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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医学是一门发展迅速、实践性强、涉及面广的综合应

用性科学，不但要有扎实、宽厚的理论基础，而且需要熟练、精

湛的操作技能［１］。近年来，随着检验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患者法

律意识的提高，对检验医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对学生的学习

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实习是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实

现理论到实践的飞跃的一环。如何在有限的实习期间，提高检

验实习质量和效果，是每一个检验教学工作者必须思考和探索

的问题。

１　检验科实习教学的特点

检验科分为细胞、临检、生化、免疫、微生物等几个专业组，

各组均配有相应的仪器设备，籍此完成大量的日常工作。而实

习学生有大专、本科等。在这种老师少，工作量大，学生多的情

况下，如何保证学生在实习期内学有所获，是一个值得探讨的

问题。

２　检验科实习教学目前存在的问题

２．１　教员的局限性

２．１．１　忙于完成日益增多的日常工作，忽视实习教学的重要

性。

２．１．２　检验医生并非专职教师，教学的方式、方法相对局限，

使实习生难以有大的提高。

２．１．３　各带教老师专业理论、相关理论及检验技能参差不齐，

无法使教学效果达到一个统一的水平。

２．２　实习生存在的问题

２．２．１　实习目的不明确、学习积极性不高　等和靠是相当部

分实习生的现状。从作者这些年的带教经历来看，很少有实习

生在进入各专业室前主动了解过该室在做哪些检验项目，在此

应学习哪些实验技能以及掌握哪些专业理论等。实习生是实

习教学的对象，其参与实习的态度直接影响着教学的效果。除

工作态度消极的少数实习生外，很多学生在实习工作中努力地

扮演着带教老师的助手，而缺乏主动学习的意识。

２．２．２　专业理论不扎实、临床理论欠缺　进入细胞室实习的

学生，他可能独自制作涂片、染色，认识一定细胞，却答不出其

瑞氏染色的原理；天天做凝血常规，却说不出至少前４个凝血

因子名称。他会做狼疮细胞检查，却不一定对系统性红斑狼疮

这一疾病有所了解等。

３　对解决问题的思考

３．１　电脑带教　本院检验科每天要承受大量的日常工作和体

检，有时还要抽调人手应对突发事件，没有过多的时间和精力

对实习学生讲解基础理论。而青年学生精力充沛，系统而有目

的地布置实习生自学，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检验科设立教

学电脑，各专业室教师把该室相关专业理论、临床理论和把遇

到的典型病例记录在案，包括病史、临床表现、症状、体征等，重

点是诊断名称及相关检验依据。在带教过程中择机让学生翻

阅，指导学生自学相关疾病。在此过程中，老师只需传授学生

诊断思路和经验教训即可，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记录学术

期刊中的典型病例。如张秋菊［２］提供的受母体影响的雌激素

撤退而引起的婴儿阴道流血、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所致离子

检测结果异常。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各工作人员可把自已学习

过的特殊病例和体会记录在案，以备学生翻阅，提高临床分析

能力。

３．２　实习前动员　各专业室在实习生进入前，向其介绍认识

该室的规章制度、所做检验、临床价值，本科的教学内容，电脑

学习方式等，帮助其明确实习目的，及时进入学习状态。

３．３　更新教学理念和方式　检验科的工作内容多以手工操作

完成，加之实习时间有限，传统的教学模式很难在短时间内使

实习生对检验、临床形成较形象、系统的认识和理解。对此，科

室可以采用设置悬念的方式，在实习带教中将带教工作融入基

础理论，将基础课和实习课以及临床课的内容纵横交错、贯穿、

衔接和结合，对具体临床现象进行思路清晰、逻辑性强的分析

和思考，做出符合实际的判断。这样的教学方法对活跃课堂气

份，强化知识的吸收，以及促进师资水平的提高是非常有用

的［３］。

３．４　严格实习考核制度　对实践技能的考核在实习过程中由

老师抽空考核。综合能力考核：检验科可设定多方面的考试题

目，如：质量、仪器、学科新动向、病例分析等，由学生随机抽题

进行考核，其间可相互讨论，查阅资料等，考核成绩附于实习鉴

定中，以期引起学生重视，增强实习效果。

实习是医学教育的最后一个环节，实习效果的好坏直接关

系到学生今后的工作能力和自身学术发展方向。作为实习带

教者的检验医生，应努力提高教学水平，不断为医疗检验战线

培养和输送优秀的检验医学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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