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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高等医学教育课堂教学还存在着重视教书（专业知

识传授），轻视育人，没有使教育与教学在课堂教学中真正结合

起来。为了培养医德高尚、医技精湛的医药卫生专门人才，在

医学免疫学教学中，将医学免疫学的教育思想、教育模式、学术

思想、教学模式、教学方法等渗透在医学免疫学的教育教学活

动中。这有利于将本门课程渗透到整体医学学科的教学活动

中；有利于帮助学生树立高尚的医德、科学的医学思维、辨证的

医学观等思想；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学生学习、理解医学免疫学

专业知识，增强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１　医学免疫学的教育思想

在医学免疫学教学中遵循医学教育特点，借鉴我国知名教

育家的相关教育思想，提出了“爱患者，爱专业，实事求是，学思

结合，知行统一”的教育思想。医药卫生行业是一个“仁爱”的

职业，利用课堂加强职业教育，从身边小事培养起，将爱人类、

爱家乡、爱患者、爱专业渗透在医学免疫学的课堂教学之中，把

祖祖辈辈留下的这种凝重而纯朴的情感从他们内心深处挖掘

出来。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这是陶行知先

生教育思想的最可贵之处，在教学中把思想道德教育分解渗透

于教学活动和学生生活中去，把教学内容同专业、职业以及当

地医药卫生实际结合起来，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同时，还

特别注意教育学生正确对待实验的结果，对一些实验结果与理

论不一致的实验，组织学生认真分析讨论。教师对实验结果的

分析总结，也做到客观、科学、实事求是，从而培养学生实事求

是的科学态度和做人原则。

“学思结合，知行统一”是孔子教育教学的主要思想。作者

在医学教学中更体会到“学思结合，知行统一”的重要，所以在

教学活动中，既重视传授知识，又给学生安排一定的思考内容，

让学生带着问题学习与思考，在课堂上还设计一些问题让学生

先思考，教师根据学生的领悟程度再启发引导的内容，最后使

学生真正达到全面领会的程度。同时，还鼓励学生应用所学知

识进行临床实践。

２　医学免疫学的教育模式

“树立教师典范，传授专业知识，培养正确思想，形成科学

思维”的教育模式。在教育教学中不仅要传授专业知识，而且

要根据教学内容，潜移默化的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

界观、价值观、职业观等思想，培育学生形成科学合理的学习方

法、研究方法、工作方法。

３　医学免疫学的学术思想

医学免疫学的学术思想即“辨证免疫学”的学术思想。哲

学方法是科学方法的一种，适用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

学的最普遍方法［１］。用整体唯物、求实创新、动态发展、相互联

系和既对立又统一的思想去学习、思考、探索、研究、分析免疫

学（或医学）中的问题［２３］。如正常的细胞免疫与Ⅳ型超敏反

应，都是由Ｔ细胞介导的免疫应答，同时发生，结果不同。这

就是事物发展的两个方面，把产生对机体有利的方面叫正常的

细胞免疫，把产生对机体有害的方面叫Ⅳ型超敏反应，这就是

唯物辩证法的一分为二观点。还有正免疫与负免疫、共同抗原

与交叉反应、自身抗原等概念与现象，也可适合渗透唯物辩证

法教学，从而培养学生“辨证免疫学”的学术思想和唯物辩证法

的医学观。

４　医学免疫学的教学模式

“整合医学免疫学”的教学模式。医学免疫学各章节的内

容初看起来每一章的内容都相对独立、完整，没有一定的关联。

然而，仔细推敲，其实这些章节的内容有着密切联系，是完全可

以通过内在的联系串联起来而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鉴于此，

作者在开课之前组织设计教学模式，在此模式中，强调免疫是

机体对“自我”和“非我”的识别，并以免疫应答作为该模式的核

心，把免疫类型作为教学的出发点及归宿点［４］。有了这一模式

后，告诉学生免疫学的基础知识都是围绕这一模式展开的，让

学生一开始就了解免疫知识结构的系统性，使局部知识与整体

联系起来。

５　医学免疫学的教学方法

“师生互动，启发诱导，循序渐进，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方

法。在教学方法上，根据课程内容，合理地进行师生互动，共同

探讨学习内容，形成了“三讲”“三比”“八结合”的教学方法。即

教师讲清概念、讲明基本理论、讲透重点和难点，学生用类比

法、对比法、特比法等对学习内容进行比较，尽可能达到讲授内

容要与专业特点、已有知识、实验、现代教学手段、临床实践、现

代医学新动态、学生自学和创新、教师讲授和课堂评估等相结

合。在教学实施中，还采取“启发诱导，循序渐进”的教学方法，

即在教学时必先让学生认真思考，已经思考相当时间但还想不

通的，可以去启发他；虽经思考并已有所领会，但未能以适当的

言词表达出来的，此时可以去开导他。教师的启发是在学生思

考的基础上进行的，启发之后，应让学生再思考，获得进一步的

领会。

“教学做合一”是教育理论的教学论，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

一条主线。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医学教育更要注重

教学做的统一。因此，在教学中，注意以陶行知的“生活教育”

理论为指导思想，将有些教学活动搬入实验室进行，实施“教学

做合一”的教学过程，通过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培养学生

的免疫学学科水平和医学职业能力。

以上这些教育教学思想与教育教学模式不仅适用于医学

免疫学的教学，也对其他医学课程的教育教学活动有一定的借

鉴价值，对整个医学教育的研究有一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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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医保覆盖范围的迅速扩大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

日渐提高，患者对医疗服务质量的要求标准越来越高，维权意

识也越来越强。而国家近几年对公立医院投入的医护人员和

财力的数量远远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医患关系日趋

紧张，医疗纠纷时有发生。虽然医技辅助科室没有临床科室发

生纠纷的概率高，赔款数额也有多有少，但是也给医院的正常

工作秩序、信誉、形象、工作人员带来很大的精神压力和负面影

响。因此分析纠纷产生的原因，制定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对

于降低医疗纠纷、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有重要意义，对检验科的

管理工作也有完善作用。因此作者对本院检验科近几年来医

疗纠纷发生的原因及预防措施作了回顾性分析和探讨。

１　纠纷产生的原因

１．１　检验科工作人员

１．１．１　检验科工作人员服务不细致耐心，语气生硬，态度冷

漠。尤其是在工作量较大、候检人员较多的时候，很容易让本

来痛苦、紧张、焦虑不安的患者或其家属情绪失控，引发纠纷。

１．１．２　检验科工作人员责任心缺乏，验收标本不细心，不能及

时发现不合格标本并反馈给临床，造成检验报告不能及时发出

引起纠纷；检验项目漏检，标本弄错或丢失，导致患者必须重新

采集标本，耽误了患者的及时就诊引起纠纷；检验过程中标本

前后位置放置错误导致结果的错误，而错误的结果会引导医生

做出错误的治疗，给患者的生命安全带来极大的伤害；患者信

息录入错误也会导致患者对检验结果的不信任引起纠纷；有些

检验科工作人员不仔细审核就签发报告。

１．１．３　检验科工作人员业务不娴熟，静脉采血技术欠佳给患

者带来不必要的痛苦，尤其是给小儿患者采集静脉血时，由于

种种原因不能一次采血成功时，患儿家属也极易和采血人员发

生冲突，引起纠纷。

１．１．４　门诊检验科就医环境欠佳，空间狭小，采血高峰时段患

者非常拥挤，再加上儿童患者的哭闹声，这样的环境无疑更加

重了患者及其家属的不安和烦躁，极易引发纠纷。夜班或节假

日值班人员安排不够，造成候诊时间的延长也是引发纠纷的客

观原因。

１．１．５　仪器发生故障不能正常工作导致检验报告结果的误

差、延时，甚至造成已采标本的作废，都会引起患者的质疑、不

满，产生纠纷。

１．１．６　检验科工作人员弄虚作假，伪造报告单，给自己埋下医

疗纠纷的隐患。

１．２　临床科室

１．２．１　临床医生不熟悉检验科开展的检验项目，检验申请单

字迹潦草不易辨认、患者信息不全，导致患者找不到自己的检

验结果；有的写错检验项目或漏检项目，既浪费患者的金钱又

耽误患者的诊断和治疗；当看到检验结果与自己经验判断或临

床症状不相符时，有些医生不排查分析就怀疑检验科的工作，

引起纠纷。

１．２．２　临床采集送检的标本不合格，其中包括采集标本张冠

李戴、采集标本的时间、部位不对，采集抗凝血的比例不准确，

血气标本和血凝标本用同一个注射器抽取等，导致检验结果的

偏差、错误，引起纠纷［１］。这种情况如果发生在急诊、危重患者

身上，极易造成临床医生的误诊误治，产生严重医疗后果，甚至

危害患者生命。

１．３　患者及其家属

１．３．１　患者在采集标本时的情绪不稳定，如剧痛、恐惧、劳累

等都会引起血液细胞数量和某些酶类含量的改变；饮食不当采

集的标本影响检验结果的准确性，这些情况也常引起纠纷。

１．３．２　患者或其家属冒名顶替作一些检查，产生一些纠纷。

此情况引起的纠纷虽然少见，但是也可能怀有恶意的目的，不

能忽视。

１．４　社会

１．４．１　一些不负责任和不切实际的舆论导向加重了患者对医

院的不信任和敌视，患者带着这样的情绪就诊很容易和工作人

员发生冲突。

１．４．２　社会上存在一些职业医闹，针对患者在医疗过程中发

生的一些状况，靠打、砸、抢，严重干扰医院正常的医疗秩序，给

医院造成极坏的影响，逼医院妥协，从而达到自己从中获取巨

额财物的目的。

２　医疗纠纷的预防措施

２．１　本院专门成立了针对医疗纠纷的部门，定期组织工作人

员学习医疗法律、法规的相关知识，强化法律服务和法律防护

意识，不定期巡回监督指导各科工作，为预防医疗纠纷的发生

提供多重保障。

２．２　加强与患者的沟通，工作人员要能够换位思考，体谅患者

的不容易，主动为患者服务。有文献报道，加强与患者的沟通

是防范和解决医疗纠纷的基本要素［２］。如果遇到纠纷，首先不

要使矛盾激化，态度一定要冷静，说话语气要委婉，讲究方式方

法，客观的分析纠纷的根源，不要互相推卸责任，提出有效的解

决纠纷的办法。

２．３　 本院检验科以２０１１年９月河北省对三甲医院的复审为

契机，牢固树立保证检验质量就是保护检验科生命的观念。以

科主任为负责人，健全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并监督使之落到实

际工作中。设立标本接受登记制度、不合格标本登记制度、危

急值报告制度、报告审核双签制度、建立实验室质量管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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