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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医学的飞速发展#临床检验工作正逐步从医学检

验向检验医学模式转变#这就对当前医学检验高等教育的人才

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临床实习教学是医学教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医学生能否成为高素质检验医师的关键环节#如何让

他们通过实习#提高综合分析问题(临床思维和实践动手能力

已成为医学检验实习教学改革的方向'为此#我们不断探索新

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以适应现代医学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

案例教学法是一种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方法'近年来#其以良

好的教学效果和自身的优势特点得到国内外多所医学院校师

生的认可'案例教学法在内科学(儿科学等临床课程中有较多

应用#应用于医学检验专业课的教学是一种新的尝试#而将之

应用于实习教学#国内相关报告更是甚少'本教研室自
%#"&

年以来#在医学检验实习教学中尝试实践和探讨案例教学法#

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同时也发现了一些问题#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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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教学法的特点

案例教学法最初于
":<#

年由当时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兰

德尔首次引入法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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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
;#

年代#案例教学被引入

哈佛医学院'案例教学自
%#

世纪
:#

年代初引入我国#主要应

用于法学(医学和商业等学科的高等教育中#经过多年的实践

和探索#案例教学法已日趋规范#对我国高校教学的改革和发

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在着重培养临床实践能力的

医学教育中#对提高医学生的理论知识理解及临床实践能力起

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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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教学法是指在教师的精心策划和指导下#为了达到特

定的教学目标#采用典型案例作为教学手段#将学习者置于一

个特定事件的真实情境中#通过师生(学生之间的双向和多向

互动#积极参与#平等对话和研讨#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创新能力和

团队协作精神的一种开放式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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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本质是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互动式教学模式'其核心是.以病例为先导#以问题

为基础#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小组讨论式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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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教学法在医学检验实习教学中应用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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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实验室质量和能力认可准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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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实验室中适当的专业人员应对选择何种检验

和服务提供建议#包括重复检验的频率及所需样品类型'适用

时#应提供对检验结果的解释'专业人员宜按计划与临床医师

就利用实验室服务和咨询科学问题进行定期交流'专业人员

宜参与临床病例分析以便能对通案和个案提供有效的建议'

这就对当前医学检验高等教育的人才提出了更高的培养目标#

而现在我国医学检验本科实习#大多只注重操作技能的培养#

而对于检验项目的选择#检验报告的审核(检验结果的解释以

及如何与临床沟通和联系等方面知识的培养明显不足#使得学

生结束实习后#虽然能胜任日常的常规工作#但缺乏综合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和临床思维的素质'因此#为了适应医学科学

的发展及现代医学模式转变的需要#在医学检验专业临床实习

教学中实践案例教学法显得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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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教学法在医学检验实习教学中的实践

A6?

!

选取研究对象
!

将
%#"9

$

%#"!

年连续
%

年#到本科实习

的医学检验专业实习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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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随机分为研究组$案例教学

法组%和对照组$传统教学法组%'两组以轮转的方式分别进行

临床基础检验(临床生化检验(临床免疫检验(临床微生物检

验(临床血液检验和分子生物学检验
$

个部门的实习#每个部

门实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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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两组同学到医学检验科实习之前#已进行了

为期
%

个月的内科实习#具备了一定的临床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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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派骨干教师
!

在临床基础检验(临床生化检验(临床免

疫检验(临床微生物检验
9

个部门中分别选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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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骨干教

师承担案例教学法和传统教学法实习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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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教学内容
!

实施医学检验专业实习大纲中的肝功能

试验#肾功能试验#心肌酶及心肌蛋白检测#血糖(血脂及电解

质检测#常规检测$血液常规(尿液常规(粪便常规%(常见病原

体检测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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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设计和准备
!

选择合适的教学案例是良好案例教学

效果的前提'首先#案例的选择要有代表性(启发性和可讨论

性#要体现出典型的相关知识#经过对案例的了解和理论的学

习#要有利于给抽象的理论赋予形象客观的诠释&其次#要结合

教学大纲的要求#针对与临床关系特别密切的重点内容和一些

难以理解(记忆的知识点提出问题#使案例能够充分的展开#给

同学们思维和讨论的空间#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灵活掌握#并

能进行思维能力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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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案例教学法所需病例由科室

组织各亚专业骨干教师统一编写#根据教学内容#选择
:

$

"%

个内科系统常见病(多发病病例#聘请相关临床医师对病例的

选择和问题的设计进行校正和指导#具体如下!$

"

%消化系统!

选择病毒性肝炎(肝硬化(原发性肝癌等肝脏疾病#胆石症(胆

囊炎等胆道疾病病例&$

%

%泌尿系统!选择肾小球肾炎(肾功能

不全(尿路感染等病例&$

&

%循环系统!选择动脉粥样硬化#冠状

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等病例&$

9

%呼吸系统!选择肺炎(慢性

支气管炎等病例'设计的每个病例分析包含!

2

本病通过实

验室检查和临床表现#可能为哪一系统疾病0

3

患者的初步

诊断0 诊断依据0

4

该患者病情与实验室检查指标之间有何

关系0

5

为了明确诊断和治疗#还进一步做哪些实验室检查0

6

为什么要检查该检验项目0 检查该项检验目对本病例诊治

有什么临床意义等问题#设计问题的形式(种类(范围灵活#多

变#难易适度#力求激起学生的求知欲'并通过不断收集(整

理#逐步建立,检验医学实习病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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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施
!

进行案例教学前教师根据教学内容病例特点

认真备课#探索具有检验医学特色的案例教学法实习教学模式

即由病例分析包含的问题引入检验项目#复习相关理论(查阅

资料#师生互动探讨问题#设计检验方案&实施检验操作#阐明

各检验项目的原理及操作过程#分析(判断检验结果&探讨影响

检验结果的因素#引入误差和质量控制内容#分析如何准确发

出检验报告(如何解释检验结果#怎样与临床沟通和联系等'

教师归纳(总结和点评#学生在思考(理解基础上掌握实习大纲

要求内容'在整个实施过程中#始终采取以学生为主体#教师

为主导的教学方式进行#始终将上述模式贯穿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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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效果

A6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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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学习能力的提高
!

在医学检验专业的实习教学中

实践案例教学法#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的积极性(主

动性#促进学生从简单的记忆型(模仿型向思考型(创新型转

变&提高了综合分析问题(临床思维和实践动手能力&培养了团

队协作精神&通过强化临床意识#使学生在临床综合知识方面

取得进步#认识到医学实验室不仅仅只是向临床提供检测数

据#还能与临床医生共同分析检验结果#提供其检查范围内的

咨询服务#包括解释结果和为进一步的适当检查提供建议'同

时期望案例教学法在医学检验科临床实习教学中不断探索改

进并得到普及#为学生走向临床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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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
!

案例教学对教师理论水平(临

床经验(专业知识更新(应变能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教师只有不断学习#进一步拓宽知识面#不断补充新知识#切实

增强实施素质教育的能力#才能在案例教学中充分发挥教师的

主导作用'因此#案例教学法的实施#促进了教师业务能力(教

学水平以及整体素质的提高#实现了教学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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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教学法在医学检验实习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

对策

案例教学模式虽能很好的弥补传统教学法的不足#在激发

学生自主学习(促进临床思维的发展上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但就医学检验专业课案例教学发展看#尚属起步阶段#而将之

应用于实习教学#更是无相关教材可以参考#几乎无相关经验

可以借鉴'因此#在实践过程中不可避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

足#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发展'

B6?

!

典型病例的选择
!

病例是案例教学的灵魂#教学病例及

问题的设计合理与否是教学成败的关键'目前病例储备量(质

量以及问题设计的难易程度(实效性已成为案例教学在医学检

验实习教学中应用的一个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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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的储备量明显不足
!

案例教学自
%#

世纪
:#

年代

初引入我国#案例库建设还不够完善'目前还处于案例数量

少(精品案例不多的局面'尤其针对医学检验专业#现有的经

典案例更为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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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的病例质量不高
!

目前教学改革所使用的病例主

要来自于文献和医院收集与检验项目相关的病例#但不是所有

的病例都能满足教学要求'因此#教师在选择病例时应注意!

病例内容与实施医学检验专业实习大纲中的内容要相符#病例

要具有.三/性即真实性(问题性(典型性'最好是学生所关心

的(熟知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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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设计问题难易程度和实效性的经验
!

由于案例教

学法的实施无相关教材可以参考#几乎无相关经验可以借鉴#

尚未形成系统性(完整性的教学思路#导致教师难以把握案例

选择的难易程度和实效性'根据我科的教学经验#典型病例的

选择#可通过查阅文献和查阅,检验与临床的沟通案例分析

%##

例-和,检验医师启示录-等相关书籍以及实际工作经验等

多种方式获取来源于临床实践的案例#用于医学检验各亚专业

的案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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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学和实践能力的限制

B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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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教学法对教师的知识结构(教学能力(工作态度及

教学责任心等综合素质提出了比传统教学法更高的要求#带教

教师不仅需要熟悉医学检验各专业课程知识和技能#又熟悉临

床医学知识并能集合知识加以运用'目前主要表现为师资队

伍匮乏(教师对案例教学法理解不够深入(缺乏案例教学经验

等'因此#我们加强了对带教教师的培训#通过选派进修(观摩

教学(参加学术会议和继续教育项目等多种方式#为开展案例

教学奠定了师资基础#同时请临床科室资深教师给予支持与帮

助#使医学检验实习教学引入案例教学法教学改革得以顺利

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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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学习能力的限制
!

案例教学对学生而言#要求具备

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从案例课前预习开始#就要结合案例#带

着问题查阅相关资料#做出初步的分析(判断并积极与组内同

学交流沟通#这势必要求学生在课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本院教学科和医学检验科室为实习同学提供了良好的自学空

间#医院图书馆提供查阅资料的方便#同时带教教师加强对学

生的指导和引导#只有教和学两个环节紧密配合#才能使案例

教学在医学检验科实习教学中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和教学效

果'

B6B

!

评价系统尚未建立
!

教学的目的是为了沟通理论与实践#

学习与应用之间的联系*

$3:

+

'因此#传统单一的实习考核评价手

段即亚专业实习结束时操作技能考核则很难正确评价学生的综

合素质'因此#建立科学(系统(完整的评价系统尤为重要'

实践证明#在医学检验实习教学中应用案例教学法能提高

学生学习兴趣(自主学习能力(理论联系实际及临床思维能力#

同时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创新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取得了

较好的教学效果'同时在具体实施案例教学的过程中也存在

一些问题和不足之处#需要我们不断探索(充实和完善#使之更

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案例教学的优

越性#以适应现代医学人才培养目标的需要'

参考文献

*

"

+ 王道俊#王汉澜
6

教育学*

4

+

6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

!

":&3

":!6

*

%

+ 余红平#谢志春#曾小云#等
6

案例教学法在流行病学教学中的应

用*

U

+

6

中华医学教育杂志#

%##;

#

%;

$

"

%!

;"3;!6

*

&

+ 陈继红#罗和生#董卫国#等
6

案例教学法与以问题为基础学习教

学法相结合在内科学消化系统教学中的应用*

U

+

6

中华医学教育

杂志#

%#"#

#

&#

$

%

%!

%!#3%!%6

*

9

+ 傅永刚#王淑娟
6

管理教育中的案例教学法*

4

+

6

大连!大连理工

大学出版社#

%##:

!

&&6

*

!

+ 紫红燕#涂建成#郑芳#等
6

案例教学在临床生物化学与检验教学

中的应用*

U

+

6

西北医学教育#

%#""

#

";

$

&

%!

$%!3$%<6

*

$

+ 刘春红#罗宏
6

中医妇科课程案例教学法的应用*

U

+

6

长春大学学

报#

%##$

#

$

$

"

%!

"$"3"$%6

*

<

+ 陈路#薛小平
6

病案教学法在医学微生物学教学中的应用体会

*

U

+

6

卫生职业教育#

%##<

#

%!

$

"

%!

$$3$<

'

*

:

+ 董静娟#王金峰
6

论案例教学*

U

+

6

科技信息#

%##;

#

%;

$

<

%!

<##3<#"6

$收稿日期!

%#"!3#<3":

%

)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TBHUVFM4GL

!

UFBKF@

N

%#"$

!

W+,6&<

!

X+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