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直观地通过电脑屏幕观看反应进程#增进学生的理解#使教学

更加生动*

/12

!

更加安全
!

生物安全和化学试剂安全问题一直是医院和

学校的重点#如何在实验过程中保证操作人员的安全一直是广

大医务工作者努力的目标*以前采用手工操作配置试剂时会

用到很多危险药品#以血清碱性磷酸酶测定为例#手工法磷酸

苯二钠比色法测血清碱性磷酸酶在试剂配置过程中用到铁氰

化钾和苯酚等#均属于危险化学药品#对操作人员会造成一定

程度的危害*而采用半自动生化分析以后#学生直接用试剂盒

中的工作液#无需配置试剂#这样大大减低了对操作者的危害*

'

!

教学中半自动生化分析仪应用的实际效果

在生化实验教学中#多数实验采用半自动生化仪完成#在

手工加试剂的过程中#吸量管)加样器)水浴箱等的正确使用使

学生得到充分的锻炼#同时在上机过程中也了解了仪器参数的

设置)具体的操作步骤)工作原理)仪器各部件也了解了如何运

转*这样既锻炼了学生的手工操作能力#掌握了基本的手工操

作技能#又使学生对反应过程)仪器的使用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和认识#对今后的就业起到良好的帮扶作用*

现今医学科技水平不断发展#医技科室的自动化水平不断

提高#本校作为教学单位#如何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培养出高

素质的人才#需要不断转换思维模式#探讨新的教学方法#在生

化教学中#要充分利用和发挥半自动生化分析仪的作用#既使

学生掌握扎实的操作技能#也增进了学生对仪器的了解#也增

强了学生的就业能力和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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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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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V

%#即以

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是基于现实世界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

育方式#

#7%7

年由美国神经病学教授
PAEE:D(

在加拿大的麦

克马斯特大学首创+

#

,

#是适合创新人才培养的较好的教学模式

之一#西方国家应用此教学模式已近半个世纪#取得了良好的

教学效果*目前该教学模式已成为国际上较流行的一种教学

方法*在
+PV

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仅单纯地传授知识#同

时也要成为学生的引路人和激励者#它把学生置于混乱)结构

不良的情境中#并让学生成为该情景的主人#让学生自己去分

析问题#学习解决该问题所需的知识#一步一步地解决问题*

教师把实际生活问题作为教学材料#采用提问的方式#不断地

激发学生去思考)探索#最终解决问题#这更有利于教师和学生

双方面能力的提高*

本校自
&$$9

年开始培养检验医学专业本科生#一直采取

检验医学系和检验医学科.科系合一/的管理模式#分为临床检

验基础)临床血液学检验)临床生物化学检验)临床免疫学检

验)临床微生物学检验共
"

个分支*其中临床微生物学检验教

研室的教员均由硕士以上学历及中级职称人员共
6

人组成#在

教学中适时采用
+PV

教学模式*

+PV

教学法因其强调自主学

习和运用知识及技能的能力培养#因而在医学检验教学中引入

该法具有很大的优势#是体现这一教育理念和目标的有效手段

之一#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存在着很大的空间去探索
+PV

教

学的方法和思路*现就几点经验与思考总结如下*

$

!

遵循临床微生物学检验课程特点+合理设置
+PV

课程+优

化教学模式

+PV

基本教学过程是!提出问题
/

建立假设
/

收集资料

/

论证假设
/

小组总结+

&

,五个阶段*作者结合临床微生物学

检验课的实际情况来设置
+PV

课程*在学生学习了总论之

后#再对细菌学)真菌学)病毒学各论的内容进行讨论#这时学

生对医学微生物学课程整体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有了一定思

维方向#查阅文献或讨论时才会有方向*核心是学生#学生必

须担负起学习的责任#以综合课程代替以学科为基础的课程#

以重能力培养代替重知识传授#以小组讨论和教师指导式教学

方法代替传统的课堂讲授#充分发挥
+PV

教学的优势#让学生

自主学习取得最大的效果*

首先#将案例和自学提纲提前一周发给学生#学生按
%

!

S

人组成共分成
6

个小组#对所给案例进行分析讨论+

9

,

*自学提

纲可以指导学生有目的地学习#学习资源来源于教学网站)图

书馆)其他网络资源等#各种学习途径的收集和处理可以用于

解决问题的资料#根据案例后面的问题制作讲课多媒体课件#

此过程教师要参与其中进行引导和指导*例如#在一次
+PV

教学中给出一个有关肠杆菌科细菌生长特点及各种培养基细

菌培养特色的案例#在自学提纲中教师会给出问题#.变形杆菌

在血平板上有迁徙生长现象#为什么在肠道选择性培养基上就

可以抑制迁徙生长呢2/请大家结合肠杆菌科各类细菌的特点

对此问题查阅资料#下周小组内统一讨论意见#然后在课堂上

进行讨论*一周之后在理论课堂上#教师指定或学生推荐一名

学生上讲台对案例后设置的问题进行讲解#讲解完毕后小组内

学生补充#其他组学生若有不同意见或疑问则提出*有同学查

阅出#人民卫生出版社刘锡光主编的0现代诊断微生物学1中

.若在琼脂中加入了十二烷基硫酸钠一类的抑制物质#变形杆

菌不会出现蔓延生长#而形成圆形的菌落/*还有同学检索出#

人民卫生出版社李影林主编的0临床微生物及检验1中.这种迁

徙生长可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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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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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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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琼脂)同型抗血清或胆盐所抑

制/*.

OO

为强选择性培养基#其成分除了有必需的胨)牛肉膏

等氮)碳源外#其他则为选择性抑制剂和缓冲剂*如柠檬酸钠)

胆盐)硫代硫酸钠的协同作用及煌绿共同来抑制肠道非病原性

细菌及部分大肠杆菌的生长/*还有同学查阅外文文献并翻译

出结论认为#.变形杆菌在培养基迁徙生长过程中#微观上出现

菌体长度)鞭毛数量)细菌密度等周期性变化#宏观上出现水波

样的环状运动#这是环境)鞭毛)细胞间信号传递和细菌密度等

多因素联合作用的结果/*全班
6

个小组都把各自小组对本案

例的认识以
++.

的形式进行发言#然后小组间进行讨论)提

问)辩论#发挥了学生的学习热情#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充

分调动了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同学之间互相启发#拓宽

思路#增强了记忆#巩固了知识#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思维能力)分析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团队合作能力以及获取和

评价)传播信息的能力#这些将对今后开展临床工作和科学研

究等打下良好基础*在讨论过程中#教师要适时引导#例如部

分学生参与热情不高#教师就须积极调动*比如让较为安静的

学生上来回答问题#或者协助回答问题(若学生争论的问题过

偏#教师则要适时给出解释*全部问题讨论完毕后由教师进行

小结#将有关本案例的结论进行总结陈词#及时纠正讨论过程

中出现的知识缺陷*同时对此次教学效果进行评价总结*

/

!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促进教师专业水平和教学组织能力的

提高

教师的工作态度)能力和水平可影响及决定学生临床思维

培养的速度和程度+

8

,

#在实施
+PV

教学法的过程中#学生们提

出的问题以及他们广泛收集资料后回答问题的水平很多时候

超出了教师的思维范围和知识面*因此#在
+PV

教学中#不仅

要求教师扎实地掌握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更要求教

师应注重各方面知识的积累#跟上知识)理论)技术更新的步

伐#提高自身素质+

"

,

*为此#本系作了一系列的改革!$

#

%教学

人员由具备讲师以上职称的专科医师"主管技师以上职称人员

担任*$

&

%对每一次新课要求年轻教师试讲及考核#

+PV

教学

前进行本专业教师集体备课#大家共同学习提高*$

9

%所有具

备任课资格的教师每周要有一晚到临床值班#将临床与教学紧

密结合#紧跟检验与临床发展动态*$

8

%每学年定期举办教师

中)英文教学比武大会#加强教学队伍建设#形成一支凝聚力

强)战斗力旺盛的年轻师资力量*$

"

%寒暑假期间#所有微生物

任课教师在临床微生物室正常开展临床微生物检验工作#随同

临床值班人员一起接受临床严格标准操作程序训练*这些年

在不断学习)不断提高的过程中#教师的知识结构得到了由量

变到质变的飞跃*

通过近
%

年
+PV

在临床微生物学检验教学中的实践与探

索#本临床微生物检验教研室确实在教师队伍建设)教学方法

改进)教材建设)教学管理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经验#获得了师生

一致好评*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如传统教育观念转变需要一

定时日#学生自身能力不足#学生个体水平良莠不齐#教学硬件

条件与经费不足#有效评价体系+

%

,尚未建立等一系列问题还有

待于进一步努力改进和优化#尚需将传统教育方式与
+PV

教

学模式合理融合#相互借鉴#开辟一种适合本系微生物检验教

育的新模式#并将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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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实验室管理的不断规范化#积极开展室内质量控制和

参加不同层次的室间质评已成为每一个实验室的常规工作内

容*在此过程中#分析前和分析中因技术操作因素引起的各种

误差已得到较大限度地控制*但是在基层医院的日常工作中#

非技术因素在分析后质量控制中引起的各种误差还在一定程

度上存在#现将几种常见的非技术因素对分析后质量控制的影

响及对策分述如下*

$

!

常见非技术因素

$1$

!

对于科室岗位设置的认识存在偏差
!

认为门诊检验工作

不如住院部重要#只相当于过筛试验#没有必要投入过多热情

和耐心#反正有住院部把关*具体表现有!明明发现白细胞分

类直方图有问题#也不做染色涂片#认为血液病患者反正要住

院#天塌下来有住院部工作人员顶着*还有一种认识偏差是#

认为临检室工作太简单而不具挑战性#干得再好也没有成就

感#工作消极应付*平时来了比较少见的乳糜尿标本和白陶土

样大便标本也视而不见#造成漏检*

$1/

!

双签名制度流于形式
!

审核者或核对者根本没有进行结

果的审核或核对#以至于检验项目的漏检或错检不能及时发

现*如生化血脂
%

项只测了
8

项)小便妊娠试验做成了小便常

规等*

$1'

!

在室内质控在控的情况下#过分依赖仪器设备#对结果不

做临床分析#冒险发报告
!

例如某腹泻患者电解质检测钾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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