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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测定等(&

$

'加强实验室建设#克服开设试验以终点法为

主#使用仪器主要为分光光度计的局限做法#多开设一些应用

不同仪器设备+不同方法的试验#自动化分析教学中采取参观

见学的方式增加感性认识(&

#

'重视学生的试验前预习#改变试

验中过分依赖试验指导#按步骤加试剂+看结果的习惯#使之弄

清试验原理#明确各种试剂在试验中的作用#找出关键点#为分

析试验中出现的问题奠定基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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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临床基础检验学4是医学检验专业的一门主干课程#它既

是一门理论性学科#又是一门应用性强的实践性学科#实验学

时占整门课程的
+%.

#上好实验课可培养学生的实验操作能

力#并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提高教学质量#便于学生日

后尽快适应实习和工作的需要)通过一段时间的3临床基础检

验学4的实验教学实践#本人总结了如何从包括教师+学生和实

验器材
$

方面着手提高教学质量的一些体会1

"

2

)

B

!

教师方面

B,B

!

课前准备要充分)课前准备是根据教学内容#设计教学

方案#即学习目的+内容+教学方法+手段+组织形式等#具体应

根据学生上相关理论课的进度而精心设计#充分准备)做好课

前准备要求不但要对课程内容十分熟悉#还要及时了解临床基

础检验的新进展#因为检验发展的速度很快#教师只有不断更

新知识#才能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更好地完成实验课的带教)

B,C

!

课堂教学

B,C,B

!

教师需有良好的教态#在教学过程中运用流畅的语言+

适当的语速和语调+丰富的表情和姿势等吸引学生对讲授内容

的注意#加强对讲授内容的理解和记忆#增加学生学习兴趣#提

高学习质量)

B,C,C

!

板书需简洁和有条理#使学生对实验课的内容一目了

然)例如对于原理的板书#用简洁的反应式+画图表示或写出

关键的字眼#可避免累赘的描述#同时又能引导学生的思考)

例如在血型鉴定的教学中#实验内容有
;_1

血型鉴定和
:M

血型鉴定两项#在黑板板书上#作者在
;_1

血型鉴定原理后

写上
2

L

O

#在
:M

血型鉴定原理后写上
2

L

`

#然后让学生思考

2

L

O

与
2

L

`

和相应抗原在盐水介质中能否凝集#进而明白这次

实验课上两种在操作上差不多的血型鉴定在原理上的本质不

同)

B,C,D

!

实验课讲授重点在于操作)实验课关键是让学生掌握

操作#教师除教授课本上的操作注意事项外#还可把自己在日

常工作中的经验介绍给学生)例如在教授用毛细吸管采血时#

书上没有详细描述#作者则按自己的经验教同学可用两种方

法!第
"

种可先用吸头套在吸管上#再用手轻轻捏住吸头采血(

第
8

种可先直接用吸管接触血液#让血液在虹吸和重力作用下

流到适当刻度时#再往吸管上套上吸头#接着再释放血液)对

于初学者#用第
"

种方法比较难掌握#用力不当就会使血吸到

吸头内)作者要求学生们对这两种方法都进行尝试+比较)学

生们对于这一书本上没有的知识特别感兴趣#操作的积极性加

强了#教学的效果就更好了)

B,C,K

!

实验课上教师要加强巡堂#主动分批分组进行示教)

对于学生不正确的操作及时纠正#对于动手能力弱的学生要多

关心#耐心教导)

B,C,N

!

对学生的提问要作引导式回答)例如在教授白细胞

&

U_R

'分类的实验课上#作者先在黑板上归纳出一个外周血

液中
+

种成熟
U_R

在形态特征上比较的表#要求学生对一个

细胞必须从其大小+核浆比例+核形状+胞浆及其内含颗粒的不

同等方面综合判断)在实验中若有学生询问镜下所见为何种

细胞时#教师先不马上给予答复#而是要求学生对细胞形态特

征进行描述#引导学生对照黑板上的表去对这个细胞进行判

断#从而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

B,C,O

!

下课前作简短总结#提醒学生在操作中避免一些常见

的错误)

B,C,T

!

课后认真批改学生的实验报告)老师批改实验报告可

检查学生对这次实验的掌握情况)例如在
K̂

测定的实验课

上本院所用的是氰化高铁血红蛋白测定法#用的试剂是稀释试

剂&

5̂R(

'转化液)而有些学生在实验报告上写的试剂就照抄

实验课本上的内容#把
5̂R(

标准液比色法测定中所用
5̂R(

标准液也写上#作者通过改作业就了解这部分学生对本次实验

的方法还未掌握#在下次实验上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强调)

B,C,X

!

加强提问和操作测验)诚然#测验和考试都不是教学

的最终目标#但教师可通过提问和测验的这种手段#去约束和

加强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使学习质量提高)

B,C,Y

!

多征询学生教学的意见#及时反馈信息)教师可从学

生学习情况和学生对教师教学的评定中总结经验+改进方法+

提高教学质量)

C

!

学生方面

C,B

!

端正学习态度#加强基本功训练)临床检检验实验课最

早几堂课的内容是需要用显微镜去进行
:_R

+

U_R

和
I*'

的

计数#学生对于这几个实验觉得特别的费神+辛苦+不耐烦#认

为在当今拥有很多先进仪器的检验科工作#还要进行这些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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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操作是很不可思议的事)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对学生强调

先进的仪器并不能完全代替手工操作#很多情况下最终还要通

过手工操作去进行确证试验#让学生知道加强基本功训练的必

要性+重要性#在实验课中积极动手)

C,C

!

认真完成实验报告)有些同学认为正规地完成
"

份实验

报告是很花时间的#而且对于原理+临床意义等内容只是按书

上照抄一遍#没有很大的意义)对于这部分同学#教师需要强

调正规书写实验报告是实验内容的一部分#学生通过写实验报

告可对实验内容进行回顾#相当于进行了一遍复习#而教师更

可从报告中及时发现学生在学习中存在的问题)

D

!

实验器材方面

D,B

!

改善器材质量)临床检验实验课常需使用显微镜#而目

前学生使用的显微镜质量较差#学生在用牛鲍氏计数板数细胞

的实验时为能调整到清晰视野需花很多时间#这一方面使学生

的学习兴趣下降#另一方面使实验操作的重点+难点从镜下计

数转移为显微镜的使用)另外由于教学资金不足致教学欠缺

临床自动化仪器的展示#造成教学与临床有一定的脱节)

D,C

!

增加实验课多媒体教学设备)目前临床检验课程的理论

课已普及了多媒体教学#但实验课因条件限制一直没有利用多

媒体教学的优势)若增加实验室多媒体设备#加强实验课多媒

体教学#将带来下列预期效果!&

"

'可作更多的形态学示教)因

为很多示教标本&例如大便中的虫卵#

U_R

+

:_R

的病理形态

等'现在在临床上并不多见#本院目前都是用示教片摆在镜下

让学生观察#而示教片数量有限且陈旧#多有褪色和形态不清

的情况出现)如有多媒体教学#可放映大量图片给学生观看#

使学生有更多直观认识#便于理解和记忆)&

8

'可提高实验操

作示教效率)对于实验操作#现在是
8

位老师分别给同学进行

分批分组示教)这样做很花时间#而且不同老师的操作手法和

习惯又可能有所差异#如果制作规范的实验操作多媒体#就可

以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近年随着互联网宽带技术的发展#大容量的动态影像及声

音文件通过互联网传送成为可能#制作多媒体课件亦成为趋

势)若创建针对临床实际的医学检验专业实验操作多媒体课

件辅助教学#将给实验教学带来较大及有益的改变)本院教研

室正准备制作网络版的课件#让学生可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利用该课件进行预习和复习#便于学生的自主学习)该课件能

随检验项目和仪器的更新而不断改进#学生通过该课件的学习

将有利于视野的拓宽#这是传统教学所无法比拟的)将来随实

验课教学手段的进一步丰富#相信本院的教学质量必会更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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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血医学是一门古老而又新兴的学科#自从
"3%%

年

*B7D6?>57>@

发现
;_1

血型系统#

"3"&

年
:<=6

等创立血液保

养液以来#使输血成为临床治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体

现在外伤大失血&如战争+车祸伤'+产后大出血+手术出血等抢

救过程中)这门学科是集中运用医学和技术手段研究血液及

其成分&包括生物技术制品'如何完全有效地输给患者#使患者

受益的一门综合性学科)近年来随着临床医学+生物化学+免

疫学+遗传学+病毒学+低温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

等学科的深入发展#使输血成为一门多学科交叉的新兴学科)

当代输血医学的发展日新月异#并显示出和临床多学科+多环

节息息相关#和生物技术的发展紧密联系等一系列特点#加之

输血医学理论具有相对独立性#名词新颖#概念繁多#内容比较

深奥抽象#学生初次接触时#觉得学习较为困难)因此#如何适

应当代输血医学发展的时代要求#针对输血医学知识体系的特

点#有效提高输血医学教学质量#成为输血医学教学的关键)

两年来#本院在输血医学教学中#注重加强教学改革#对学生在

知识+能力和素质
$

方面进行培养#收到良好效果#现报道

如下)

B

!

优化输血医学理论课教学内容%培养学生的主动学习能力

输血医学理论具有相对独立性#内容比较抽象#新理论+新

知识+新技术较多#在教学上存在重点不突出#难点讲不透#学

生的印象模糊不清#结果事倍功半#事与愿违)因此#在教学中

必须从分析知识的内在联系和教材内容的前后联系出发#把握

教学重点#找出难点和关键)并对知识结构进行重新优化组

合#使之成为能为学生接受的知识框架#例如免疫应答是基础

输血医学3免疫血清学4的核心内容#以往学生反映本章理论深

奥#难以掌握#为此本院在教学时#将每一种应答的基本内容设

计为图表进行归纳#把繁杂的文字叙述提炼为知识点串联起来

的框架#提供给学生最简单+最有效的知识)例如在学习新鲜

冷冻血浆的输注中#让同学们死死抓住新鲜冷冻血浆中因含有

血液中的几乎所有凝血因子这一条 #从而理解为什么用它来

治疗肝衰竭引起的出血可达到良好的效果)因为肝脏是合成

凝血因子的器官#当肝功能障碍时#凝血因子的减少可导致出

血)冷沉淀是一种主要含第
2

因子的成分#用于治疗因
2

因子

缺乏的甲型血友病可取得良好疗效#而不能用于乙型或丙型血

友病的治疗)同学们理解了这一点#就掌握了本节的重点)

C

!

改革输血医学理论课教授方法%注重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

C,B

!

运用启发式教学#提高学生学习兴趣1

"

2

!

输血医学概念

多+抽象+不易理解#如果教学方法不当#很容易使学生产生疲

劳感)兴趣是最好的教师)本院在带教过程中应始终坚持这

一原则#通过系统讲解输血医学发展简史#同时结合生命科学

某些重大的进展对输血的影响等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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