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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验诊断学是基础医学向临床医学过渡的桥梁学科!其内容多!知识更新快!实用性强%实验诊断

学实习课除基本的实验操作外!还要对理论课内容进行巩固和加深$以病例为基础的教学法"

(@6

#应用临床

病例为先导!以临床问题为基础!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小组讨论式教学!培养学生协作'讨论'探索'

分析问题的能力$本研究探讨了
(@6

在实验诊断学实习课中的应用!通过问卷调查!统计学分析!得出
(@6

有

助于提高实验诊断学实验课的教学效果!同学们对于
(@6

教学模型认可度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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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诊断学是基础医学向临床医学过渡的重要

桥梁学科(随着整体医学水平的提高以及实验技术的

飞速发展(实验诊断学越来越成为医疗机构为患者提

供疾病预防+诊断+治疗+预后判断以及健康评估等方

面信息所依赖的一门学科(同时它也是医学院校临床

专业学生进入临床阶段首先接触的桥梁课之一'如

何在较短的时间内让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完成从基础

知识学习到临床思维建立的转型(如何提高学习实验

诊断学的兴趣(了解各种检查项目以及掌握主要临床

意义(始终是实验诊断学教学要面对并亟待解决'

以授课为基础的教学法$

6@6

%主要是老师讲学

生听(虽然可以系统讲解理论知识(但不利于调动学

生积极性和培养临床思维能力(教学效果相对不佳'

以病例为基础的教学法$

(@6

%是以临床病例为基础

的全新教学模式(其核心是.以临床病例为先导(以临

床问题为基础(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小组

讨论式教学)

)

*

'

(@6

教学有很多种不同的形式(因此

可以适用于各种专业学生的教学)

%

*

'

(@6

教学可以

从各个方面提高教学成果(包括$

)

%提高学生学习主

动性)

8

*

&$

%

%提高知识掌握的持久性)

2

*

&$

8

%激发学生

自我评价和反思的能力)

*

*

&$

2

%激发学生批判性思维'

实验诊断学实习课涉及的课程包括血液体液常

规检查+骨髓象检查+生化检查+免疫检查+微生物检

查+分子诊断等章节(但是人体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所

以在教学中需要加强整体思维的建立(既要有建立在

检验医学之上的横向思维(也要有建立在疾病基础之

上的纵向思维'

(@6

教学在其他课程的教学中已有

应用(并取得了良好效果(但在实验诊断学教学中的

应用鲜有报道'本课题组以贫血的实验室诊断为主(

涉及实验诊断学的多个亚专业(应用
(@6

教学模式(

研究其在实验诊断学的教学效果(同时也为实验诊断

学探索新的教学模式'

?

#

资料与方法

?I?

#

一般资料
#

选取
%+)2

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某

班学生共计
82

人($男生
)8

人(女生
%)

人%平均年龄

$

%+I4d+I)

%岁'指导教师为同一教师(课程为不同

章节内容'

?I@

#

方法

?I@I?

#

教学教材
#

选取,实验诊断学-$第
%

版(人民

卫生出版社%(授课内容严格按照教学大纲进行'

?I@I@

#

教学方法
#

由同一教师授课
2

个章内容(其

中
)

个章节采用
(@6

的教学模式(具体方法如下'教

师提前一周将准备好的典型病例和相关问题发给学

生(学生分
8

人一组针对各个问题进行总结(上课时(

由一位同学介绍病例(随后进行小组讨论(以病例为

中心(带教老师提出预设问题(主要让同学凭借以前

学过的知识(通过自主的思考(围绕病例针对性的进

行实验指标(临床意义(局限性等问题的分析和解读(

最后由带教老师进行总结和归纳'其他三个章节应

用
6@6

的教学模式(按照大纲要求将临床诊断学涉

及的检验指标(将检测手段(临床意义(诊断价值介绍

给学生'

?I@IA

#

教学效果的评价

?I@IAI?

#

学生评价
#

在教学过程中(观察学生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以及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交流效果(

课堂气氛(分析学生在教学过程中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程结束后(向学生发放调查问卷
%

份(其中一份问

卷内容涉及两种教学模式$

(@6

和
6@6

%中学生对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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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力(学习兴趣等的评价$评分选项为
)

%

*

分%'

问卷内容共包含了
)8

个问题!$

)

%提高学习内容与理

解能力&$

%

%提高知识点的掌握程度&$

8

%调动学习兴

趣与主动性&$

2

%提高自学能力&$

*

%提高自我分析解

决问题的能力&$

9

%提高逻辑分析能力&$

K

%提高学习

效率&$

:

%增强语言表达能力&$

4

%启发临床思维&$

)+

%

激发个人潜能发挥&$

))

%活跃教学气氛&$

)%

%调动团

队协作能力&$

)8

%提高沟通能力'另一份调查问卷为

对
(@6

教学模型的评价(包含教学模型认可度(教学

模型中引导讨论的方法(师生互动情况和课堂时间安

排合理性四方面的调查(评价方式为非常满意+满意+

一般+不满意+非常不满意五个等级'

?I@IAI@

#

专家点评
#

(@6

教学过程中邀请专家听

课(课程结束后专家给出授课质量评估'

?IA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8I+

对数据进行分

析(调查数据为等级资料(采用非参数统计中的独立

样本的秩和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

$

+I+*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I?

#

学生对两种教学模式效果的评价
#

调查问卷共

发放
82

份(收回
82

份(无效一份$回答率小于
)

"

2

%(

对有效的
88

份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学分析!教学效果

评价的
)8

个项目进行评分中(结果显示对于.提高知

识点的掌握程度/.提高学习效率/两项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I+*

%&其他
))

项(

(@6

组明显优于
6@6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I+*

%'见表
)

'

表
)

##

(@6

课程与
6@6

课程的学生评价表总结表#

!

$

问题编

号

(@6

评价总结

*

分
2

分
8

分
%

分
)

分

6@6

教学总结

*

分
2

分
8

分
%

分
)

分
#

) )9 )* % + + )+ )9 2 % ) +I+82

% )* )9 % + + )) )K % % ) +I)88

8 )* )* % + ) : )+ )% 8 + +I+%+

2 %% )) + + + K )8 4 8 ) +I+++

* )K )9 + + + * )2 4 2 ) +I+++

9 )2 )2 * + + K )2 K 2 ) +I++2

K )+ )+ )) % + )% 4 : 2 + +I+:)

: )9 )2 8 + + * : )+ : % +I+++

4 )* )% 8 ) % )+ : )% % ) +I+))

)+ )K 4 K + + K K )8 * ) +I+2+

)) %* K ) + + : : 4 9 % +I+++

)% %8 9 8 + ) : 9 )) * 8 +I+++

)8 )4 )) ) + ) : 9 )% * % +I+++

##

注!表格中的数字为人数

@I@

#

学生对
(@6

教学模型的综合评价
#

调查问卷

共发放
82

份(收回
82

份(全部有效(经分析!对于

(@6

教学模型的认可度!

4Kb

$

88

"

82

%的同学认为非

常满意(

8b

$

)

"

82

%的同学认为满意&对于
(@6

教学

模型中引导讨论的方法
)++b

$

82

"

82

%同学评价为非

常满意&对于师生互动
)++b

$

82

"

82

%同学评价为非常

满意&对于课堂时间安排的合理性
4Kb

$

88

"

82

%的同

学认为非常满意(

8b

$

)

"

82

%的同学认为满意'

@IA

#

专家意见
#

专家对
(@6

教学授课整体效果给

出满意评价(学生积极思考(抢答模式活跃了课堂气

氛(病例选取较好(有多项的鉴别诊断(启发临床思

维(对教学内容有很好的总结'建议可以更加大胆的

让同学们更多讨论'

A

#

讨
##

论

##

通过本研究(可以看出相比
6@6

教学模式(

(@6

对于实验诊断学教学有明显的优势'其教学效果不

仅体现在知识的学习中(同时也体现在对于医学生综

合素质的培养上'

(@6

教学模式起源于哈佛商学院(于
)4%+

年就

提出(最初使用于一些需要案例教学的课程之中(并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6

教学模式直至最近十几年

才在国内得以快速发展)

9

*

'

临床诊断学实习课是临床诊断学教学中的重要

模块(但不同于其他临床实习'实验诊断学的实习课

在实验的基础上对理论课内容进行巩固'作为临床

系的学生(对各实验结果之间的联系以及实验结果与

临床疾病的联系的关注度要远远超过对实验方法的

关注度(因此(此次尝试性的改革(加强病例分析及讨

论的模块(看到了
(@6

教学模式为实验诊断学带来

了更好的教学效果'在针对教学效果的评价中(对提

高学生的理解能力(调动学习兴趣与主动性(培养自

学能力(提高自我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逻辑

思维能力(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启发临床思维(激发个

人潜能发挥(活跃教学气氛(调动团队协作能力(提高

沟通能力
))

个方面均显示出其优越性'同时对
(@6

教学模式也有非常好的认可度'

(@6

教学已应用于学医教学的很多学科(在尝试

(@6

教学的过程中(大于
%

"

8

的学生认为(

(@6

教学

可以用较短的时间去探索和发现并解决学习中的重

点内容(最终结果是提高了学习效率)

K

*

'同一教师对

不同班级的学生分别以
(@6

和
6@6

进行本科生化课

程的教学(比较发现
(@6

有较好的效果)

:

*

'但在研

究中发现(与
6@6

教学相比较(

(@6

没有明显的提高

学习效率(这与赵咏莉)

4

*等的研究结果一致'分析导

致此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学生在准备
(@6

课程前需要

针对病例进行思考(并回答带教老师提出的预设问

题(因此学生认为准备的时间过长而没有提高学习效

率'但是(从长远来看(学生预先准备的程度恰恰是

自学能力的提高(对知识点的记忆和理解必定更

深刻'

实验诊断学作为临床系学生的桥梁课(与其他学

科交叉多(实验方法实验指标等更新也较快(在实际

教学中(如能将实际病例(临床问题与理论知识三者

相结合(形成三轨试教学综合教学模式)

)+

*

(即
6@6j

(@6j#@6

可能会收到更好的教学效果'但对带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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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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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的要求势必更加严格(做更多的工作才能达到预

期的效果)

))

*

'

同时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缺陷(虽然实验组和对

照组的学生和老师都是一样的(但是(针对不同的授

课内容可能会有一些偏差&另外(由于是尝试性的改

革(在四次教学过程中只有一次是
(@6

教学模式(为

了能更好地说明问题(在之后的研究中(应该增加

(@6

教学的课程次数'

总之(

(@6

教学作为医学教学领域的新型教学模

式(已成为国内外各个高校教学改革的趋势(已有多次

实践研究证明(

(@6

教学模式是一种高效的教学方法'

本研究认为(在实验诊断学的实习教学中(

(@6

教学模

式可以提高教学效果(同时也受到同学们很高的认可

度(

(@6

教学可以作为
6@6

的主要辅助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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