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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医学联盟背景下本科留学生实验诊断实验技能的教学实践*

张艳芬1,马 宁2,多丽波1,刘彦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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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留学生尤其是俄罗斯留学生规模不断扩大。深入了解留学生学

习习惯与特点,不断提高其实验诊断学实践操作能力仍是该领域教育工作者新时期面临的巨大挑战。本文介

绍了哈尔滨医科大学近年针对留学生实验诊断学实践操作培养的经验,对新时代留学生教学进行了思考。从

“学”与“教”两个方面的反馈来看,本次实践技能教学活动达到该校对于临床本科层次的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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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是“中俄医科大学联盟”成立的第5个年

头,这期间“联盟”已建立多个研究所等机构,双方进

行了3
 

000余人次的互访交流,成果卓著。在国家大

力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下,中俄双方的教学、
科研规模还将不断扩大。近年,该校留学生数量提

高,留学生国别方面也有所拓展。从印度、巴基斯坦

到新加坡,加拿大及俄罗斯等国家,学校的教学领域

国际化程度逐步提高。
临床医学各学科中诊断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

实验诊断学则是诊断学重要的一部分[1],是基础医学

向临床医学过渡的桥梁课程,实验诊断学的教学效果

将直接影响医学教育的整体质量[2-3]。然而,在基础

医学向临床医学过渡的过程中,首先开设的实验诊断

学对学生来说,理解较为困难,记忆内容较多,往往掌

握的不是很理想。这就加大了实验诊断学教学的困

难。近年来该校招收了巴基斯坦、尼泊尔、俄罗斯等

国家的本科留学生,在留学生的实验诊断学教学中除

了以上问题外,更增加了语言障碍、学习特点不同等

问题,这就对授课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就尔

滨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研

室在近年本科留学生教学中发现的问题以及初步的

经验做了总结及初步的探讨。

1 学生特点分析

  与中国学生较为压抑的课堂气氛相比较,留学生

课堂显得更为活跃,同学们更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
此外,留学生对课堂教学时间、休息时间的观念更强,
更愿意表现自我,思维敏捷。但对于传统认识中组织

观念,留学生尚显不足,甚至表现出一定的随意性,这
可能与西方教育观念有关[4-5]。对此,笔者基于充分

的认识和理解,根据留学生特点进行课 程 设 计 和

实施。
目前该校留学生来自巴基斯坦、尼泊尔、俄罗斯

等国家,各国留学生英语语音、语调、语言习惯差别较

大,在与学生沟通交流时有一定困难。针对此项问

题,该教研室发动全体教师积极参与到留学生的理论

与实践教学中,课前鼓励教师多听、多练,在实践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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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多名教师共同参与,增加交流,以期获得更好地教

学效果。

2 教师准备工作

  基于本科留学生汉语水平有限,该校对留学生均

用英语进行教学,这对授课教师英语口语要求较高。
针对这一学情,学院与教研室特别注重留学生授课的

准备工作,学院提前做好授课安排,教研室积极准备,
提前近一年进行留学生授课教材的筛选,鼓励全科教

师进行英语的口语练习,确定授课教师,组织集体

备课。
实验诊断教学要求授课教师不仅要熟悉授课内

容[6-7],更要具有丰富的临床相关知识,以增加临床病

例的引入,提高教学效果[8]。这也大大增加了留学生

实验诊断教学的难度,教师在准备阶段要对所授课程

相关的疾病及临床相关知识进行充分准备,以提高教

学效果,增进学生对课程的理解和掌握。这要求授课

教师要参考更多的书籍,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准备

课程,大大增加了教师的工作量。

3 教学的设计与实施

  经学科讨论,进行教学内容设计、授课要点试讲,
并指定相关教师完成教学工作。为了提高教学效果,
课程分为理论授课与实践技能教学两部分相结合进

行[9]。对理论授课,遵循本校本科生理论授课的计划

(20学时)进行。理论授课过程中,增加了图表的运

用,便于学生理解与掌握;引入临床案例分析,进一步

提高了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的运用。除了理论授课,还
安排了12学时的实践技能授课。在实践技能授课

中,为了提高教学效果,教师们增加了分组,平均每组

8~10人左右,由2~3名教师进行授课。授课对象为

2014级和2016级留学生,合计110人。
根据留学生的学习愿望,结合学生人数分组,教

师们将留学生的实习课安排在临床实验室。由于临

床实验室检测样本均来自于患者,所以在学生进入实

验室前,利用1学时的时间讲解进入实验室的注意事

项,如:穿着白服,佩戴帽子口罩等。简要介绍实验室

生物安全等方面需要注意的事项。
由于本科留学生均为临床专业,实践技能教学侧

重点有所不同,对于临床医学专业的留学生,教学重

点为:分析前检验样本的采集及运送注意事项,分析

中可能影响检验结果的各种因素,常规检验项目的临

床应用等。
留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别,各国对于检验项目的设

置,参考范围,以及计量单位均有所差异,在实践技能

教学中也应注意。
实践 技 能 教 学 全 部 内 容 分 为3次 课,每 次4

学时。

(1)临床常规检测:血液分析、尿液分析的仪器操

作及手工检测,显微镜操作。首先,按检验工作日常

流程讲解检验全过程,对于血尿分析检测样本采集的

要求,结合实例判别检验样本是否合格。目前,该院

血尿常规均为全自动仪器检测,结合血细胞复检规则

及尿液镜检要求讲解全自动检测优缺点,人工复检的

意义。显微镜下识别外周血细胞及尿液沉渣成份。
(2)临床免疫检测:感染性疾病免疫标记物的检

测、流式细胞术、特种蛋白检测及自身抗体检测等。
结合目前临床免疫检测常用方法,如:酶联免疫吸附

试验、化学发光法、比浊法、间接免疫荧光等方法使学

生了解临床常用免疫检验项目的操作流程、注意事项

及检验结果的临床意义[10]。
(3)临床生化检测及临床微生物学检测:临床生

化检测项目自动化程度较高,实习主要目的为:了解

生化检测的室内质控以及各常用生化指标的临床应

用[11]。临床微生物学检测手工操作相对较多,如各种

检验样本的接种,在做好生物安全防护的情况下可以

让学生动手操作,细菌的鉴定及药敏试验结合实验室

检测样本进行讲解。
相比中国学生在示教室的实践教学,根据留学生

的人数特点,教师们将实践技能教学的地点直接安排

在了各实验室,使得学生与教师和工作环境有更为深

入密切的接触,更为真实,更接近“实战”。同时,在实

践教学过程中随时进行师生间的讨论,提 高 学 习

效果。

4 教改探索活动效果与反馈

  教师们分别通过留学生、教研室教师的反馈来对

本次教改进行评定:(1)学生反馈:这是教师们较为看

重的反馈。实验诊断理论授课与实习教学分开授课,
实习教学在临床实验室进行,同学们普遍对此种教学

模式较为认可,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实习课直接进入

实验室进行的实践技能教学使得同学们直接接触临床

实验诊断工作;对真实的工作环境、遇到的问题有了直

观的认识;所接触仪器即为工作中可能使用的仪器等

等。当然,留学生们也对技能教学的相关教材提出了更

高要求。如何建设更适于留学生实验诊断技能教学的

教材,仍是需要教师们不断加强的。见表1。

  (2)教师反馈:在授课后,教研室组织参与理论与

实习授课的教师对本次授课进行了评价与反馈,授课

教师均反应在授课过程中语言仍是交流最主要的障

碍,所以加强英文听说能力的练习仍是日后留学生教

学准备的重点之一。对于授课的学时分配以及实习

课多个教师带教,教学效果较为满意。
从

 

“学”与“教”两个方面的反馈来看,教师们针对

两个年级的实践技能教学活动达到该校对于临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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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层次的教学要求。可作为后续本科留学生实践技

能教学的基础与参考。
表1  学生针对实践技能教学部分的反馈

反馈要点 n 百分比(%)

教师亲切、热情 76 79.2

真实地接触工作环境、有助学习 67 69.8

丰富教材等学习材料 43 44.8

再增加动手机会 17 17.7

其他(课堂气氛、工作环境等) 15 15.6

  注:累计发放份数100份,收回96份

5 教改探索活动的改进方案

  针对留学生同学和各方的反馈,教师们希望在后

续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调整改善:(1)细化实践技能

课程设置:针对近年留学生实践技能教学的实践,希
望进一步完善授课教材的建设。一方面,留学生思维

较为活跃,更愿意联系实际地提出问题;另一方面,中
国临床实验室诊断还与国外有些差异。由于留学生

国别的分布逐渐从印度、尼泊尔等南亚国家逐渐向俄

罗斯等国家过渡,对学习习惯,留学生所在国相关学

科需要更为深入的了解。这些都促使授课教师不断

学习,逐步提高。此外,在授课手段上要多借鉴先进

理念方法。
(2)完善考评机制:留学生的考评,目前还只限于

课程结束后的统一试卷考核,教师们在留学生实践技

能教学过程中并没有制定任何形式的考核,仅在实习

实践过程中以讨论提问等方式进行知识点和技能操

作的评判,如何更为有效、灵活地进行考核是教师们

在日后的留学生教学中继续探索的问题。
(3)加强留学生实践技能教学的管理:临床实验

室是医院诊疗的重要一环,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生物风

险。教师们前期对此给予充分的考虑。在留学生进

入实验室前进行了必要的培训,并在着装、防控、习
惯、纪律及应急预案等方面进行了必要的准备。通过

近年留学生教学的实践,在不影响临床医疗工作的同

时,在保障学生健康的前提下,教学活动能够取得良

好的效果。
自2014年7月“中俄医科大学联盟”成立至今,

该校已成为中俄医学科研教学领域文化交流的重要

成员,双方已进行人员交流互访3
 

000余人次。在国

家战略发展背景下,中国留学生教育教学将进入又一

个重要的高速发展时期[12-13]。教师们通过对近年留

学生实验诊断学教学实践的探索,希望积累经验,不
断创新,不断提升中国该领域的水平,更好地为百姓

健康,合作交流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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