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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为提高临床免疫学教学质量!将-基于问题的学习"

#:'

$.教学模式与传统教学模式"

':'

$和

综合讨论
#:'

教学法相结合!研究新方法在临床免疫学教学中的作用&方法
!

选取
<.

名
*..<

级医学检验系学

生!对结合综合讨论的
#:'

教学法与单纯
#:'

教学法及
':'

教学法进行对比研究!课程结束后采用统一试卷进行

考试以评价教学效果!并对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以评价学生的学习态度及学习动力&结果
!

结合综合讨论的
#:'

法

试验组理论考试成绩显著优于
#:'

组及
':'

组!

#:'

组与
':'

组考试成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前两者学生学习

态度及学习动力明显好于
':'

组&结论
!

结合综合讨论的
#:'

教学法在医学免疫学理论教学中优于单纯
#:'

法

和
':'

教学法!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推广&

#关键词$

!

教学模式#

!

传统教学法#

!

免疫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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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问题的学习$

M

F?KGEN;KH@ECGEHFJIJ

Q

#

#:'

&是近几年

兴起的一种新的教学方法#为适应当前医学模式转变的新趋

势#以及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所提出的新要求#该方法引起了医

学类院校的广泛兴趣,

);*

-

)临床免疫学和免疫检验是运用免疫

学基础理论的学习#对医学生学习其他课程及将来的职业都非

常重要)以往的研究表明#

#:'

教学法可提高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增强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提高学生理论和实验成绩#但

在临床免疫学的有些章节并不适合用
#:'

模式教学#如免疫

细胞分离技术*肿瘤免疫等,

,;/

-

)本研究采用了结合综合讨论

的
#:'

模式#对免疫学理论课教学进行探讨#并与单纯的
#:'

模式和传统教学模式$

GE%ABFE;KH@ECGEHFJIJ

Q

#

':'

&进行比较#

为探索新的教学方法提供理论和实验依据)

$

!

对象与方法

$+$

!

对象
!

本校
*..<

级检验本科
,.

人为
':'

对照组#

,.

人

为
#:'

对照组#

,.

人为结合综合讨论的
#:'

模式试验组)

$+/

!

教师及教材
!

所有学生均由具备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授

课)三个组的.临床免疫学和免疫检验/教材*教学大纲*教学

时数与目标均相同)

$+'

!

教学方法
!

':'

对照组采用教师精讲的方法)

#:'

对

照组采用
#:'

教学法的设问
_

讨论
_

总结三段式教学#主要

程序及实施步骤包括!$

)

&准备讨论提纲!在每一章节学习开始

前#教师根据学生现有水平及知识结构#以教学大纲的要求为

核心#将教学内容划分为若干小问题#配合相应的临床病例#作

为课堂讨论提纲)$

*

&学生分组预习!学生按每
/

"

-

人划分为

一学习小组#预习教材相应章节内容#并查阅参考文献#仔细思

考并讨论提纲中的问题#做好笔记)$

,

&课堂集中讨论!以问题

为基础进行讨论)各组学生推选代表发言#阐述其对提纲中若

干问题及所选临床病例的看法)在此过程中#教师主要起启发

和引导的作用#可以控制讨论的节奏#协调各组之间的关系)

$

6

&教师归纳总结#学生讨论完毕#由教师对一些共同性的问题

和争议大的疑难问题进行详细分析#总结归纳本课程的重点难

点#同时对各组的发言进行点评#指出不足之处#提出今后改进

的要求)

试验组对适合
#:'

模式教学的章节采用
#:'

教学法#而

对不适合
#:'

模式的章节#采用结合
':'

和
#:'

的综合讨论

法#方法如下!$

)

&教师对所选内容进行课堂精讲#提供学生本

章节全面的免疫学知识%$

*

&准备讨论提纲#老师根据教学内容

选择几个实验材料或病例材料提出问题)$

,

&学生课后思考*

总结#查找资料)$

6

&课堂集中讨论#各组学生推选代表发言#

阐述其对材料中若干问题的看法#理清思路#阐明原理)$

/

&老

师归纳总结!学生讨论完毕#由教师对问题进行详细分析#总结

归纳#使学生对内容有清晰的思路)

$+1

!

教学效果评价
!

实验前一天对各组学习态度*学习动力

进行测试#以消除误差)试验后对三组学生的教学效果通过知

识掌握程度*学习态度*学习动力三个方面来评价)

知识掌握程度采用书面考试进行评价#试卷由两位资深教

授出题#题型包括单选题*多选题*问答题#内容均来自所选章

节#满分为
)..

分)学习态度采用学习态度问卷评价#共
)-

题#采用李克特五点数尺度测量#学习动力也用问卷调查的方

式评价#采用
aEGGEF

在研究和实践中以
0"!1

为理论指导编

制的0教材动机性问卷1$

7J@AFB%AI?JHG4HAEFIHG4?AIOHAI?J1BF;

OE

&

#简称
7441

问卷&#共
*=

题#分数为
*=

"

),/

分#分数越高

则学习动力越高)

$+2

!

统计学分析
!

所有数据均以
LXC

表示#利用
1ABCEJAA;

AE@A

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

':'

对照组*

#:'

对照

组*结合综合讨论的
#:'

试验组在年龄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分别为
*.+U

*

*)+)

*

*.+*

周岁)在学习态度和学

习动力方面#三组差异也无显著性)试验前各组年龄*学习态

度*学习动力的比较结果)注!学习态度以李克特五点数尺度

测量#分数为
)-

"

U.

分%学习动力以
7441

问卷测量#分数为

*=

"

),/

分%数据以
LXC

表示%差异的显著性以
1ABCEJAA;AE@A

检验)

/

!

结
!!

果

以不同的教学方法试验后发现#

#:'

对照组与
':'

对照

组相比#考试成绩有所提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但学习态度和学习动力得分明显提高#

':'

对照组学习态度

和学习动力得分分别为
/.+/

分和
U.+-

分#而
#:'

对照组得

分分别为
/=+)

分和
UU+,

分%结合综合讨论的
#:'

法试验组

考试成绩与
':'

对照组和
#:'

对照组相比#均有明显提高%

学习态度和学习动力与
':'

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但与
#:'

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结合综合讨论的
#:'

法试验组理论考试成绩显著优于
#:'

组及
':'

组#

#:'

组与
':'

组考试成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而前两者学生学习态度及学习动力明显好于
':'

组)

'

!

讨
!!

论

临床免疫学作为临床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门实

践性很强的学科#在教学过程中需要充分认识到教师与学生相

互依存的关系#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这样才能达到预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U

卷第
*.

期
!

'HK4EC!GIJ

!

2%A?KEF*.))

!

W?G+U

!

9?+*.



期的教学目标)

以往的
':'

教学模式下#学生学习缺乏主动性#过分依赖

于教师的讲授#不善于利用各种学习资源#也没有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的创新精神#已逐渐显露其弊端)

#:'

教学法将以教

师为中心的学习方式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充分调动了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这种以临床问题作为激发学生学习动力#引导学

生把握学习内容的教学方法#其目的是让学生学会正确的临床

思维与推理方法#提高自学能力)本研究结果表明#

#:'

模式

和综合模式可以很好地提高学生学习态度和学习动力#充分调

动学生学习积极性#这与文献报道一致)

虽然
#:'

模式有许多优点#但在免疫学教学中仍存在一

些困难)研究表明#

#:'

模式并不能使学生考试成绩明显提

高)而在现行的中国高校教育体制中#书面考试仍是教学质量

的主要评价方法#对教师也有严格的定量监督和评估的体系#

考试成绩对学生和老师来讲都非常重要#考试成绩的提高也是

非常重要的)针对以上两点困难#我校免疫学教研室采用了

#:'

基础上结合综合讨论的教学法#该方法将
#:'

模式和

':'

模式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保留了
#:'

学生参与性高和

':'

授课知识面全#深度和广度高的优点#又避免
#:'

留下盲

点和
':'

学生参与性不高的缺点)结果表明#结合综合讨论

的
#:'

教学法在考试成绩*学习态度和学习动力方面较传统

':'

教学法都有明显改善%而考试成绩较
#:'

模式也有明显

提高)

结合综合讨论的
#:'

教学法是
#:'

模式的延伸和拓展)

在教学过程中#存在一些需要注意的方面)结合综合讨论的

#:'

法教学中教师要求非常严格#教师不但应当掌握扎实的

学科知识#具备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灵活运用知识的能

力#还要有良好的组织管理能力#要善于调动学生积极性*寓教

于乐*控制课堂节奏*有一定临床经验或研究背景等#也要具有

完整的知识结构*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及教学科研能力等)这

就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高校教师在当前教学和科研的压力下

是否能够适应还有待验证)再有教学法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

结合综合讨论的
#:'

模式目前尚无统一标准#有些学校也采

用了
#:'

联合
':'

的方式教学#即在有些特殊的章节使用该

方法#而其他章节使用传统的
':'

法)如何将两种模式有机

结合起来#需要进一步研究#以寻求一个普遍适用的标准)

总的来说#综合讨论模式不仅提高学习动力和态度#也影

响了学生的知识量#在目前的形势下#与
#:'

模式相比有一定

优势)尽管
#:'

模式结合综合讨论模式并不能解决高校教育

的所有问题#至少对高校教学质量的提高是有益的#值得进一

步研究和改革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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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性肾损伤患者血清胱抑素
!

含量测定的临床意义

吴广忠"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第八人民医院检验科
!

**-,-)

$

!!

#摘要$

!

目的
!

测定糖尿病肾损伤患者血清胱抑素
!

"

!

&

@!

$的含量并探讨其临床意义&方法
!

采用免疫比浊

法测定
/U

例糖尿病肾损伤患者的
!

&

@!

含量!同时测定
*.

例血清尿素氮%肌酐正常的糖尿病患者和
)U

例健康对照

者
!

&

@!

含量&结果
!

糖尿病肾损伤患者的
!

&

@!

含量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

!

"

.+.)

$&糖尿病肾未受损组
!

&

@!

含量高于健康对照组"

!

"

.+./

$&结论
!

血清胱抑素有助于肾小球滤过功能的评价!

!

&

@!

可能是肾衰竭患者肾小

球损害程度判断和疗效观察的一项有价值的检测指标&

#关键词$

!

糖尿病肾损伤#

!

血清胱抑素
!

#

!

尿素氮#

!

肌酐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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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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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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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原因导致的肾损害是发展为终末期肾衰竭$

81"(

&

的危险因素#而肾损害的早期发现有赖于反映肾损害敏感的标

志物)肾小球滤过率$

Q

G?NEFBGHFPIGAFHAI?JFHAE

#

Yb"

&是反映肾

小球滤过功能的重要指标#外源性物质的清除率一直被认为是

反映
Yb"

的0金标准1#但操作繁琐#测定较难#易受性别*年龄

和体表面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尤其不能满足对危急患者的即

刻检测#使其应用受到了限制,

)

-

)本研究检测
/U

例糖尿病肾

损伤患者的血清胱抑素
!

$

!

&

@AHAIJ!

#

!

&

@!

&含量#以探讨其临

床应用价值#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U

例糖尿病肾损伤患者为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本院确诊的住院患者#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U

"

=/

岁)

*.

例血清尿素氮*肌酐正常的糖尿病患者为
*.).

年
6

月至
*.))

年
*

月本院确诊的住院患者#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健康对照组
)U

例#选自本院体检健康者#

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

$+/

!

试剂与方法
!

!

&

@!

检测试剂为浙江伊利康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出品#采用乳胶颗粒增强免疫比浊法$

#8>70

&测定)使

用德国
'09(2\

的校准品和质控品#采用日立
=.U.

全自动

生化分析仪进行测定)受检者静脉采血
,N'

#温室待凝#

*D

内分离血清进行检测)

$+'

!

统计学方法
!

结果用
LXC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检验#

!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U

卷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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