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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美国教育学家
0;+EGA/<A=

提出基于团队学习的教

学法$又称
?P[

教学法&#是一种新型的成人教育模式'

!

(

)该

教学法有助于培养学习者的主体性*创造性和团队协作意识)

本校医学检验专业的授课特点是小班上课#课堂可控性强#适

合应用
?P[

教学模式授课)本课题将
?P[

教学模式应用于

本校医学检验专业教学中#旨在培养课堂教学中学生的主体地

位#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为医学检验专业教育培养高素质

人才探索育人新模式)

A

!

对象与方法

A#A

!

教学对象及分组
!

选取本校
"%%&

级医学检验专业学生

一*二班共
2%

人为研究对象#每班
'%

人)一班为实验班#在辅

导员和班级干部的配合下分成
2

组#每组选取一名有责任感*

组织能力强*品学兼优的学生担任组长#教学中采用
?P[

教学

法%二班作为对照班#采用传统教学法)

A#B

!

课程选择
!

选取检验专业的四门专业课程作为实验课

程#包括临床免疫学检验*临床生物化学检验*临床血液学检

验*临床微生物学检验)四门课程严格按照
?P[

教学设计方

案进行授课#课堂中注重培养学生的主体地位)

A#C

!

教学设计
!

以临床免疫学检验课程为例设计教学过程#

其他课程教学环节相同)见图
!

)

图
!

!!

临床免疫学检验课程教学环节

A#D

!

?P[

教学效果反馈
!

教师设计纸质问卷#内容包括!$

!

&

?P[

能否提高学生学习主动性和创造性#确立学生在课堂中

的主体地位%$

"

&

?P[

能否增强学生团队协作意识#为科研工

作打下合作基础)

A#E

!

成绩考核
!

每个学生的总成绩包括两大部分!一是随堂

成绩#二是笔试成绩)随堂成绩包括三个部分!个人成绩*团队

成绩和个人对团体贡献率成绩#所占比例分别为
"%4

*

2%4

*

"%4

)个人成绩即个人纸质测试成绩%团队成绩
9

$团体互评

分数
e

教师评分&"

"

%组内成员给出个人对团队的贡献成绩)

笔试成绩满分为
!%%

分!基础知识题
7%

分%综合应用题
2%

分)

重点放在考查学生应用知识综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总成绩
9$%4

随堂成绩
e$%4

笔试成绩)

A#J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B+A/"%%3

及
_-__!&#%

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及统计学分析)

B

!

结
!!

果

B#A

!

教学效果反馈结果
!

通过本学期
?P[

教学法的应用#

124

的学生认为
?P[

教学法能调动学习的主动性#提高学习

的创造力%

1"4

的学生认为
?P[

教学法有助于提高信息检索

和信息运用能力%

1$4

的学生认为
?P[

教学法能增强学生的

团队合作意识%

124

的学生认为
?P[

教学法使课堂气氛轻松

活跃#确立了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学生为主#教师为辅%

1$4

的学生认为检验专业课程教学有必要使用
?P[

教学法)

24

的学生认为
?P[

法增加了学习负担#占用了课余时间)

!"4

的学生认为演讲学生的重点*难点不突出#学习时压力大)

B#B

!

考试成绩结果
!

对四门课程的期末成绩分析发现#实验

班学生的平均总成绩高于对照班的平均总成绩$

"

&

%#%$

&#平

均成绩见表
!

)

表
!

!!

四门课程期末总成绩比较

班级 课程 成绩$分&

对照班 临床免疫学检验
3"#"183#&!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
37#$28'#1"

临床血液学检验
32#1&8$#23

临床微生物学检验
31#'287#3"

实验班 临床免疫学检验
1%#!382#"%

"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
1"#$&8$#71

"

临床血液学检验
17#2"81#&!

"

临床微生物学检验
1$#2$8'#7&

"

!

"

!

"

&

%#%$

#与对照班比较)

C

!

讨
!!

论

C#A

!

?P[

教学法能提高学生信息检索能力
!

正确*高效的信

息检索能力对于当下提高大学生自学能力*创新能力*综合素

质等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

(

)学生在文献资料的查阅中#可以

迅速提高信息检索能力#找准信息源#筛选信息#分析信息#为

我所用#为以后科研和临床工作中问题的解决找到切实可行的

方法)通过一学期以来学生对教师所设计问题的查询#学生们

学会了怎样准确地检索信息*正确地利用及筛查有用的信息#

使他们具备一定的信息检索*储备*处理技能#以及对信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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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筛选*鉴别*使用的能力)

C#B

!

培养检验学生团队协作意识和沟通能力
!

?P[

教学的

开展不仅需要学生具备较强的自学能力*知识运用和创新能

力#同时需要学生具备较强的沟通*表达能力和团队协作意

识'

'

(

)检验学生毕业后一部分学生会从事科学研究#团队的协

作意识很重要)研究表明#在小组合作中#学生们之间需要合

理分工*相互信任*密切配合#各尽所长#紧密沟通#达成共识#

最终找到能够顺利解决教师设计问题的最佳方案)课堂中学

生对本组的设计方案和观点进行展示#以及对其他组学生和老

师的质疑要给出一个合适的答案#这些都要求学生具备很好的

语言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丰富的业务能

力#在问题的讨论和答疑中#允许本组学生补充#这就需要团队

的密切配合#充分展示本组的知识成果'

7

(

)

C#C

!

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

学生在学习过程主体地位的构

建是大学生课堂中一直追求的教学模式#真正地做到/以学生

为中心0和/自主学习0

'

$

(

)在
?P[

教学法中#学生课前预习和

团队分工查阅资料*解决问题等过程实际上就是培养学生自主

学习的过程)在预习*讨论和成果展示时#学生积极参与#准备

材料#学生已经意识到#学习不再单纯是教师的责任#更多的是

学生的责任#积极构建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在课

前预习的过程中学生会遇到各种问题#专业的非专业的#意见

统一的不统一的#所以学生要通过资料查询*专业书籍的查阅

等各种途径积极探讨#存同求异%在团队讨论中会遇到各种争

论#面对这些问题和争论#学生需要认真聆听#认真分析#最后

达成一致意见)在不断发现*探索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生

对知识的运用能力*分析能力得以提高#学生的主观学习能动

性得以提高#真正做到学生积极主动的在学习#培养了良好的

学习氛围#挖掘了学生学习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学生认真思考#

认真分析#去伪存真#打破以往的填鸭式教学时学生被动*懒惰

学习的局面'

2

(

)学生在课堂教学中#非常珍惜展现自我的机

会#制作了精美的幻灯片课件#极力地展现自己或小组的观点#

学生在展现自己成果的时候#骄傲自豪感油然而生#短短的几

分钟既给了学生一个挑战又是一次难得的锻炼机会%在小组讨

论时#许多学生认真记录其他组的观点和方案#认真分析#反复

斟酌#无形中极大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真

正做到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解决了长期以来学生学习兴趣

不高的问题)

在
?P[

教学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在教师方面!教师综合素

质亟待提高)教师要博览群书#掌握专业的非专业的知识#以

应对课堂中纷繁复杂的变化#正确合理的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

赢得学生对教师的尊敬#树立专业教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

教师课堂掌控能力亟待提高)在课堂教学中#学生的积极性空

前高涨#很多人都想从不同的角度展示本组的学习成果#但有

时表达者语言不够精练#过度紧张#课件繁杂#时间冗长#占用

课堂时间多等问题时有发生#这就要求教师及时掌控课堂#既

不打消学生的积极性#还要合理的布局课堂%教师观念急需转

变)大学生的课堂教学已经不再是老师的一言堂#学生才是课

堂的主体#教师的作用更多的是指导*归纳*总结或者及时的纠

正方向和解答疑难问题)

在学生方面#小组的合理构建有难度#人员分配不够客观%

有的学习小组成员信息检索流于形式#只是简单的复制#没有

归纳总结变成自己的知识%有的学习小组讨论流于形式#简单

的回答问题#达不到讨论的目的%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也要提

高#一些学生的材料准备精彩#但是表达不利影响了讲授效果)

综上所述#

?P[

教学法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解决了长

期以来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的缺点#确立了在学习过程中学生

的主导地位%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营造了一个轻松和

谐的课堂氛围#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潜力#开发学生创造力#提

高团队协作意识#培养大学生的独立学习能力#为下一步讨论

式教学法在医学检验专业中的应用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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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诊断学是以分子生物学理论为基础#利用分子生物学

的技术和方法#研究人体内源性或外源性生物大分子和大分子

体系的存在*结构或表达调控的变化#为疾病的预防*诊断*治

疗和判断预后提供信息和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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