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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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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免疫学检验技术课程主要表现为内容多以及大量日常生活中所接触不到的抽象概念'因传统教学法传授临

床免疫学检验技术知识方面表现不足'为了让学生对这门课程感兴趣!促进学生吸收(掌握(应用免疫学中的知识!在临床免疫学

检验技术教学中引入传统教学模式"

5!5

&(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模式"

;!5

&和
5!5`;!5$

种教学法!并且通过笔试以及问卷调

查评估方法的有效性'笔试考核方面
$

组在记忆性试题的成绩差异不大!然而在理解性试题中!

5!5`;!5

相结合双轨教学法组

和
;!5

组的学生的成绩表现优于
5!5

组的学生'并且排名前
$'@

的学生可能更适合参与
;!5

为主导的临床免疫学检验技术

课程'结果表明
5!5`;!5

双轨制教学模式在
$

种模式中表现最为优秀'

关键词"

;!5

%

!

5!5

%

!

5!5`;!5

%

!

临床免疫学检验技术

!"#

!

"'%$A&A

"

B

%:CC8%"&($3)"$'%#'"(%'4%'T4

文献标识码"

!

文章编号"

"&($3)"$'

"

#'"(

&

'43""))3'$

!!

临床免疫学检验技术是一门交叉学科'

"

(

#其教学模式一直

以讲授模式$传统教学模式#

5!5

&为主)讲授模式采用大班授

课#在较短时间内将教科书中的大部分知识灌输给学生#导致

学生对临床免疫学检验技术中的抽象概念难以理解#对机制的

掌握不够深入)这种授课方式使得学生和老师的互动十分有

限#几乎没有什么机会运用他们所学的知识)很多学生为了通

过考试#采用死记硬背的方式的学习#这也导致学生对这门课

学习兴趣低)同时#学生知识的整合能力#分析问题以及运用

已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足)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模式

$

;!5

&是在医学专业的开展是在上世纪
&'

年代的麦克马斯特

大学医学院#随后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

#

(

)不同于传统教学模

式#

;!5

教学模式是以临床问题作为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以

学生为中心)它强调以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学生主动学习搜

集相关资料必将其讨论消化#从而达到学生掌握以及运用知识

的目的)尽管
;!5

教学模式出现已有几十年时间#对于
;!5

教学模式的研究仍备受关注#这主要是因为根据不同的环境

$如!不同课程&采用的
;!5

教学模式有所不同'

$3)

(

)教育工作

者在对原有
;!5

进行着不断改进以适应自身的教育环境提高

教学质量以及医学生综合素质)在临床免疫学检验技术教学

中#关于
;!5

的教学研究目前仍十分有限)因此#笔者在本研

究探讨开展
;!5

教学是否有助于临床免疫学检验技术

的教学)

A

!

资料与方法

A%A

!

一般资料
!

海南医学院
#'")

级免疫学检验技术本科学

生共
"')

人#其中男生
T&

人#女生
)4

人#年龄
"4

#

#$

岁#平均

年龄
"A%4

岁)

A%B

!

教学方法
!

调研
"')

人的高考成绩以及过去
"

年在学校

其他科目考试的成绩作为依据以评估学生的综合素质)并将

其分成
$

大组!第
"

大组
$)

人#采用
5!5

教学模式%第
#

大组

$)

人采用
5!5`;!5

教学模式%第
$

大组
$&

人采用
;!5

教

学模式)第
"

大组由老师已传统授课的方式讲述临床免疫学

检验技术课程#课后安排资料复习%第
#

大组分成
&

小组选出

各小组长)授课老师利用
"

"

$

的时间讲授临床免疫学检验技

术的中各章节概念以及基本机制)个别章节布置
;!5

问题学

生课后搜集材料#下一次课进行
;!5

分组讨论)第
$

大组分

成
&

小组选出各小组长)授课老师由浅入深给学生布置
;!5

问题课后准备#上课进行讨论)

A%C

!

教学效果考核和评估
!

为了全面的评价各教学模式的教

学效果#笔者设置了学期中测试和期末闭卷考试以及学生对

;!5

教学的反馈这些指标对教学效果进行评价)为了保证评

估的客观性#题型全部设置为多项选择题)根据临床免疫学检

验技术的教学内容和教学大纲#对
5!5

组#

;!5`5!5

组以及

;!5

组实行统一命题)考试内容分为两个层次$各占
T'@

&)

$

"

&记忆型试题!考察概念*基本机制等记忆性基础知识%$

#

&理

解与分析型试题!考察对已有知识的深入理解*整合*以及运用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教学对象对
;!5

教学的反馈问卷调

查)预先制定好问卷调查提纲#在课程结束后#通过问卷调查

了解各班学生对两种教学方法的评价)每个问题均可在.积极

赞成/*.一般/及.否定/

$

种答案中选择
"

项)调查结果用各

答案占全部答案总数的百分率表示方法参考'

T

(

)

A%D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V:G./C/IF09G->#''$

统计数据#计量

资料以
LaE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

@

&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H

%

'%'T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B

!

结
!!

果

B%A

!

实验相关知识闭卷考试成绩分析结果
!

除了有
$

名
;!5

组级的同学第
"

次期中考试后要求主动要求更换到
5!5

组

外#无其他人员变更)所有教学对象都参与测评)期中考试结

果显示$见表
"

&

5!5

教学班平均成绩最高为$

&(%)'a"#%'"

&

分)

5!5`;!5

组为$

&#%T'a"#%"$

&分)

;!5

组最低为

$

&'%$#a"'%")

&分#其中
5!5

组与
;!5

组总成绩差异具有统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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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意义$

H

%

'%'T

&)而
5!5`;!5

组与
;!5

组成绩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H

&

'%'T

&)见表
"

)记忆型试题和分型试题各班

之间除了
5!5

组与
;!5

组记忆型试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H

%

'%'T

&#其他组成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H

&

'%'T

&#然而在

期末考试中#

5!5`;!5

组总成绩最高为$

4(%&"a(%"$

&分#与

5!5

组和
;!5

组比较#总成绩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H

%

'%'T

&%然而
5!5

组与
;!5

组总成绩比较#两者之间的成绩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H

&

'%'T

&)进一步分析发现分值差距主要

是在分析型试题拉开)

5!5`;!5

组获得$

)A%$(aT%")

&分#

而
5!5

组与
;!5

组分别获得$

$"%#AaT%'"

&*$

$4%)#a(%"#

&

分)与后两者相比#

5!5`;!5

组分析型试题得分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H

%

'%'T

&#而此班记忆型试题与后两者相比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H

&

'%'T

&)

;!5

组与
5!5

组在分型试题的成绩

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H

%

'%'T

&)除此之外本研究还分析

了各班排名前
$'@

的学生成绩)由表
#

可以看出#

5!5`;!5

组总平均成绩最高达到$

A$%)4a$%$&

&分)与其他两组比较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H

%

'%'T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分类中

;!5

组的成绩是显著高于
5!5

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H

%

'%'T

&)

5!5`;!5

组和
;!5

组在分析型试题上的得分

显著高于
5!5

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H

%

'%'T

&)

表
"

!!

各组学生期中和期末考试成绩#分$

考试题型
期中考试成绩

5!5

组
5!5`;!5

组
;!5

组

期末考试成绩

5!5

组
5!5`;!5

组
;!5

组

总考试成绩
&(%)'a"#%'" &#%T#a"#%"$ &'%$#a"'%") ($%T'a4%"$ 4(%&"a(%"$ ("%&"a"#%'"

记忆型试题
)'%#'a(%#) $4%$"a&%)" $$%)#a4%$" )'%#"aT%$A $4%$$a)%") $$%)$a$%"#

理解分析型试题
#'%#'a$%"T ##%##a""%#) $'%""a#%#) $"%#AaT%'" )A%$(aT%") $4%)#a(%"#

表
#

!!

排名前
$'@

学生期中和期末考试成绩#分$

考试题型
期中考试成绩

5!5

组
5!5`;!5

组
;!5

组

期末考试成绩

5!5

组
5!5`;!5

组
;!5

组

考试成绩
4'%##a(%"$ ((%T"a&%"T (&%)$a(%)$ 4"%T"a(%$T A$%)4a$%$& 4T%("a$%&$

记忆型试题
)T%#"a$%"& $4%$&a)%#$ $$%)#aT%## )&%$)a$%$( )T%$)a#%)T )T%$#a)%$#

理解分析型试题
$)%$$a$%$T $T%)4a#%$4 )$%"Aa$%T& $T%"$a$%#4 )4%)"a$%$# )"%#Aa#%$"

B%B

!

教学对象对各种教学模式的反馈
!

为了探讨
5!5

#

5!5`;!5

#

;!5

各种教学模式在临床免疫学检验技术教学中

被接受的程度#本研究连续对受试学生了进行了针对多方面问

题的反馈意见调查)结果显示#对于问卷中提出问题的回答中

$

A"%$)a#%&4

&

@ 5!5`;!5

组的教学对象对
5!5`;!5

教

学模式提高分析能力表示认可)

;!5

组为$

(A%)"a$%")

&

@

#

5!5

组为$

&#%)4a#%$4

&

@

)对激发学习兴趣的赞成者
5!5̀

;!5

与
;!5

组调研结果类似#分别为$

4#%"Ta$%T&

&

@

和$

4$%"$a

T%#&

&

@

)而
5!5

为$

&(%$"a)%$(

&

@

对于各教学模式是否提高协

作能力
5!5

的评分最低为$

)"%("a)%$#

&

@

)而
5!5`;!5

与

;!5

组调研结果类似#分别为$

A"%$#a&%$#

&

@

和$

4"%#Aa

T%$"

&

@

)这表明在临床免疫学检验技术教学中实施
;!5

教学模

式对于绝大多数的学生来说是愿意接受的)见表
$

)

表
$

!!

学生对各教学模式教学效果的评价#

@

$

分组 激发学习兴趣 提高分析能力 协作能力提高

5!5

组
&(%$"a)%$( &#%)4a#%$4 )"%("a)%$#

5!5`;!5

组
4#%"Ta$%T& A"%$)a#%&4 A"%$#a&%$#

;!5

组
4$%"$aT%#& (A%)"a$%") 4"%#AaT%$"

C

!

讨
!!

论

本研究发现#在
5!5`;!5

组的问卷调查中认为此教学

模式可以提高分析能力的比例为$

A"%$#a&%$#

&

@

#这个结果

显著高于
;!5

组$

4"%#AaT%$"

&

@

#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

%

'%'T

&)因此本研究对两个班的教学对象进行了询问#以期发

现其中可能的原因)

5!5`;!5

组的受访者认为#在
;!5

开

展过程中进行
5!5

讲授完全有必要)这主要是教学对象认为

临床免疫学检验技术中的一些概念太过抽象)而课本以及网

上的描述多为摘抄经典教材上的原话#这些教材本身撰写的语

言晦涩难懂#因此阻碍了学生准确的理解这些基本概念)知识

结构不牢固也使得后期开展
;!5

阻碍很大)与
5!5

进行双

轨教学则有助于学生消化和牢固掌握这些抽象概念)这使得

后面的
;!5

开展效率大大提高)本研究在对
;!5

组的教学

对象进行询问验证了本研究的推论)

;!5

组学生确实也提出

由于前期概念等基础知识无法消化#使得
;!5

开展在一开始

阻力很大#影响了部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这让笔者联想到在

第
"

次期中考试后要求转班的
$

名
;!5

组的学生)询问结果

也表明由于前期基本知识概念难以理解#导致在
;!5

开展后

的讨论中难以积极的参与#学习积极性和学习动力受到影响)

不仅如此#本研究还调研以上结果提示
;!5

的开展在学生自

学能力不是很强的院校采取
5!5`;!5

双轨教学可能更有利

于教学的开展)

对于医学专业的学生开展
;!5

教学一直存在着争议#这

主要表现在其教学效果在文献报道中意见不一致)一方面一

些研究表明
;!5

优于
5!5

#另一方面则认为
;!5

与
5!5

相比

无任何优势'

&

(

)在临床免疫学检验技术教学中#关于
;!5

的

教学研究目前仍十分有限)如任春锋'

(

(仅推测
;!5

可能适合

于临床免疫学检验技术的教学并未展开研究)徐军发等'

4

(的

调研仅仅集中在实验课方面#并且对
;!5

教学的评价仅限于

学生问卷调研#对是否能促进学生成绩提高并未进行调研)罗

萍等'

A

(

*李志华等'

"'

(

*唐红玉等'

""

(也主要是集中于实验的调

研)本研究的研究表明
;!5

对于整体学生理论课笔试成绩的

提高并无显著效果)然而对基础知识牢固的前
$'@

的学生群

体#开展
;!5

的开展能有效促进该群体理解分析型题型的得

分)这为哪类群体的学生更适合开展
;!5

指明了方向)

综上所述#

;!5

方式教学有助于自学能力和解决问题能

力等在内的综合素质的提高)但
;!5

的开展需结合一些实际

情况如师资力量#学生综合素质#以及学生的学习进展情况等

多种因素)对于学生综合素质以及师资力量有限的院校

5!5`;!5

可能是一种更加行之有效的手段)通过分析笔者

发现临床免疫学检验技术开展
;!5

需确定学生的准入条件#

并且根据教研室的实际情况开展
5!5`;!5

更有利于临床免

疫学检验技术在本单位的教学) $下转插
$

&

+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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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使绒毛合体滋养层增加#出现退行性改变#以及胎盘功能减

弱#造成胎儿的急性缺氧#导致胎儿窘迫甚至死亡$

!#

%

&同时还

可抑制细胞氧化磷酸化#造成线粒体
$%&

合成受阻#使胎儿能

量供给不足#进一步增加围产儿疾病及死亡风险&同时研究证

实#胆汁酸增加还可促进前列腺素释放#提高子宫肌层对缩宫

素敏感度#进而诱发早产$

!'

%

'同时胎盘内一氧化碳生成减少#

使子宫平滑肌敏感性增加#也是导致早产的重要原因$

!"

%

&母

体胆汁酸水平升高#被动转运至胎儿时#还可刺激胎儿结肠运

动排出胎粪#造成羊水粪染#危及围产儿生命安全&本研究结

果显示#观察组的早产(死胎(胎儿窘迫(围生儿死亡等不良围

产儿结局发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与目前报道相一致&国外有

研究发现#血清胆汁酸水平在
"()(*+,

)

-

以上的
./&

孕妇#血

清胆汁酸水平每增加
!)(*+,

)

-

#围产儿疾病发生率可增加

!)(0

!

#)(0

$

!1

%

'笔者通过对不同血清
/2

和
%3$

水平孕妇

围产儿并发症研究发现#随着血清
/2

和
%3$

水平升高#围产

儿疾病发生率均明显上升#表明血清
/2

和
%3$

水平越高对

胎儿危害越大&

综上所述#血清
%3$

和
/2

联合检测诊断
./&

#具有较高

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同时可以有效预测围产儿结局#对预防孕

妇
./&

以及不良围产儿结局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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