

选题、问答题组成的传统考试形式，采用与全国卫生专业技术

资格考试接轨的标准化考试，要求任课教师参照每年全国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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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中临床医学检验技术考试大纲（初级士、师

临床检验基础部分）制作考试试卷。每次考试后均进行认真的

试卷分析，一般试卷要求信度大于０．５，平均难度为０．７～０．８。

通过考试模式的改革，不仅能及时了解学生对本课程的掌握情

况，还使学生轻松驾驭职称考试，增强了学生的竞争力。在平

时成绩的评定上，将重点要考核的内容细致而全面地归纳成一

张成绩考核表，在教学过程中根据进度分阶段进行抽查，抓住

好的及差的典型，简单讲评，给予记分，彻底改变常见的凭印象

打分的情况，彰显了公平与公正。

该校通过精选教学内容、编写新教学大纲、制订新教学计

划、构建课程新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在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中

采取适当的师生角色互换并采用ＣＢＳ、ＰＢＬ等教学法进行教

学，建立了适合高等专科学校医学检验技术专业《临床检验基

础》的教学新模式，并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１级医学检验专业学生中进

行教学新模式的实践，这些举措使实习医院和用人单位对实习

生和毕业生在职业道德、团队精神、创新能力、实践技能、解决

实际问题等方面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该教学新模式提高了教

学质量，培养了医学检验技术应用型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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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现代检验医学的快速发展，实验室大型全自动分析设

备和信息化建设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新项目的开发与应用极

大地提升了实验室临床服务能力。但是，传统形态学检查在临

床诊断与治疗中仍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它也是检验技术中

的难点与重点［１］。虽然近年来检验仪器设备自动化程度不断

提高，但形态学知识与技能的培训却没有得到加强，主要是由

于实验室工作人员不重视形态学的学习及讲解带教，导致检验

临床实习生的形态学能力没有得到很好的提高。目前这种情

况已引起学校和实习基地的高度重视［２］。本科作为检验系的

最大教学基地，每年承担２０余名学生的实习教学任务，形态学

教学是实习带教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几年的工作总结，笔

者体会到在提升自身形态学能力的同时，应充分重视形态学的

教学实践与改进。通过多种方式提高学生对形态学知识的兴

趣，增加形态学实践的机会，对提升学生的形态学能力具有明

显效果，笔者采用的主要措施包括以下几方面。

１　定期进行显微镜镜下形态学的培训与考核

此部分为基本形态学培训阶段，主要针对临床较为常见的

血细胞、尿液有形成分、白带病原体、大便寄生虫卵、基本细菌

形态等进行培训。一般２个月左右完成１次培训与考核
［３］，第

１个月为示教，通常采用１０台显微镜示教１０个标本，包括血

液、尿液、大便、微生物细菌涂片等，培训教师在显微镜下用指

针指出待辨识目标，每个标本在显微镜旁都写下辨识要点，便

于学生直观地学习相应的形态特点，把抽象知识转化为具体形

态［４］，让学生快速掌握每张示教片的显微镜镜下特点；第２个

月为考核，内容为示教标本（可以有小部分内容不同），并及时

进行讲评，加深印象，通过３轮左右的循环，可明显提高学生的

基本形态学辩识能力。

２　收集标本并及时示教

对于平时工作中发现的罕见、典型的细胞和病原菌，应及

时进行示教，不仅提高科室工作人员的形态学技能水平，同时

也可为实习学生进行形态学教学。目前科室配备了德国莱卡

（Ｌｅｉｃａ）的多头显微镜示教多媒体系统，可同时供６名学生观

看同一镜下目标，并能存储图像，极大地提高了形态学教学的

效果。

３　保留典型形态学示教片

科室各亚专业组对日常工作中有典型意义的形态学示教

片均进行了保存，对于不能保存的标本（如脑脊液中的隐球菌）

也在多头显微镜示教多媒体系统中以电子文档的形式进行了

保存，此类教学示教片已作为强化学生形态学知识的主要工

具，学生在镜下对照相应目标的形态学特点进行学习，通过不

断的视觉积累，巩固并最终掌握该类目标的形态学特点。这类

教学资料包括血液、疟原虫、白带、血培养阳性标本及抗酸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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