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记录实习内容和学习情况#每星期进行一次总结#写下实习

心得体会,不足之处以及努力目标+教师进行检查并签字#随

时了解学生的学习进度,兴趣优势,存在的问题和需要改进的

弱项#更有针对性地进行肿瘤学专业理论知识和临床技能操作

的辅导+教师也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在课余时间根据学生感

兴趣的方面介绍国内外新近的科研动态,科研进展,新技术,新

方法,新观点和新疗法#并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科研意识和临

床创新思维+这样的形式还有助于加深师生的沟通#建立师生

之间深厚的感情+

2

!

建立综合评价考核制度

考试是全面检验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方式+以往

考试形式单一#不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而且容易出现高

分低能的现象+

在学生实习期间#强化临床基本技能操作考核#并且作为

实习前的关卡之一#若临床基本技能考核不合格#需重新进行

培训和考核+考试内容涵盖课程的理论知识,基本技能和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提出问题的综合能力和综合素质等方面+理

论知识考核中#增加实际病例分析试题的比例#可有效地考查

出学生临床思维和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还注重培养学生的

科研意识和兴趣)

!

*

#将学生参与实验,科研课题,发表论文情况

及科研竞赛成果量化成平时成绩#按照一定比例计入学生总成

绩#使学生对临床实践的意义有一个较为清醒的认识#从而转

变观念#自觉地把基础知识与临床知识相互结合#加强实践操

作#更好的学习肿瘤学课程+

%#

世纪对于医学人才培养的要求是培养知识面广,基础

扎实,能力强,素质高的全面人才+要求医务工作者不仅医术

精湛#还应具有全面的素质+只有深化教学改革#应用创新型

教学模式#才能在新的社会背景下迎接新的挑战#培养出一批

适应现代医学飞速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创新型肿瘤学科的医学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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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教学是高校整个教学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人

才教学实践中一个重要环节#它和课堂理论教学具有同等的重

要意义)

#

*

+寄生虫检验是检验专业的重要专业课#学好这门课

对检验专业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为后继

专业课学习打好基础)

%

*

+传统的寄生虫实验教学中多采取指

导教师先讲解本节实验观察内容#随后让学生在实验室里观察

虫卵和虫体,宿主等大体标本模式+标本多数为模拟标本#缺

乏标本的真实性#加之实验课受学时所限#虫卵的形态观察不

足#许多学生对实验兴趣不高#有的走马观花#尽管有的学生能

认真观察和操作#但由于同类寄生虫虫卵之间的形态相似#虫

体形态因生活史不同表现出多样性#导致学生对所学的虫卵,

虫体形态记忆模糊不清或混淆#学习效果不理想+并且以往实

验报告的形式主要为绘图#要求学生所绘寄生虫形态正确#比

例合适#色彩真实#标注规范并画面清晰整洁就可#所以个别学

生实验报告绘图按书上图片或同学作业绘制#学习兴趣不高+

针对这种情况#同时为了拓展本院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内容#创

新实践形式#对部分寄生虫实验教学进行了改革#在
%$$!

!

%$$"

级
?

个年级级医学检验本科#

%$$?

,

%$$>

级医学检验专科

学生中进行的寄生虫实验教学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做法+

$

!

方
!!

法

对
%$$!

级本科生及
%$$?

级专科生中采取自愿报名参加

社会实践的形成#有
>%U

的学生愿意参与(

%$$?

!

%$$8

级本科

生及
%$$>

级专科生社会实践时也采取自愿报名#学生报名参

与率达
#$$U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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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学龄前儿童蛲虫感染情况调查和虫卵标本采集+实

践出发前要求学生查找收集蛲虫虫卵,成虫等形态特征,预防

措施,治疗原则等#要求学生熟记在心+分别在固原县六盘山

镇,银川西夏区金波小区,银川华西村,银川解放军第五幼儿园

开展活动#实验方法采用透明胶纸法+取材后把标本片带回学

校实验室由指导教师指导学生在显微镜下观察标本寻找虫卵#

记录每位儿童的检查结果+虫卵检查完毕#各实践组将检查结

果以电子版形式反馈给村委会或幼儿园转交给家长+

$L/

!

进行儿童蛔虫感染情况调查和虫卵标本采集+在固原县

六盘山镇,银川华西村开展活动#实验方法采用饱和盐水漂浮

法及直接涂片法+在显微镜下观察,记录检测结果#将检测结

果及时地公布#并对感染者给予指导和帮助+

$L'

!

进行青少年面部螨虫感染普查+青少年学生正处在特别

爱美的年龄段#开展0关爱健康#关注青春1的青少年面部螨虫

感染普查#这是贴近学生生活的实验+在宁夏医科大学,银川

十二中开展活动#实验方法采用透明胶纸法#采到样本后标注

姓名及部位#由检验学生带回实验室#在光学显微镜下检查并

记录结果+

三项尝试实验后均由指导教师及学生对本次教学活动进

行讨论,小结#学生需结合专业实验书写实践报告+通过将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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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虫检验实验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该

门课程的积极性+

/

!

讨论和体会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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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虫实验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尝试#受到了学校

院系领导,教研室教师,辅导员,实践基地及社区领导和幼儿园

教师及家长的重视#学生的积极合作#均是确保教学活动顺利

进行的重要条件+教学活动是一项严谨的工作#将教学活动与

社会实践相结合#就要求指导教师和辅导员必须组织学生精心

设计和做好实验前的准备工作#制订实施方案#与实践基地或

社区取得联系#做好安排,指导采样,准备实验设备等#确保检

验结果的准确性#只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才能确保教学活动的

开展+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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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生实践准备的过程中强化对寄生虫及寄生虫病的认

识#避免总是教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模式+现在将部分实验由学

校实验室课堂转入社会课堂#由教师讲为主体改为学生设计,

动手实践为主体#所以学生实验时都非常认真#虫卵,成虫的形

态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了明确的诊断#又进一步对该

病的预防和治疗展开积极的讨论及小结#在实践中加深对寄生

虫及寄生虫病的认识与记忆#此实验的开展取得很好的实验教

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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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了学生学习寄生虫检验课程的积极性+通常在寄生

虫学实验过程中学生只是观察显微镜下虫卵,切片和大体标

本#简单地印证理论课知识+刚开始由于新鲜好奇还认真完成

实验#几次实验过后#就能明显看出有的同学不认真,应付#不

利于培养学生对本课程的兴趣+另外整个实验过程中教师占

绝对的主导地位#学生基本完全按照教师的意图进行实验#这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学生学习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

/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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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社会实践教学采集寄生虫学实验教学标本#为实验

教学积累了标本#丰富了实验课内容#材料新鲜#因材施教#实

验针对性强#学生参加标本的采集,处理和制作#增强了学生的

感性认识#培养了学生的实验操作技能#减少了实验经费的

开支+

/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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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炼了学生语言表达及文字表述能力+实践中需要学生

与家长,幼儿园教师,儿童,青少年等不同群体人员交流#提供

了锻炼学生勇于在众人面前讲话#展示自我价值的能力#使学

生能将所学内容传与他人#巩固课堂知识#加深印象#并鼓励学

生在讨论中有勇气,流利地表达个人想法+同时通过将绘制实

验报告改为书写社会实践报告#学生不仅要对实验观察结果进

行绘图#还要对此次参与设计,前期准备,实施操作,检验报告,

指导治疗等学习环节进行描述#加强学生的文字表述能力+在

实践报告中评选出优秀的社会实践报告予以加分及奖励+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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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医学检验专业的医

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尤为重要#科学,严谨的态度是获得实验

成功基本保证+实践中实验现象与记录,实验数据的取得每个

小组是不同的#学生必须真实,正确地反映形态学绘图及检验

结果+实验与实践的结合既能培养学生严肃的科学工作态度#

又能进一步增强他们的实际操作能力+实验中学生在教师的

指导下独立地获取知识与实验技能#看教师示范后不是单纯简

单照搬#而是手和脑,知识和能力,经验和创造获得共同的集

合#充分体现了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这样#不

仅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而且培养了学生综合运

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也培养了他们实事求

是,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和团结协作的优良品质#提高了学生

服务社会的综合能力+

'

!

结
!!

论

实验教学的目标是树立以学生为本#知识传授,能力培养,

素质提高协调发展的教育理念+通过将寄生虫检验实验课程

部分内容与学生社会实践相结合+通过实践使学生加深理论

学习#增强了印象#为使他们以后从事临床检验工作#在对疾病

的诊断上拓宽思路+寄生虫检验这种实验教学尝试对于其他

医学专业学生基础寄生虫学及其他形态学课程也应该具有一

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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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主要与肝硬化病理生理改变有关#任何不同病因的肝硬化患

者#因大都存在门静脉高压#血液回流受阻#内分泌紊乱#腹膜

间皮细胞生成增加#致
'/#%>

明显升高+与绝大多数肿瘤标

志物一样#

'/#%>

不具有组织和肿瘤的特异性#因此#在一些

非恶性肿瘤的疾病中#如肝硬化患者#其值可以升高#且和病情

程度呈正相关#在肝硬化失代偿期可达到非常显著的水平#可

以作为肝功能损害的指标之一#也可以用以判断肝硬化的疗效

和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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