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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的蓬勃发展使得分子生物学亚专业学科取得了

长足的进步#随着/精准医疗0概念的提出#分子生物学势必将

引起实验医学领域的革命性突破'

+

(

)学科的发展对检验人员

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同样对实习学生的学习要求也越来越

严格)临床实习是检验医学学生将所学专业理论知识运用到

临床检验实践中的重要环节#实习的质量会直接影响着检验毕

业生的综合素质和未来的职业生涯'

%$=

(

)如何在有限的实习带

教过程中提高学生的实习效果#培养出能胜任工作岗位的高素

质毕业生#是临床实习带教老师迫切需要思考和探索的问题)

结合多年的实习带教经验和分子生物学学科特点#本文提出了

*

种教学方法#并联合运用于分子生物学实习带教中#旨在从

不同方面去提高实习学生的能力)

A

!

运用以问题为导向的学习&

0PS

'教学法扩充理论知识

!!

学生在学校所学的专业理论知识在临床生化学*免疫学*

微生物学和血液学等亚专业学科较为扎实#但在分子生物学方

面却很薄弱#这种现象的产生在某种程度上与学校的教学计划

和课程安排息息相关)本院检验实习生在分子生物组的实习

期仅为
+

个月#如何在这短暂的时间内让学生掌握分子生物学

的主要理论知识#

0PS

教学法提供了很好的解决方案)

0PS

教学法是以问题为基础*以学生为主体*以老师为导

向的启发式教育#其精髓在于发挥问题对学习过程的指导作

用#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

(

)与传统的/灌输式0教学法

有很大不同#

0PS

教学法强调以学生的主动学习为主#而不是

传统教学中的以老师讲授为主'

&

(

)

0PS

教学步骤!$

+

&带教老

师每隔
%F

会根据带教内容需求向实习生提出开放性问题#问

题的形式和范围可以灵活多变#难度适中#力求激起学生的求

知欲%$

%

&学生分为
%

$

*

人
+

组#可以小组为单位来解决问题#

通过翻阅教科书*查阅文献进行自学#在自学过程中针对疑惑

之处可以讨论*分析%$

*

&带教老师答疑解惑#总结问题#指出重

点和难点)

0PS

教学法通过学生自主探究和合作来解决问

题#可以促进学生不断地思考*积极查阅文献资料和归纳*整理

所学知识与技能#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精神)这种方法

不仅能够让学生牢固掌握知识#将知识点化作整体知识链'

?

(

#

而且能引导学生合理利用自由支配时间去学习扩充理论知识)

B

!

演示加讲解教学法培养操作技能

!!

随着检验仪器自动化程度不断增高#很多手工操作检验项

目逐渐被仪器自动化检测取代#实习生在其他亚专业学科实习

期间很大程度上是在学习各种仪器的操作)然而#分子生物学

实验却是一个繁杂有序且细致的工作#主要特点是!$

+

&项目检

测以手工操作为主%$

%

&需要进行微量加样操作%$

*

&要有无菌

概念#进行无菌操作%$

=

&操作过程中尤其要注意防止标本间交

叉污染和扩增产物的污染%$

)

&需要操作者思路清晰#统筹兼

顾#合理分配检测时间#细致完成各项检测)因此#完成分子生

物学的实习并获得较强的操作技能#对于实习生而言是一个很

大的挑战)为了帮助学生在短时间内掌握基本的操作技能#带

教老师采用边演示边讲解的教学法#从最基本的实验操作出

发#重点讲解操作要点和关键步骤#指出注意事项并说明原因)

然后#带教老师在一旁指导学生进行操作训练#手把手传授操

作技能#如发现操作不规范的地方则当场指出并及时纠正)这

样循序渐进#带领学生一步一步完成规定的实验操作项目'

O

(

)

这种教学法在培养学生实验技能方面的优势是很明显的#是其

他教学法不可替代的#如
0PS

教学法和让学生观看视频学习

等方法都不能达到很满意的效果)

实习的目的就是实践#操作越多就越熟练#实验技能就提

高得越快)带教老师须多创造机会让实习生动手操作#避免培

养出/高分低能0的毕业生)值得一提的是#在学生动手操作期

间#带教老师须做到/放手不放眼0#加强对学生的持续关注)

一方面要保证检验质量#因为准确的检验结果是医学检验的生

命%另一方面#也应让学生培养良好的实验习惯)

C

!

角色互换案例式教学法发散临床思维

!!

在带教过程中#一味地讲解知识点会让学生感到枯燥乏

味#慢慢失去学习的激情#而案例式教学的引入可以很好地改

善枯燥的学习氛围)传统的案例式教学模式依然是/老师讲#

学生听0#没有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本院采用的是教

与学角色互换案例式教学法#让学生来充当老师的角色#走上

讲台给其他同学和带教老师讲解所布置的案例#其具体教学步

骤是!$

+

&给实习生布置其需要讲解的案例#实习生
%

人一组#

每组布置
+

个案例%$

%

&给学生
*

$

)F

的准备时间#学生可以

查阅案例相关资料和文献#学习并理解各个实验室检查的临床

意义#组内分析讨论如何解释案例#并进行总结和整理#制作

006

进行授课%$

*

&安排时间让学生进行自主授课#授课形式

可以灵活多样#

%

人可以配合讲解*表演#也可以组内派代表进

行
006

讲解%$

=

&带教老师点评总结案例#带教老师对学生的

授课进行评价打分#分数可以纳入到实习出组考核的成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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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模式的教学过程中#案例的选择很关键!案例难度太大

会让学生会摸不着头脑#不能流畅地讲解出来#打击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案例难度太小不能充分引起学生的兴趣和热情#达

不到教学效果'

.

(

)

在教学过程中#/授之以渔0远比/授之以鱼0要重要得多)

带教老师不仅要传授学生专业知识#还要培养学生操作技能#

更要发散学生的临床思维)临床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对于学

生以后走上工作岗位发现问题*解释结果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一方面#教与学角色互换案例式教学法激起了学生自主学习*

创新学习的热情#培养了学生临床逻辑思维能力%另一方面#该

教学法也提高了学生制作
006

的能力#锻炼了他们的组织能

力和表达能力)这种轻松愉快的教学方法通过案例的分析导

出一般原理和理论#有助于学生真正掌握并能灵活运用知

识点'

+-

(

)

D

!!

小
!!

结

!!

本院对分子生物学实习带教模式进行了一些改变#使得学

生能更好地掌握相关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技能)针对不同的

带教项目合理运用不同的教学方法#既增加了学生的理论知

识#又提高了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创新思维能

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同时#这
*

种带教模式的转变对临床带教

老师也是一个自我挑战的过程#不仅要求带教老师要有丰富的

专业知识储备和精湛的操作技能#而且要求带教老师要敢于创

新以适应当前医学检验人员带教发展的要求)/学然后知不

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0)

在教与学的过程中#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都应该从中有不同的

收获#不断地得到提高#真正做到教学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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