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体系间存在较大差异#主要表现为医学检验技术总学分减

少#通识课程比例较高#导致学科基础和专业教育课程#尤其后

者所占比例明显降低'另外#医学检验技术的实践教学环节比

例提高#体现了应用型医学技术人才培养目标'再者#医学检

验的学科基础课"专业教育课为
'$-,,

#医学检验技术则稍有

增加#为
!

#主要由于后者通识课比例增高#专业教育课比例降

低%另外#本科教育强调,重基础(宽口径-的培养模式#从这方

面看基础课较之专业课可适当多一点#至于多少为合适#应结

合各校实际情况作进一步研究#关键是要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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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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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制医学检验与四年制医学检验技术专业课程学分及比例%分#

.

$&

学制
通识教育课程)分$

.

&*

必修 选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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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教育课程)分$

.

&*

必修 选修

实践教学环节

)分$

.

&*

总学分
学科基础课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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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新一轮专业目录调整#为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发展带

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各校都会以教育

部文件精神为指导#根据本校实际和市场需求#构建新的课程

体系和培养方案'本校将根据四年制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培养

目标#在现有五年制医学检验专业课程基础上#通过配置和优

化课程#初步构建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课程体系#并通过实践

不断优化(完善#形成具有本校特色的培养方案#为与本校类似

的地方高校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

!

* 张继瑜#王前#郑磊#等
$

医学检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构

建与实践)

N

*

$

中华检验医学杂志#

"'!0

#

#-

$

!

&!

-,9,'$

)

"

* 姚婕#黄辉#方立超#等
$

新形势下医学检验专业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N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

#0

$

,

&!

!'0-9!'0,$

)

#

* 郭桂平#仝玲
$

坚持科学发展观培养实用型医学检验人才

)

N

*

$

职业时空#

"'!"

#

,

$

,

&!

-,9-($

)

0

*

[C6>@2R

#

4

*

F=H;9R;7=8G=DB+

#

48?7>?76N

#

=>?!$VBFE?9

>68

*

C=B6E?D7>FB=8>768D?J;H?>;H

I

C=B6E68=

!

?

A

H;

A

;7=B

EFHH6EFDFC

)

N

*

$4CNYD68/?>@;D

#

"'!'

#

!##

$

0

&!

&##9&0"$

)

&

* 郭素红#李正#孙可歆#等
$

四年制医学检验技术专业课

程体系设置初探)

N

*

$

吉林医药学院学报#

"'!&

#

#%

$

!

&!

-!9

-"$

)

%

* 吴肖肖#蒙伟达#罗保红#等
$

医学检验技术与生物技术专

业课程体系的比较研究)

N

*

$

中华检验医学杂志#

"'!&

#

#,

$

!

&!

-'9-"$

)

-

* 马德秀
$

将综合性大学优势转化为医学教育核心竞争力

)

N

*

$

中国高等教育#

"'!"

#

0,

$

"

&!

!"9!#$

)

,

* 夏乾峰#覃西#吕刚#等
$

复合型医学检验人才培养的实践

探索)

N

*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

#

##

$

-

&!

,,09,,&$

)

(

* 张浩
$

医学检验技术专业课程体系修订的原则及方法

)

N

*

$

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

"'!0

#

#&

$

!#

&!

!(-'9!(-!$

)

!'

*张发苏#张建军#孟德娣#等
$

医学检验技术专业课程体系

后期分化的改革探索)

N

*

$

安徽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

#

!!

$

!

&!

('9(!$

$收稿日期!

"'!%9',9""

!

修回日期!

"'!%9!'9"0

&

!医学检验教育!

检验系四年制学生*临床血液学检验+课程形态学教学方法探讨

林
!

江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血液内科实验室!四川泸州
%0%'''

%

!!

摘
!

要"

!

骨髓细胞形态学是医学检验专业血液检验课程的重要内容!具有很强的理论性与实践性!当前!本校该专业已由五

年制改为四年制本科医学技术类专业!如何在新形势下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出合格的检验技术人员成为摆教师面前

的重要课题!本文就改制后的-临床血液学检验.课程中的骨髓形态学教学作一探讨!旨在促进教学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关键词"形态学$

!

本科教学$

!

医学检验$

!

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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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学科学不断发展#各种高新技术在血液学检验中得

到应用#但骨髓细胞形态学仍然是骨髓检验中最常用和最基础

的方法)

!

*

'由于教学改革#本校的五年制检验系改为四年制教

学#,临床血液学检验-是一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课程#骨髓

形态学是历届本科学生觉得最难学的课程之一#具有很强的理

论性与实践性#细胞形态观察对一种直观认识的经验积累#需

要丰富的实践技能#所以实验教学尤为重要#理论课时与实验

课时比基本上是
!j!

安排#怎样才能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完

成相应的教学计划#让学生能够把课堂的知识学以致用'笔者

从事,临床血液学检验-本科教学已十余年#今年是教改以来四

年制学生进人,临床血液学检验-学习的第一批学生#所以这学

期既有五年制学生又有四年制学生#教研室老师对四年制教学

的理论课教学和实验课教学都做了相关调整#本文通过总结今

年的教学改革经验#对今后四年制学生的教学规划进行了

探讨'

?

!

增加感性认识

!!

由于课时的调整#四年制教学减少了不少课程#骨髓形态

学理论课教学上课时老师提醒学生到学校图书馆借阅相关图

书#讲到骨髓细胞正常或异常形态时老师除了放映幻灯#同时

也让学生看借阅书籍图谱#从感性到理性认识骨髓细胞'在实

验课中尽量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在自己的显微镜下观察相关血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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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病的骨髓片#遇到问题及时提问'实验室是教学和培养人才

的重要基地)

"

*

#每位教师要带
#'

名左右学生#学生提出的问题

往往不能一一作答#在显微镜下如果看到某一特征细胞#就让

周围的同学一起认识#这样有助于同学们共同学习'还有聪明

的同学在课堂上没能请教老师就用手机把不认识的细胞拍照

后发到老师微信请教老师或同学间互相交流'通过共同学习

同学们进步很大#从第一次可看骨髓细胞时的茫然到课程快结

束时已经能跟上五年制学生的进度'

@

!

紧密联系临床

!!

,临床血液学检验-是一门与临床密切相关的课程#骨髓形

态分析前往往需要临床医师提供相应的病历资料#所以在进行

理论课讲解时要与临床知识相结合#如讲解急性白血病时#可

以阐述其临床表现(典型病例(病史等#要求掌握血象(骨髓象

特点#熟悉
+)Y+

分型在白血病诊断中的应用及与骨髓形态

的相互关系'例如理论课老师讲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时#五年

制教材要从患者临床表现讲解到骨髓细胞形态分析的变化以

及治疗(预后#四年制学生教材则着重分析
+)Y+

分型#要学

好细胞形态学分析#必须结合临床#通过对典型病例分析提出

问题最终解答问题#把死记硬背的课程变为临床应用#让学生

得到更多思考问题的过程#使所学知识生动形象#更利于学生

记忆(锻炼分析能力'又如讲到慢性粒细胞的白细胞数明显增

高可达百万#临床表现可扪及巨脾这些典型临床表现时#可以

巧妙地把典型病例引入到理论讲解)

#

*

'不仅使课堂教学更加

生动#而且还可以激发学生兴趣#对教学质量的提高起到很好

的效果'但是理论课教学时间非常有限#虽然在课堂上老师已

经展示了部分细胞形态图片或幻灯片#但数量有限#有的异常

细胞不一定能看到#这就要求更加重视实验课的学习'

A

!

强化实验考核

!!

,临床血液学检验-实验课对骨髓形态学的认识非常重要#

骨髓象和血象形态学检查是,临床血液学检验-教学中的主要

内容#而学生对形态的直观认识主要依靠实验室教学#这门课

程的实验教学主要是以细胞形态为主#主观性很强#很多教师

都在如何进行形态学教学方面进行了探讨)

09&

*

'以前五年制学

生的的考核方式是期末理论课考试与实验课考试同时进行#实

验课考试成绩占期末考试总成绩
"'.

#不能引起学生的重视#

通过这学期四年制教学的改革#把实验课考试安排在每次实验

课结束前
!&C68

#老师在试教镜下显示
&

!

,

个细胞#让学生辨

认#考试内容既可以是本次课的新内容也可以是以前学过的细

胞形态#边学习边考试这样的考试形式本学期进行了
&

次#按

比例进行评分#实验考试合格者才能进行理论考试',临床血

液学检验-是一门以细胞形态学为基础的学科#理论考试多以

细胞形态特征(细胞分类(鉴别和诊断为考点)

%

*

'这样的考试

方法提高了学生对实验课的积极性#对理论考试也提供了很好

的复习效果#为以后进入临床实习以及以后的临床工作打好了

基础#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B

!

提高教师业务水平

!!

骨髓细胞种类繁多#变化复杂#内容抽象#骨髓造血系统系

别多#每个系别又有不同阶段#每个阶段的正常细胞均有各自

细胞的形态特点#初学者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掌握有一定的难

度#教学工作中既要完成教学任务#又要让学生掌握所学知识#

要提高教学水平#这对教师提出了较高要求#教师必须深入临

床#从多方面了解血液学的最新动态#储备和提高教师知识%其

次每次理论课前认真做好课件#尽量多做些细胞形态幻灯片#

使学生能够根据幻灯片理解抽象的细胞形态#在平时一线工作

中要主动积极寻找有临床意义的骨髓片作为实验课学生观看

的教学片#做到理论课与实验课内容相结合'国内有关如何提

高骨髓细胞形态学实验教学水平的报道很多)

-

*

'传统的实验

课教学是每个学生每人一台显微镜#镜下观察细胞形态#有不

认识的细胞或有疑虑的细胞请老师帮助辨认#这样老师要花较

多时间指导一个学生#一堂课下来多数学生也得不到老师指

导#现在是多名学生与教师共用一台多目显微镜#同时观察一

张骨髓涂片#在同一个视野中老师可以讲解比较有特征意义的

细胞形态#学生也可以随时提问#与老师共同探讨#这样的学习

方法虽然有很大改进#但是仍然有不足之处#缺点是学生缺乏

主动性#思路易被老师左右#观察人数也受显微镜目镜数量的

限制'在以后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应用数码成像显微系统(显

微镜数码互动系统这些先进的教学设备#合理利用#提高实验

室教学效果'

H

!

利用网络教学

!!

利用网络教学#建立微信群#学生可以随时在微信上与老

师交流互动#教师可以利用微课程#在线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学

习方式#同时也可以反思自己的教学#促进自身专业化发展)

,

*

'

还可以利用网络开展网络课堂#可以在网络上讨论(答疑(作

业(模拟考试等'教师还可以利用现有网络向学生宣传分享一

些关于血液学方面的微信公众号#比如,协和检验
9

张时民-(

,王霄霞
9

血液学检验导师-#,检验医学网-等这些公众号或名

师经常会发布一些细胞形态(血液学前缘信息等供大家学习交

流#是大家的良师益友'

I

!

小
!!

结

!!

,临床血液学检验-是一个系统工程#在骨髓细胞形态学教

学过程中#应根据其改制后医学检验课程的教学特点积极优化

教学方案#改进教学方法#更新教学手段#希望能通过四年制检

验系学生骨髓形态教学方法的探讨#更好地培养和引导学生对

,临床血液学检验-骨髓细胞形态学兴趣#培养学生正确的学习

方法和思维方式#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建立在教学中以学生

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模式#有效地提高教学质量#为医学

检验培养实用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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