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生能主动地接近医学微生物学的前沿知识#对新的病原体及

其致病性有了更多的了解)一方面使学生了解了目前临床的

真实状况%另一方面学生在整理这些资料的同时#将理论与实

践有机结合起来#并获得了实际分析问题的能力)同时组织经

验丰富的检验专家和高学历教师定期举行新理论/新技术专题

讲座#介绍一些新技术及微生物检验的一些新动态#既拓展了

学生的视野#也是对书本知识的有益补充和更新)联系临床#

把具体的实例穿插引入教学中#很有感染力和说服力#学生觉

得既生动又印象深刻#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踊跃地参与

到实验中)

/#1#/

!

见习
!

微生物学检验研究的范围很广#包括细菌学检

验/病毒检验/真菌检验/螺旋体检验和其他微生物检验#并且

与临床等多学科有联系)很多实验比如支原体和衣原体的检

验#实验室无法开展#只能通过视频来了解)因此#每学期在理

论课结束后应带领学生到相关附属/实习医院见习#访问实际

病例#观察临床表现#了解整个微生物检标本检验流程#使学生

们认识到临床检验工作的重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

要求学生利用寒暑假到当地医院见习#进一步加深认识)

/#1#'

!

实习前一周强化训练#进一步与临床接轨
!

为了迎接

实习#在学生进入临床实习前的一周时间里#将临床上常做的

与微生物学检验有关的操作技能集中起来培训#教师现场指

导#要求学生操作规范#人人过关#进行严格的实验考核和岗前

培训)这样#既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一到实习岗位就能顶岗

工作)同时可以进一步检查教学效果#为改进教学方法和提高

实验质量及时提供信息)

'

!

改革考核评价方式

长期以来#微生物学检验的考试都是采用限时闭卷笔试的

形式#且几乎是一次考试决定成绩#这就跟临床脱节#学生对实

验课程学习缺乏兴趣)既然高职院校的教学目标是培养技能

型人才#那么进行技能考核是了解学生对技能掌握情况行之有

效的方法#应实行操作独立考核#考试成绩单列)可将学生的

总评成绩分成三块!一是平时成绩$

'&\

&#包括出勤/上课纪

律/发言/作业/实验室卫生等%二是闭卷考试成绩$

'%\

&#这部

分考核学生基本理论知识#限时完成%三是实验考试成绩

$

'%\

&)实验考核不仅仅考个单个技能操作#如革兰染色法和

镜下标本的观察#这样不能反映学生的综合能力#应结合一学

期实验课的内容并根据临床拟定几个实验项目#例如!痰液和

呼吸道标本的致病菌分离与鉴定尿液标本的病原菌的分离与

鉴定%粪便的病原菌的分离与鉴定%血液标本致病菌的分离与

鉴定等)

!

?

位学生一组#采取抽签的方法进行#凭抽到的序

号取得相应的模拟标本)要求他们利用所学的知识#将致病菌

分离和鉴定出来)最后评委教师根据实验程序设计是否合理/

操作是否规范/鉴定依据是否充分/鉴定结果是否正确等几个

关键的得分点#给出实验分数)这种实验考核以模拟临床标本

为主题#以学生为中心#既能较客观地反映每个学生的实际工

作能力#有利于培养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和综合分析问题的能

力#同时也是对教学效果评价的一个客观指标)

总之#微生物学检验实验教学改革的核心是让学生全面掌

握临床微生物学的基本实验技能#贴近临床实践#以改变实验

教学模式为主线#以培养学生独立操作/独立思考/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切入点#综合优化实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考核方式#密切联系临床#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不

断提高教学质量#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培养
"!

世纪需要的医

学检验人才#使学生所学知识更好地应用于临床#在临床实习

过程中很快进入工作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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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实习是护生理论联系实际#培养独立工作能力的主要

阶段#同时也是护生向护士角色转变的过渡阶段)因此#带教

教师的行为/工作态度/专业素质/人生观/带教方法等各方面

因素都会影响护生)临床实习带教是护理教学的重要环节#其

质量直接影响着护生实习阶段的效果)本院每年担负着重庆

医药高等专科学校/重庆医科大学护校等不同层次护生的临床

实习教学任务#随着大量中专生/大专生/本科生不断进入临床

实习#对临床带教教师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如何在新形式

下做好带教工作#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兼顾教学#是每个带

教教师面临的严峻问题#现就目前临床带教中存在的问题进行

分析#提出对策)

$

!

护理带教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

!

带教教师存在的问题

$#$#$

!

传统带教
!

目前临床上多数仍采用传统被动教学的带

教模式)带教教师只是按照传统的灌注式教授法进行带教#注

重知识的灌输#使护生被动地接受知识)教师带教方法单一陈

旧#不能灵活多样/因人而异开展启发式教学/激发思维和鼓励

学生参与)被动接受知识的教学模式无疑制约了护生学习积

极性的发挥/创造能力提高和个性的发展#无法达到满意的带

教效果*

!

+

)

$#$#/

!

带教能力
!

护理专业操作性强#带教教师的示范和护

生独立操作对于提高护理操作水平都非常重要)目前临床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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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师两极分化明显#中间力量较弱#有些带教教师自己动手

能力强#但示范/传授能力欠缺#加上现在患者法律意识强#护

生在执行护士监督下发生的差错/事故#除护生要负责外#带教

教师要负法律责任#所以有些带教教师担心护生操作失误而不

放手#使护生操作机会较少#独立操作能力得不到发挥)还有

少数带教教师不注意操作规范#只凭借自己的经验和习惯#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带教质量以及在护生中的形象)

$#$#'

!

带教教师学历层次较低
!

随着护理教育的发展#实习

护生学历也由以往的中专生为主转为大多数是大专生甚至是

本科生#然而目前临床带教教师学历参差不齐#存在中专带大

专/大专带本科#甚至中专带本科的情况#带教教师知识结构有

限#不能满足护生对护理知识的高标准要求#严重影响到护生

实习的积极性)还有部分在职护理人员专业思想不稳定#都将

影响护生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从而影响带教质

量*

"

+

)

$#$#1

!

语言修养
!

临床教学与课堂教学不同#它需要更强的

互动性#鼓励护生表达自己的意见有助于了解护生#让护生感

觉到被尊重和重视)带教教师在做一项治疗或操作性强的技

术时应该告诉护生学习的内容和注意事项#保持良好的师生

互动)

$#/

!

护生方面存在的问题

$#/#$

!

工作主动性缺乏
!

现在的护生大多为独生子女#家庭

娇惯#有惰性#总体上缺乏主动/勤奋/吃苦耐劳/无私奉献的精

神)特别是中专生#年龄小#常缺乏责任心#没有社会竞争意

识#实习中往往缺乏工作热情和主动性)

$#/#/

!

安全意识/法律意识薄弱
!

社会不断进步#法律逐渐完

善#患者的自我意识日渐增强#医疗纠纷呈上升趋势)医疗纠

纷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医护人员法律意识淡薄造成的)虽然护

生在学校受到过一定的法律知识教育#但在临床上她们很难意

识到护理工作中潜在的法律问题)

$#/#'

!

语言表达能力及于患者的沟通能力欠佳
!

实习护生缺

乏社会经验和患者沟通交流的技巧#不能简单通俗地向患者做

相关知识宣教)

/

!

对
!!

策

/#$

!

在临床教学中采用多形式的教学活动
!

在临床教学中采

用按照护理程序查房/组织病案分析/疑难病例讨论/实施健康

教育等多形式的启发式教学活动*

'

+

)激发护生的学习兴趣/积

极性#培养护生从被动的-要我学习.到发现问题并寻找最佳科

学证据以解决问题的-我要学习.的主动学习的意识和能力#从

被动的灌注式学习转变为主动学习/主动思维#从而全面提高

护生的综合素质*

?

+

)

/#/

!

严格选拔带教教师
!

带教教师不仅应具有丰富的护理理

论知识/较高的技术水平#还应掌握相关的法律/社会/伦理/语

言/心理/教育等方面的知识#善于把自己的知识讲授出来#技

术展示出来)带教教师的言语能够影响护生/激发护生的学习

热情#拓展知识面#增加人文知识与社会知识)临床带教教师

应具备较高的教学技巧/扎实的知识与技能/良好的人际关系

和个性特征等)

/#'

!

提高带教教师的业务水平和带教能力
!

带教教师通过参

加函授/夜大/自考等途径获得大专/本科学历)努力掌握护理

专业的新知识/新技术/本科室高精尖仪器的操作#了解本专业

的医疗水平/相关社会人文科学知识等#不断丰富/完善自己)

组织带教教师进行带教经验交流#请授课水平高和教学经验丰

富的护士长或带教教师进行全院性学术讲座/经验介绍/将带

教体会与大家分享#提高带教教师的带教能力和语言表达

能力)

/#1

!

提高护生的沟通能力
!

刚进入医院#护生不懂如何与不

同文化背景的患者进行交流)在交往中常因语言过于简单或

不恰当而引起护患冲突#造成护生与患者的沟通困难)带教教

师要给护生做示范#还可通过角色扮演/病例分析/健康宣教等

方式提高护生与患者沟通的能力*

%

+

)

/#2

!

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

良好的师

生关系不但有利于师生之间有效的沟通和交流#而且对学生的

学习动机/情绪和学习态度产生重大影响*

$

+

)关心/爱护护生#

多鼓励/少批评#不要在护生出现错误时疾言厉色#甚至歧视护

生)在每次操作前避开患者#先将操作的具体步骤详细讲给护

生#以消除她们的紧张/恐惧心理)让护生接待患者#以消除双

方的陌生#使患者在感情上接纳护生#从而接受操作#减轻护生

的心理压力#以利于护生的操作实习)

/#)

!

提高护生的自我防护和法律意识
!

加强医护人员及护生

的自我防护水平#会降低院内感染的发生概率#可间接减轻患

者的痛苦%另一方面保持护生良好的健康状态#也有利于培养

目标的实现#促进医疗事业的发展)临床实习带教过程中带教

教师首先要主动学习法律/法规#确保护理行为安全#还应加强

护生的法律意识教育#提高执行医疗法规的自觉性)护生临床

实习前组织学习一些医疗差错事故出现的原因与处理及相关

的法律知识#将经常性的普法教育与职业道德教育和专业知识

教学相结合#使护生充分认识到护患纠纷#护理差错/事故的危

害性#努力做到防患于未然)

总之#在临床带教中做到多讲解/多示范/多提问/多鼓励#

充分调动护生的学习积极性#保证实习质量)在努力提高工作

积极性的同时#强化工作制度的落实#培养严谨的工作作风#工

作中做到放手不放眼#培养护生-以患者为中心.的思想#积极

投入到工作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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