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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以项目为引导,由任务作驱动”的教学法在提高
《临床免疫学检验技术》实验教学质量中的作用*

杨瑞霞,唐未名,崔 婷△

(江苏省人民医院检验学部,江苏南京
 

210029)

  摘 要:对四年制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学生进行《临床免疫学检验技术》实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构

建具有专业特色的“以项目为引导,由任务作驱动”的实验教学体系,通过实验操作成绩和实验科研设计成绩的

比较、学生问卷调查两种形式,反馈教学效果,得出该教学方法可以获取良好的教学效果,对于学生综合职业能

力的提升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对于高层次复合型医院人才的培养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键词:临床免疫学; 检验技术; 实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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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现代检验医学的迅速发展,新知识、新技能

层出不穷,这对医院检验技术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加

严格的要求。而《临床免疫学检验技术》专业课的学

习非常重要,此门课程的操作性和实践性非常强,对
于临床疾病诊疗有着积极的辅助作用,学习课时所占

比例也相对较大。实验课教学对于学生操作能力和

抽象思维能力培养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可以帮助学

生更好地构建系统性的抽象思维。实验课教学应把

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技能紧密地联系起来,仅仅通过

简单的实验操作是无法更好地掌握此门课程的重要

内涵,目前,因为一些技术和设备上的不完善,使得学

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受到影响,无法达到良好的教学效

果[1]。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医学检验技术的发展,教
育部下达了一系列的文件,由此来加强对医学检验技

术人才培养的重视,为国家医疗事业的发展输送更多

高层次复合型医学人才[2-3]。与此同时,医学检验技

术专业教学的本质内涵发生了改变,人才培养的重心

发生了转移,更加重视学生检验操作技能的综合性培

养和训练。而目前的教学模式下,仍然存在着一些重

理论轻实践的现象,导致毕业生走向工作岗位时,已
掌握的操作技能不能完全满足临床工作的需要,为了

提升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和素养水平,在本研究中,
笔者发挥系科合一的办学优势,依据学生的实际需

求,探索出新的教学模式———“以项目为引导,由任务

作驱动”,以此来获取更好的教学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15级医学检验技术班(以下

简称“2015级医检班”,传统教学法,n=32)和2016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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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检验技术班(以下简称“2016级医检班”,任务型

教学法,n=33)为研究对象。两组研究对象的年龄、
性别构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四年制医学检验技术教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分析 自2012年教育部修改了人才培养目标以后,
当前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学生的学习期限为四年,大一

到大三,主要在校学习理论知识,大四的时候,到医院

检验科实习。《临床免疫学检验技术》课程主要集中

在大三第二学期进行学习,这种传统的模式存在一些

问题:(1)实验教学内容脱离临床,缺乏实用性。一些

在临床已经淘汰的内容,例如聚乙二醇法测定循环免

疫复合物,胶乳凝集法测定类风湿因子,E花环试验

等仍为实验课的教学内容。导致学生在校期间所学

知识与临床岗位实际需求相脱节[4],见表1。(2)实验

室用于教学的检测仪器落后,随着现代医学检验技术

的飞速发展,检验技术也日新月异,各种自动化检测

仪器应运而生,临床检验已进入仪器自动化检验时

代。但是,由于资金和其他一些原因,本校检验系用

于实验课教学的仪器没有得到及时的更 新 换 代,

ELISA法仍采用酶标仪进行比色,凝集试验仍然采用

肉眼观察法等,而这些免疫检测项目在临床工作中早

已实现了自动化。因此,学生在进入社会后无法快速

适应检验科临床检测工作。

1.2.2 建立“以项目为引导,由任务作驱动”的教学

法 医学检验技术毕业生的就业方向大多数集中于

大中型医院的检验科,基于这种情况,为了让学生在

学成后更好地融入工作环境,更好地适应岗位的具体

工作,在对学生进行培养时,严格依照教育部设立的

培养目标,结合本校检验学系的自身特点,广泛听取

了本校附属医院检验科多个专家的建议,建立了“以
项目为引导,由任务作驱动”的教学法,见表2、表3。

表1  四年制医学检验技术专业《临床免疫学检验技术》实验教学体系

实验项目 要求 实验器材与标本 教学模式 教学地点 师资力量 作业

抗血清制备

直接凝集试验

间接凝集试验

单向扩散
 

双向扩散

免疫电泳

ELISA(1)

ELISA(2)

淋巴细胞分离

E花环

循环免疫复合物

吞噬细胞功能

抗核抗体检测

抗可提取性核抗原检测

实验考核

1.掌握各实验的原理、
 

操作步骤、

注意事项和临床意义

2.按照教师的示范要求,独立完

成试验

3.规范掌握各实验器材的使用

方法

4.完成实验报告的书写,并对结

果进行分析讨论

5.独立完成考核实验项目

1.使用仪器:实验试管、移

液器、离心机等

2.检测仪器:电泳仪、酶标

仪、分光光度计、荧光显微

镜等

3.标本:临床收集确认无传

染性的血清标本

讲授与

实验

学校实

验室

学系专任教师

授课

实验报告

表2  “以项目为引导,由任务作驱动”教学模式的项目内容和具体任务

项目内容 具体任务 项目内容
 

具体任务

1.感染性疾病的检测项目(病毒性)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的检测 6.肝脏肿瘤的检测 癌胚抗原的检测

乙型肝炎表面抗体的检测 甲胎蛋白的检测

乙型肝炎e抗原的检测 7.肺癌的检测 癌胚抗原的检测

乙型肝炎e抗体的检测 细胞角蛋白19片段的检测

乙型肝炎核心抗体的检测 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的检测

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 胃泌素释放肽前体的检测

丙型肝炎抗体的检测 8.消化道肿瘤的检测 糖类抗原19-9的检测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抗体的检测 糖类抗原724的检测

2.感染性疾病的检测项目(细菌性) C反应蛋白的检测 9.卵巢肿瘤的检测 糖类抗原125的检测

降钙素原的检测 人附睾蛋白4的检测

铁蛋白的检测 10.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检测 类风湿因子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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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以项目为引导,由任务作驱动”教学模式的项目内容和具体任务

项目内容 具体任务 项目内容
 

具体任务

3.甲状腺功能性疾病的检测 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的检测 抗溶血素链球菌O的检测

游离甲状腺素的检测 补体C3的检测

三碘甲状腺原氨酸的检测 补体C4的检测

甲状腺素的检测 11.血液系统疾病的检测 免疫球蛋白G的检测

促甲状腺激素的检测 免疫球蛋白A的检测

4.甲状腺炎性疾病的检测 甲状腺球蛋白的检测 免疫球蛋白M的检测

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的检测 轻链kappa的检测

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的检测 轻链Lamda的检测

5.骨代谢疾病的检测 25羟维生素D的检测

骨钙素的检测

12.实验考核 根据患者的病史,选择合理的检测项

目,为疾病的诊疗提供依据

表3  “以项目为引导,由任务作驱动”教学模式的其他相关要求

任务和主要目标的相关要求 仪器设备与标本 教学模式 教学地点 师资力量 作业

1.任务:使用临床仪器对提取的患者标本

进行检测,且汇总检测结果

1.一般仪器:离心机,移液器等 项目为引导,任务落

实模式,实现理论和

实践两者的有机结合

附属医院

检验科

学系专任教师

授课,临 床 老

师带教

临床

报告

2.主要目标:为了更好地融入到工作环境

中,能够更加熟悉整个检验工作流程,正确

地使用各种仪器,及时发现问题,并且及时

做出反应,处理好问题
 

2.检测仪器:西门子BN-Ⅱ特定

蛋白分析仪、罗氏e
 

602电化学

发光分析仪、贝克曼 DXI
 

800全

自动免疫分析仪

3.标本:临床患者标本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9.0对数据进行分析。
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

资料采用百分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 检验。以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种教学方法实验操作成绩和实验科研设计成

绩比较 分别对2015级医检班和2016级医检班学

生的实验操作成绩和实验科研设计成绩进行了分析

比较。结果显示,2016级医检班学生的实验操作成绩

和实验科研设计成绩显著高于2015级医检班学生,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表4  不同教学方法的考核成绩比较(分,x±s)

研究对象 n 实验操作成绩 实验科研设计成绩

2015级医检班 32 88.65±3.13 88.13±4.60

2016级医检班 33 91.11±3.07 90.94±3.58

t 3.202 2.759

P 0.002 0.008

2.2 学生问卷调查情况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通过

研究需求设计了调查问卷,对2016级医检班学生总

共发放的调查问卷有33份,回收率达到100%,通过

分析调查问卷的结果得知,90%以上的学生认可新的

教学方法,见表5。

表5  学生对教学方法的评价[n(%)]

评价内容 赞同 一般 否

目标明确条理清晰
 

26(78.79) 5(15.15) 2(6.06)

增加学习的积极性 28(84.85) 4(12.12) 1(3.03)

加强对理论的理解 27(81.82) 4(12.12) 2(6.06)

提高实践操作能力 29(87.88) 2(6.06) 2(6.06)

提升综合职业素养 26(78.79) 6(18.18) 1(3.03)

提升岗位适应能力 26(78.79) 5(15.15) 2(6.06)

同意应用此教学法 30(90.91) 2(6.06) 1(3.03)

3 讨  论

  “以项目为引导,由任务作驱动”此种教学模式主

要是依据我国《临床免疫学检验技术》教学目标来设

定的,符合总的教学纲要。结合目前检验科开展的相

关检测项目,设计出某类疾病在诊疗过程中需要采取

的免疫学检验项目,并以此为任务,引导学生积极地

去完成[5]。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掌握相关的理论知

识和操作技能。在达到教学目标的同时,培养学生的

创新能力和职业素养[6-7]。
《临床免疫学检验技术》有着其自身的特殊性,操

作性和实验性强是其显著特征[8]。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要注重对其自身动手操作能力的培养。在教学过

程中,教师根据教学大纲,同时结合本校附属医院检

验科开展的免疫学检测项目,设计出贯穿于整个课程

的11个大项目,在每个项目中又设计了不同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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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去引导学生利用所学的理论知识

去独立完成这些任务,从而有效实现教学、学习和操

作的有机结合,在实验中去验证所学知识,在培养学

生自己动手操作能力的基础上,加深理论知识印象,
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采用“以项目为引导,由任务作驱动”的教学模

式,在教学过程中涉及的检测项目均来源于本校附属

医院的检验科,且本校办学模式为系科合一式,实验

课的教学地点是检验科,能够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

实验环境,使其更好地熟悉检验科的工作环境,明确

实际操作流程,了解临床检测仪器使用的注意事项,
把理论知识学习和实际操作密切联系起来,全面提高

学生的综合素质水平,毕业后可以更好地融入工作环

境中。学生的实验操作成绩和实验科研设计成绩均

得到了较大提高,为今后进入临床工作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同时,学生的教学反馈问卷亦显示此教学法取

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受到学生的认可。且2016级

医检班学生在进入各医院检验科实习后,其实践操作

能力和综合职业素养得到了临床带教老师的认可,再
次证明了,这一新颖的实验教学法能显著提高学生的

综合职业能力与职业素养,以此来培养更多的临床检

验专业人才。
“以项目为引导,由任务作驱动”此种教学模式是

充分结合本校的特点来设计的,在《临床免疫学检验

技术》实验教学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其他专业课

的实验教学中将进一步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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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教学

应用六西格玛管理方法评价临床常规生化检验项目的质量水平*

彭 海1,李子安2,阿祥仁2,张晓娜2,刘兰民2,蔡小玲2△

(青海省人民医院:1.医学装备管理处;2.医学检验科,青海西宁
 

810007)

  摘 要:目的 用六西格玛(σ)质量管理方法评价贝克曼AU580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项目的质量水

平,用以指导质量改进,提高实验室的检测能力和水平。方法 统计2018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临床检验中

心(NCCL)常规生化检验项目的室间质量评价(EQA)结果和该实验室2018年3月和10月的室内质控(IQC)
数据,用EQA

 

数据评估偏倚(Bias),IQC
 

数据计算变异系数(CV)水平,依据GB/T
 

20470-2006的允许总误差

(TEa)计算26个常规生化检验项目的σ值,评价实验室分析性能。结果 在26个检验项目中,7个检验项目

的σ值大于6,占检验项目的26.9%;17个项目的σ值在3~<6,占65.4%;2个项目的σ值在3以下,占

7.7%。对于σ<6的项目,需优先改进精密度的占
 

48.0%,改进正确度的占37.0%,两者都改进的占15.0%。
结论 6σ质量管理理论是临床实验室管理的重要工具,有助于临床实验室检验项目质量水平的改进。

关键词:六西格玛; 生化项目; 不精密度; 偏倚; 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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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西格玛(6σ)是指用来评估所有过程缺陷的基 准规模[1]。6σ表示运行流程的每百万次只有3.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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