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钩状效应#复测结果仍为阴性*会不会是标本出错5 于是与

临床联系#当班护士正是采集该标本的当事人#说是患者自己

单独到护士站抽的血#标本肯定不会错*后与患者管床医生进

行沟通了解到#该患者是乙型肝炎急性发作#接受过抗病毒和

保肝治疗#有表面抗原阴转的可能*进一步引导学生查阅资料

发现#临床所使用某些药物$如拉米夫定%具有很强的抑制乙型

肝炎病毒复制的作用#用后可迅速降低乙型肝炎病毒的浓

度+

<

,

#低于临床的检测下限*

通过此结果的分析使学生认识到#碰到某些特殊的)矛盾

的检验结果#首先要自查#保证自己的检测结果准确无误*然

后主动与临床沟通#如实反映复查结果等情况#虚心与临床医

生讨论这种异常结果的原因#其标本采集是否有误#其结果与

临床治疗和用药情况是否相符等*确认无误后再发放报告#尽

力做到对每一份标本负责*同时#也让学生意识到作为检验从

业人员必须不断学习新的医疗知识#以更好地为临床医疗

服务*

总之#作为带教教师#需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素质#在带教

过程中不仅要教会学生基本的操作#还应鼓励学生动手和思

考#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使其成为一名合格的检验从业人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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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3坚持以人为本#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4#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者

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观的现实体现*其中!3人的科学发展4是科

学发展观内涵的核心*通常说来#人的科学发展包涵了知识)

素质)能力和兴趣爱好等各个方面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

!

实践教育在促进医学生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6$

!

$%

世纪医学人才培养的目标
!

随着基础医学和生物医

学工程等学科的不断发展#国际医学教育组织$

''U)

%于
%777

年制定的3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4$

TU)Y

%包括!$

%

%医学

执业态度)行为和伦理($

$

%医学科学基础($

<

%交流与沟通技

能($

9

%临床技能($

"

%群体健康和医疗卫生系统*

:

信息管理

能力*

;

批判性思维*以上要求较充分体现了医学教育改革

和发展的趋势#即!3知识)能力和素质协调发展4*医学生是未

来的医务工作者#职业的特殊性要求他们学习掌握较宽的专业

知识面)较强的社会)心理适应力#才能更好地为人民群众健康

服务*

$6/

!

医学职业能力发展的需要
!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

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对医疗服务和医疗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当今医学科技的发展和医学模式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
?

社会
?

心理医学模式转变#在日常医疗活动中不仅注重专业技

术的培养#维护3生物学人4的生命健康#更要顾及3社会性人4

在心理)文化)信仰等方面的需求+

%

,

*这就要求医生不仅要具

有较高的医学专业技术水平#还应掌握社会学)心理学等多方

面的知识#医学教育不仅仅是培养具有一技之长的专业人才#

更重要的是培养具备良好综合素质的复合型医学人才*高等

医学院校应立足于当今社会对医学人才的需求#加强医学生人

文素质)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教育#为社会培养综合素质更强

的医学人才*

用人单位在选留毕业生时#往往更加注重临床适应能力)

团队协作精神)敬业精神和实践应用能力等综合职业素养*医

学科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必须通过实践教学培养学生

的动手)动脑能力*高等医学院校在医学生能力结构培养上应

当以3全面4为原则*

/

!

医学实践教育的内涵

/6$

!

医学专业实践教育

/6$6$

!

医学基础实践#又称医学实验#是指医学生进行医学基

本技能操作或医学科研活动#包括!科学实验)技能操作)动物

实验)人体解剖等*通常安排在大一到大三基础理论学习阶段

进行#有助于培养和提高医学生学习的兴趣#动手)动脑能力*

/6$6/

!

临床见习#通常安排在大四#由经验丰富临床教师带

教*见习课密切联系临床实际#增强了学生的感性认识#使枯

燥的课本知识变为鲜活的实际感受#有助于医学生对基础知识

的深入理解和培养对临床相关问题的综合分析能力*

/6$6'

!

临床实习#又称毕业实习#是医学生临床思维)技能和

实际临工作能力训练的重要环节#是医学生顺利转变成为一名

合格临床医生的关键培养阶段*医学生在临床科室带教教师

或上级医生的组织和指导下#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是整个专

业知识的运用和训练#熟练基本技能和培养独立工作能力的综

合性训练*临床教学工作的水平和质量对医学人才职业素养

培养的质量起了决定性作用+

$

,

*具体培养形式有!入科教育)

教学查房)疑难病例讨论)书写病历)体格检查)开设小讲座等*

/6/

!

课外活动实践教育
!

以社团)自愿者团队为主体的校园

文化活动又被称为3第二课堂4#是培养大学生的科学精神和创

新能力#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要途径#也是全面培养和

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促进优良学风养成的重要举措*具体活动

形式有!文艺表演)科技发明)社区卫生调查)专业操作技能竞

赛)举办各种学术讲座等*有利于学生培养团队协作意识#加

快了医学生专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及社会化的进程*

/6'

!

以专业为依托的社会服务型实践教育
!

组织带领医学生

深入社区为居民开展义诊)健康咨询)宁养义工)无偿献血等爱

心活动(参加3艾滋病日4)3爱牙日4)3国医学日4等与专业知识

相关的社会服务#对巩固专业知识)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培养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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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医德医风具有重要的意义*本院在3弘扬白求恩精神#做

人民健康卫士4系列活动中#专门组织了大一)大二医学生在门

诊大楼为患者提供咨询)导诊)排队)取药及搀扶年老体弱患者

等志愿者服务活动#同学们的活动积极性很高*

/61

!

以综合素质发展为目标的实践教育
!

积极响应国家号

召#组织并鼓励广大医学生利用课余或假期积极开展专题的社

会实践和调查研究活动*组织同学们深入社会)深入社区#通

过一系列的社会实践#使他们在耳闻目睹中亲身感受和体验人

文素质在医疗服务中的重要性#提高社区工作能力#掌握处理

社区医疗服务问题的技能#从而3学会认识)学会做事)学会生

存)学会共处4#同时也进一步意识到时代发展对人才素质提出

的新要求#在实践的过程中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激发医学生的爱国主义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具体形式

有!专业实习)军政训练)社会调查)生产劳动)志愿服务)公益

劳动)科技创新)勤工助学)3六个一4工程)3红色之旅4学习参

观等*

'

!

实践教育在医学生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6$

!

从专业角度的思考
!

一方面#现代医学教育模式提倡启

发式教育#即!3以学生为主体)问题为中心4的教育方法*青年

学生具有求知欲强)接受新事物快的特点#通过临床实践教育#

提供医学生与患者直接接触或亲自动手操作的机会#调动学生

自身学习积极性#启发学生将所学到的知识运用到临床实际

中#变被动学习为主动的求知者)参与者*在医学教育中必须

克服3重问题#轻过程(重知识#轻能力(重解题#轻应用(重模

式#轻思想(重演绎#轻发现(重传授#轻感悟(重抽象#轻实践(

重智商#轻情商4#把知识当成一系列抽象的符号和孤立的结论

3传授4给体现生命价值的学生这种现象*3学会学习4对医学

生来说应是学会认识)学会做事)学会合作)学会生存)学会关

爱)学会技能)学会观察)学会探索)学会思考)学会决断)学会

创新等*

另一方面#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综合性学科#要成为

一名受患者信任#除了懂得生物医学技术外#还应该了解心理

医学)社会医学)人文医学*要具备这些能力#需要在实践教育

中学习以患者为中心的医学思想#积极实践生物
?

心理
?

社会医

学模式#从医学生涯的一开始就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

的思想#养成良好沟通技巧#注意保护患者隐私等#培养良好的

职业素养#为将来更好适应社会需要#增强职业核心竞争力打

下坚实基础*让学生不仅学会用 3一元化4的观点来解释疾

病的表现#而且学会从多角度)多层面)多方位来分析病情#养

成科学的临床思维习惯*

再次#创新是医学不断发展的动力*高等医学院校要为培

养新时期的创新医学人才营造和提供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和

条件#加大软件及硬件设施建设#比如制定让医学生尽早进入

实验室研究的基本制度和运行机制#提倡实践教学与科研课题

相结合#使医学生尽早参与科研和创新活动#充分发挥各研究

所)实验室)工程训练中心在实验教学中的作用#通过建立相应

的运行和激励机制#逐步扩大对学生的开放#尤其要吸引和鼓

励本科生进入重点实验室进行科研见习#采取切实有效措施#

努力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把培养学生创新精神贯穿到医学

教育的始终#把增强学生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医学教育的重要目

标#加大创新人才培养力度#不断推进创新能力建设和创新体

系建设*

'6/

!

从德育角度的思考
!

在对医患关系的研究中#患者对医

生的要求有两个方面!医术和医德*在医术方面患者是外行#

很难进行科学评价#患者惟一能判断的标准是医生的服务态度

与医德医风*有资料统计#由服务态度引发的医疗纠纷占
$%6

<;

#而这些问题与医生道德素质直接相关*

医学实践教育有助于培养医学生树立远大而崇高的医学

职业理想和坚定的医德信念*认知3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全心

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4的职业精神和对医务人员在道德上诚实

守信)无私奉献的理想信念(有助于医学生从感性和经验的层

面来体验生命的价值)患者的痛楚)医疗服务公平和公正的意

义*带教教师在实践教学中#应该以身示范#教导学生树立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加强培养学生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和

历史使命感*

1

!

促进医学生全面发展的战略思考及建议

16$

!

进一步完善临床技能培训中心功能配套
!

随着医学生人

数大量增多)患者的自我保护和维权意识增强)社会对医学伦

理道德的日益重视#以患者为主要学习训练对象的传统的临床

技能教学难以为继#临床技能培训中心为全面提高医学生临床

思维)临床实际操作)综合诊断治疗等技能提供良好的平台#具

有!高度仿真)病例多样性)实践随意性)可重复性)无风险)过

程可控性等优点#从而为医学生构建了综合性临床实践教学平

台#是培养合格执业医师的重要保证*技能培训中心除了拥有

完备的教学设施外#还应拥有一支专职技术员教师队伍#还可

聘请临床经验丰富的高年资医生或做专项技术指导#使培训更

加标准化)正规化*在临床技能培训中心#利用模拟人等先进

的医疗设备和仪器#辅助进行临床技能的训练#一方面解决了

实践机会减少的情况#另一方面也节约了时间#使学生在临床

实习中有针对性的弥补不足*通过医学模拟教学可对学生进

行某些专项技能的强化训练#模型仿真度高#学生可反复操

作#并允许学生犯错误#对学生掌握操作要领#提高熟练程度起

到很大作用#又不会对患者造成伤害#减少和避免了医疗纠纷

的发生*医学模拟教学符合现代医疗体制的要求#也是现代医

学教育更加人性化的体现+

<

,

*

16/

!

医学社会实践与早期临床见习相结合
!

尽早安排低年级

医学生到各级医院观摩学习#让他们在学习早期就对临床工作

的性质和医疗服务系统的现状有一定的感性认识和初步了解#

尽快进入医生的角色#增强医德意识#激发专业学习的兴趣和

热情*

16'

!

加强实习基地建设#保证充足的教育资源
!

附属医院3三

生4培训任务日益繁重#为保证实习生有更多的实践锻炼机会#

使专业知识在实践中得以巩固和提高#我们应加快实习基地建

设#以保证充足的教育资源*一个成熟的教学基地#需要在基

地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加大投入#不断提高实习基地的临床教

学能力和水平#具体措施有!派临床教学经验丰富的高年资医

生下基地做技术)教学指导#使基地临床操作技能培训标准化#

正规化(定期组织基地带教教师讲课比赛(每年选评优秀带教

教师(选派青年骨干教师外出进修)学习*

161

!

注重医学生法制观念和人文关怀理念的培养
!

随着我

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医疗行业竞争日趋激

烈#患者的法律意识日趋增强#医生必须知法懂法#不违背医学

伦理学*才能在医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随着现代医学模式

的转变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在医学实践教育中#带教教师要以

身示范#把对患者的尊重理解和人文关怀灌输到患者整个就诊

过程中#培养医学生尊重生命)体恤人性的人文情怀*实践证

明!人文关怀是提高医疗质量的重要构成部分*医学生在学习

过程中要将医学理论知识)医疗技术)人文关怀融汇于自身素

质#培育3大医必有大德#大德必有大爱4的医学人文精神与职

业素养#为社会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

!!!

$下转第
:"8

页%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7

卷第
!

期
!

Z/KUDI+HAB

!

U/J0G$#%$

!

&,H67

!

5,6!



产#排胎后要求行无痛清宫术*术前查体质量
97Q

F

#体温
<!6"

X

#心率
89

次"分#呼吸
$#

次"分#血压
%%!

"

!9-- 3

F

#无心)

肝)肺)肾病史#无药物过敏史#过往体健*经血)尿常检验)妇

科体检无手术和麻醉禁忌*禁食)禁水
!G

后给予
#6#"-

F

芬

太尼稀释成
%#-Z

静脉注射#

%-AB

后给予丙泊酚
%6"-

F

"

Q

F

#

总量
:<6"-

F

#按
$6"-

F

"

%#E

的速度静脉注射+

$

,

#无睫毛反射

后进行清宫手术#手术时间约
<-AB

#术毕
$-AB

后#患者意识

恢复*约
%-AB

后患者开始流泪#医护人员见状后给予肢体抚

触及心理安慰#但患者反而越来越激动#渐渐抽噎起来#约
%

-AB

后患者出现胸闷)气急)呼吸困难)不能言语)双手抽搐呈

鸡爪状*测血压
!8

"

9#-- 3

F

#脉搏
%%8

次"分#后经抢救呼

吸)循环恢复正常#癔症症状消失*

/

!

急救与护理

/6$

!

密切观察)准确判断病情#随时做好急救准备
!

该患者在

麻醉苏醒后有医护人员在密切观察#患者癔症性呼吸困难)血

压下降等症状得以及时发现*在工作中作者发现#麻醉苏醒后

的患者有个短暂的兴奋过程#有的会哭闹#在的会嬉笑#有的会

滔滔不绝地述说#然后又会进入轻微的抑制过程*因此在此阶

段必须要密切观察患者的神志)生命体征的变化#做好约束措

施#防止患者因躁动引起坠床等危险*此患者在癔症发作引起

病情变化时#由于抢救器械及抢救药品放在醒目的位置备用#

患者得到及时抢救#保证了生命的安全*

/6/

!

保持呼吸道通畅#有效应用抢救药品是抢救的关键
!

发

现患者出现胸闷)气急)呼吸困难后立即开放气道#头后仰托下

颌#面罩给氧#同时给予肾上腺素
%-

F

皮下注射#

";

葡萄糖注

射液
$#-Z

加地塞米松
"-

F

静脉注射后症状未见改善*继

而出现不能言语#双手抽搐呈鸡爪状#测血压
!8

"

9#-- 3

F

#

脉搏
%%8

次"分*即予
";

葡萄糖注射液
$#-Z

加
%#;

葡萄糖

酸钙
%#-Z

静脉注射#

";

葡萄糖注射液
$"#-Z

加多巴胺
$#

-

F

静脉滴注*

<#-AB

后患者呼吸及其他生命体征平稳#癔症

症状消失#无头痛头晕*

/6'

!

保留静脉通路是抢救成功的关键
!

由于无痛清宫是在空

腹状态下进行#患者在术前需禁食禁水
!G

*为防止因个体差

异引起人流综合征或低血糖的发生#术前可常规开通静脉通

道#一方面可补充能量及水分#另一方面静脉通道也是麻醉给

药后遇到意外的一条生命线#因为人在休克状态下行静脉穿刺

相当困难*该患者在危急时静脉通道的通畅保证了及时给药*

静脉通道的保留时间要根据机体的全身状况判断#应保留至患

者生命体征正常和各种感觉良好方可拔针*

/61

!

给予人性化护理#运用心理护理促进康复
!

医护人员的

涵养)言语)态度是做好心理护理的前提*人工流产的患者大

多数都有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经了解病史该患者因与男友关

系不佳决定终止妊娠#躯体不适加上精神上的无奈)抑郁)焦

虑)恐惧等多重的心理应激是术后癔症发作的基础*麻醉药丙

泊酚是镇静催眠药#大多数人同时多梦#刚醒来时的心境易受

梦境的影响(手术刚结束在麻醉清醒过程中的患者情感处于幼

稚阶段+

<

,

*对此护理人员应给予人性化护理#运用心理疏导的

方法做好心理护理*医护人员应尽量满足患者的需求#给予安

慰鼓励性的语言#与患者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是心理支持和心

理疏导的基础+

9

,

*通过询问病史#启发患者从内心深处讲述自

己的顾虑和心理需要及期望#使她正确对待恋爱)婚姻)家庭和

社会的关系#以平静的心态面对生活*通过耐心深入的交谈让

患者的不良情绪得到宣泄#排解了压力#从而使心态)情绪

稳定*

'

!

结
!!

论

无痛清宫术后麻醉清醒过程中出现呼吸困难#血压下降的

情况不多见#本例患者就是在麻醉清醒的过程中出现癔症性的

呼吸困难)血压下降等症状#发生原因是否与精神刺激或麻醉

药物引起梦境所造成的不良心境有关#还有待进一步探讨*该

患者能得到抢救成功#主要是医护人员能及时发现病情变化#

迅速施救#同时保证抢救的物品)药品放置醒目)有序#随时备

用(适当延长保留静脉通道时间是抢救的关键(做好患者的心

理护理#排解患者的压力#也是保证病情稳定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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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医学生自我教育)终身学习态度
!

医学是一门在实

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的科学#新的病种)新的诊疗技术层出不

穷#医学院校不可能培养出一名包治3百病4的医生*因此#医

学生要注重培养自我教育)终身教育的学习态度实现个人实践

能力与时俱进)可持续发展*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教育家苏格

拉底说3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4*因此带教教师在临床

实践教学过程中#要努力激发学生学习的创造活力#使学生积

极主动的投入到学习中#以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2

!

结
!!

语

医学是一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交叉融合的综合学科*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类疾病的致病因子不单是生理因素#

而是生理与心理交互作用)社会与环境因素参与的结果*现代

医学不仅要关注疾病本身#还应关注医疗活动背后还具有文

化)政治)经济)伦理等各种社会因素+

9

,

*培养综合素质较强#

合格的医学人才是医学院校最重要的社会责任#医学院校在人

才培养模式上应与时俱进#加强实践教育#注重综合素质教育#

促进医学生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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