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国内各大高校专家、学者开展合作与交流，从而对本学科的

最新教学经验、学术动态以及前沿发展动态等有较为全面和深

入的了解，以便能够总结出符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学方法；

（３）鼓励年轻教师加强与检验专业研究人员的学术合作与交

流，以充实教师的实践应用知识，使教师能够将教学和研究相

互结合，并将学术研究和科研实践当中的问题和成果融入到具

体教学内容中去。

３　小　　结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个系统工程，首要的是教育理念，其

次是可操作的稳定模式，这涉及教学模式、教学组织管理、师资

队伍建设、学习方式等多个要素。而每一个要素都要在教育理

念的指导下，在确定人才培养规格和专业目标后，围绕这个目

标进行模式构建。作为一种尝试，笔者针对学校实际和社会需

求制订人才培养目标，并在教学模式、师资队伍建设及教学组

织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改进，希望在以后的工作中继续完善。教

育部指出，要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在教学内容、课程体系、实践环

节等方面人才培养模式的综合改革，以倡导启发式教学和研究

性学习为核心，探索教学理念、培养模式和管理机制的全方位

创新。大连医科大学被批准为２００７年度国家人才培养模式创

新试验区，通过“医＋Ｘ”复合型医学人才培养模式，培养了大

批优秀的医务工作者。同时本校也是全国开设检验医学专业

较早的高校之一，具有优良的教学传统和丰富的带教经验，检

验人才的培养与临床医生稍有不同，要求学生既要有较强的动

手能力，又要具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科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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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检验教育·

基于临床路径的案例教学在医学检验专业教学中的应用

冯　钢
１，２，张　鹏

１，２，张　玉
１，张建英１，浦　春

１，２

（皖南医学院：１．医学影像与检验学院；２．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安徽芜湖２４１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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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路径是在循证医学基础上，由各医学学科专业人员

（临床医学专家、护理医学专家、检验医学专家、药学专家、医院

管理专家等）共同针对某一病种或手术制订的具有科学性、合

理性和时间顺序性的标准化工作流程［１］。由于临床路径规范

了临床诊疗行为，提高了医疗质量，保障了医疗安全，并且可以

降低医疗费用，目前在我国已被广泛采用并取得了明显成效。

如何判断患者是否符合临床路径准入标准，指导临床医生在临

床路径实施中正确选择和合理组合检验项目，判断检验结果的

变异，评估病情和治疗效果，并且逐步将一些灵敏度、特异性更

好的新指标引入临床，惠及患者，均对医学检验教育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２３］。

传统的医学检验教学，多采用“填塞式”教学法，注重理论

基础知识的讲授，强调对知识的理解与记忆，在临床实习后才

注重实际应用。医学检验专业课程涉及了大量抽象的基础理

论和繁杂的操作技术，教学内容较为枯燥，并且随着越来越多

的新方法、新技术和新仪器应用于临床，医学检验专业教学与

临床实践脱节的矛盾也日益明显［４］。因此，如何改革旧的医学

检验专业教学观念和方法，以“疾病”为中心进行专业教学，提

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主动学习和实践的能力具有重要

的意义。

案例教学以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为宗旨，在教师精心策划

和指导下，依据教学目的与教学内容的要求，运用典型案例，将

学生引入真实情景中，通过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积极互动和

研讨，促进学生充分思考和提高实践能力［５６］。学生是案例教

学中的主体，学生的高度参与是案例教学的主要特点，这体现

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通过案例教学可使学生由被动接受

·７０７２·国际检验医学杂志２０１４年１０月第３５卷第１９期　ＩｎｔＪＬａｂＭｅｄ，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４，Ｖｏｌ．３５，Ｎｏ．１９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质量工程项目（２０１３ｓｊｊｄ０１３）。



知识，转变为接受知识与主动思考并重，促进学生运用基础理

论对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和研究并提出解决方法［７１２］。

１　典型案例的选择

选择典型案例是案例教学取得良好教学效果的前提和关

键因素。笔者依靠“科系合一”管理模式的优势，深入临床一

线，从《卫生部临床路径》中精选出与医学检验教学内容相对应

的典型案例，建立案例教学法素材库，目前已收集的部分案例

见表１。案例教学较好地体现了以“疾病”为中心的教学原则，

具有代表性、启发性和可讨论性，具有充分的思考和讨论空间，

有利于学生对检验医学知识的灵活掌握和进行临床思维能力

的训练。

表１　　案例教学法已收集的部分案例

教学案例 教学内容

社区获得性肺炎 感染相关检测、药物敏感试验

肝硬化腹水
肝功能生化指标、肝纤维化指标测、腹水检

测

急性ＳＴ段抬高心肌梗

死
心肌损伤指标、心肌再灌注指标

２型糖尿病 糖代谢紊乱指标、糖尿病并发症指标

宫颈癌
宫颈细胞学检测、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的分

子检测

母婴 ＡＢＯ血型不合溶

血病
血型鉴定、抗体检测

２　案例的小组讨论

在结束相关基础理论知识的讲授后，应用多媒体教学的方

法，演示案例中患者信息、临床症状、影像学检查结果等资料，

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讨论和制订疾病诊断及鉴别诊断所需

的实验室检测方案，阐述所选检测项目的依据和临床意义等。

以腹胀、腹部移动性浊音阳性患者为例，要求学生制订诊断和

鉴别诊断所需的详细方案，并且说明方案制订的依据。

３　案例的课堂讨论

各小组代表采用多媒体方式分别讲解本组对案例的分析

和总结，阐述各自实验室检测方案的制订依据和临床意义。学

生之间可以相互讨论甚至提出异议，教师在讨论中适时地进行

启发提示和讲解，鼓励学生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大胆质疑，激

发学生思维和讨论的兴趣。教师在充分聆听学生的讨论后，以

临床路径中的标准方案为依据进行案例总结，进一步系统的整

理和讲解案例中的知识点和重点内容，并且有针对性地讲解学

生讨论中出现的问题，纠正一些常见的模糊认识甚至是错误的

观点，以加强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培养学生运用基础知

识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以腹水患者为例，首先要求学生

判断腹水性质，设置提问：如何判断是漏出液或渗出液？然后

进行病因诊断，设置提问：肝硬化、结核、肝癌等诊断和鉴别诊

断的检验指标都有哪些？学生通过对这个案例的学习，掌握了

腹水检测流程和引起腹水疾病的诊疗方案，提高了学生的积极

主动性和综合分析问题能力，强化了教学效果。

４　案例教学的评价

教师与学生的评价是案例教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案例教学活动完成后，教师要评价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是否

增长，思考方式、运用知识与技能方式是否标准，分析表达能力

是否提升；同时，教师还要评价案例教学活动在提高自身知识

水平、学术水准等方面的效果。

５　小　　结

在医学检验专业中进行案例教学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专业

知识与实践、学习与应用之间的联系。选择来源于临床路径中

的典型案例，便于医学检验专业知识与临床实践相融合，训练

学生综合评价和全面解读实验室检测数据，开阔学生的学习视

野和思维空间，提高学生解决临床检验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学

生进入临床打下良好的基础［１３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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