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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检验基础》课程是高等医学院校医学检验专业课程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课程具有基础知识多。基本技能和形

态检验特点突出和实践性和应用性强的特点。鉴于医学检验

是一门实验医学，是理论联系实践的纽带，决定了《临床检验基

础》实验在专业课程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另外相对于理论教学

《临床检验基础》实验课程更具直观性、实践性、综合性和创新

性的特点，是理论教学所不可替代的重要环节［１］。由于传统的

实验教学从实验组织、实验方法的确立、实验步骤到实验仪器

设备的选择都由带教教师全权代理，课堂上教师按传统验证性

实验的教学要求将实验目的、实验原理、实验步骤、注意事项、

临床意义等循序渐进讲解，然后组织学生按部就班地完成实

验，验证实验结果，这种“照方抓药”的做法经常使学生对所做

实验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２］。为了提高实验教学的质量，

达到培养高素质、有探索和创新精神的综合性医学检验人才，

本校临床检验教研室经过近３年的教学改革和实践，从改革实

验教学体系、充分利用教学资源、采用基本技能实训模块，综合

性实验模块、设计性实验模块和创新性实验模块相结合的实验

教学方法配合第二课堂教学，实施全程多站式的考核体系，对

《临床检验基础》实验课教学进行了综合性创新改革实践，并取

得了一定的教学效果，现报道如下。

１　改革实验教学体系、重组实验教学内容

鉴于教材是教学的基本依据，也是教学的主要材料之一。

一直以来，传统的实验教学内容通常是依照教学大纲和教材内

容而定，近年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入，不同版本和版次的《临床检

验基础》教材的更新和出版，教材风格呈现多样化，但相对有限

的学时，教材内容总体居多，课堂上为避免教师按部就班的照

本宣科，严格执行教研室授课教师的备课制度，坚持认真阅读

和研究教材，熟练教材内容，让授课教师从宏观上把握教材知

识体系、课程的知识结构、教学重点和难点，并通过备课去精心

的构思、设计和编排教学过程，组织和梳理授课内容，教师授课

做到理论联系实践，教学思路清晰并能博引旁证。如《临床检

验基础》实验课程中体液检验模块，包括生殖系统分泌物检验

（精液、前列腺液检验、阴道分泌物检验）、脑脊液检验及浆膜腔

积液检验等内容。其中生殖系统分泌物检验包括理学和显微

镜学检验；脑脊液检验及浆膜腔积液检验包括理学、化学及显

微镜学检验，这些实验虽然检验名称不同，但检验项目如理学

检验和显微镜学检验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均大致相似，其中显微

镜细胞学检查核心技术均是采用改良牛鲍氏计数板作细胞计

数，即将标本作适当稀释后，在显微镜下计数一定容积内的细

胞数，经换算得到单位体积的细胞数，再进行有核细胞分类计

数。不难发现此部分技术是血液学检验中血细胞计数知识的

应用和延伸。如果依照教材编排的实验项目独立展开各项检

验，难免存在实验内容重复和学时相对不足（需１６学时）的矛

盾，针对这些问题，教研室进行系统的教学研究和改革，选择对

后期体液检验实验课程中的教材内容进行有机的融合，化繁为

简，开展生殖系统分泌物检验和脑脊液及浆膜腔积液检验的综

合性、设性计性实验，既可合理利用教学学时，强化基本技能训

练，又可增加学生对所学知识纵向和横向联系，扩充和完善学

生的知识结构体系，最终达到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和效果的

作用。

２　充分利用教学资源，提高实验教学质量

提高实验教学质量是教学改革的重要话题，随着医学检验

技术的日新月异的发展，自动化和信息化的检验仪器及检验操

作系统在临床的应用日趋广泛，本校医学检验加强学生对检验

仪器的应用技能的培养，首先改变传统检验教学对仪器“学而

少用”或者“用而不学”的现状，注重理论与实践并举，科研和教

学的协调发展。学校加大了对在校学生教学经费的投入力度，

增加教学实验室建设和资金的投入，购置血细胞分析仪、尿液

干化学分析仪、血沉仪和血凝仪等仪器设备，同时加大科研试

验平台的建设。另外实践教学还充分利用临床退役的仪器设

备，作为教学仪器的辅助补充途径。坚持把临床见习作为专业

课程实验教学的重要环节，作为理论联系实践的重要教学基

地。在实验教学中，增加社会实践的教学时数，合理利用学校

科研平台和附属医院检验科的先进检验仪器设备，进行模拟情

景教学，教师采用全自动血液分析仪、尿液分析仪等对学生进

行面对面的实际操作指导，促进学生对抽象检验仪器的工作原

理、操作规程、注意事项、质量控制和维修保养等内容学习，再

辅助医院的信息网络系统指导学生系统学习和实践，使实验教

学与社会实践教学紧密结合起来，增强感性认识，激发学习兴

趣，大大提高了教学质量［３４］。

鉴于教学标本是实验教学的主要材料，因此重视教学标本

的质量和管理，根据教学的安排，定期到临床收集各种类型新

鲜病理标本，如各类贫血和感染性疾病的血液标本，急性和慢

性肾小球肾炎，肾盂肾炎等的尿液，其他感染性、出血性疾病的

体液标本，教师再配合实验教学平台的多媒体师生互动系统指

导学生深入学习各种细胞，管型、结晶，细菌的结构特点及鉴别

要点。另外还建设了立体化教材体系和多媒体教学资源库，解

决了“授课方式单一、教学载体单调、学习资源短缺、师生沟通

不足”等问题［５］，始终坚持“强化基础、注重综合、谋求创新和特

色发展”的理念，构建了涵盖基本技能实验、社会实践锻炼、综

合性实验、设计、实验、研究创新性实验的实验教学内容体系。

在完成基本实验项目的基础上，鼓励和支持学生主动学习、创

新实验，参加教师的科研课题，强化了对学生创新思维和综合

素质的培养［６］。

３　开设综合性设计性实验，激发学生主动学习兴趣

创新是教学改革的重要举措。本校对医学检验专业的《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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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检验基础实验》课程进行创新教学改革，不盲从于“大众化”

的“通才教育”模式和标准，坚持以教学质量为中心，关注学生

个性发展，突出医学背景，强调实践环节，加强创新能力培养和

科研思维训练，符合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医学教育精英化的双重

要求。教研室教师坚持把创新的理念贯穿于教学活动中，首先

采取了教学方式的创新，如每次实验内容介绍时教师会介绍相

关实验背景，指出各种实验的利弊，存在的问题，让学有余力的

学生通过探索实践，获取知识，一方面加强学生对现有知识的

巩固，另一方面在教师的指导下学会探研新知识、思考新问题。

此种教学方式体现了教师对学生个性关注，教学实施容易因材

施教，有利于发展学生的优势潜力，同时为学生的未来发展预

留空间。其次教学手段的创新，实施案例教学，采用多媒体授

课、医学检验实验室师生互动系统教学。医院情境教学等手

段。另外，要不断完善课程体系，本校临床检验学教研室把《临

床检验基础实验》和《临床输血学检验实验》课程进行整合，开

设了综合性设计性实验，如新生儿溶血病综合性设计性实验，

教师给出病例，引导学生设计实验方案和然后完成实验。如产

后５ｄ二胎患儿，皮肤发黄，嗜睡抽搐。入院检查血红蛋白：７０

ｇ／Ｌ，ＲＬ：１８％，血清游离胆红素３５９．８μｍｏｌ／Ｌ，让学生对疑有

溶血性贫血伴核黄疸的二胎患儿进行实验设计，学生设计方

案：血型鉴定，抗体筛查与鉴定，溶血３项试验检测和其他辅助

检查。

图１　　新生儿溶血病综合性设计性设计方案

　　通过实验课设计方案的书写和汇报，教师引导学生进行有

目的、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充分体现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

主体作用，加强了师生之间的交流，增强了学生对《临床检验基

础》实验课的兴趣，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培

养了学生的创新思维，口头表达能力，提高了学生动手能力及

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是通过系统的完成实验，得

出实验诊断教学训练，让学生真正体验了一次科学实验的全

过程。

４　开展第二课堂教学，拓展学生知识结构

由于综合性、设计性、研究性实验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实验

内容可能会涉及一些跨学科的知识，有必要对学生进行第一课

堂知识拓展和补充，为确保研究性学习教学改革顺利实施，开

展了形式多样的第二课堂活动，如专业课程早期，组织 “如何

学习专业课程临床检验基础”，“血液标本采集过程异常情况

的应对及处理措施”的讨论式的讲座，引导学生建立正确学习

方法。教学中期举办《临床检验基础课程》的实验技能大赛和

《安全献血知识演讲比赛》，聘请附属医院和教学医院检验科主

任到学校为学生讲授“临床检验与仪器”课程，暑期开展了“三

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组织大学生课题申报和开展大学生课外

科研，拓展学生的理论知识，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７］，重要的是

为综合性、设计性、研究性实验教学奠定坚实的基础。

５　改进实验考核方式，重视实验考核过程

实验教学注重的是学生主动参与类似科学研究的过程，而

不是单纯实验的结果或成果。充分发挥考试导向、检测、评价、

激励、调控及反馈的功能，体现考试内容的真实性、情境性、应

用性、实践性，发挥考试与社会实践的联系功能和激励作

用［８９］。为了客观、准确、科学地反映学生的知识、能力和素质，

我们将传统的实验技能考核模式改变为“验证型技能及形态考

查（５％）＋社会实践调查报告（５％）＋阶段性综合性实验、研究

性实验、设计性实验（１０％）＋实验报告（１０％）”的全过程综合

考核模式［１０］，其中综合性、设计性实验，要求学生查阅文献资

料，综述研究背景，阐述立题依据，设计出初步的研究方案，再

实施实验，进行结果分析讨论，完成综合性实验后，撰写１篇科

研小论文，教师客观评价学生能力和素质。

图２　　实验考核体系分布图

６　结　　论

综上所述，本校临床检验教研室所负责的《临床检验基础》

课程的实验教学改革的尝试取得了一定成效。有效地避免了

传统实验教学体系中验证性实验多，综合性和研究创新性实验

少的现象。目前综合性、设计性、研究性实验开出率达５０％，

教研室通过规范实验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开展第二课堂

教学，实施全程多站式的考核方式，初步构建了一体化的实验

教学模式，不仅提高了实验教学的质量，而且还激发医学检验

学生科研的热情，更重要的是学生学会主动学习、探索、实践，

目前３０％学生有大学生课外科研课题，１５％参加教师课题研

究，毕业学生受到用人单位的好评。学生的医学检验综合素质

明显提高，获得自主学习和终生学习的能力，并从原来单纯的

被动学习者变成现在主动学习者、思考者、创造者，更加符合高

等医学院校高素质人才培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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