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够在实际操作中实施人文关怀、沟通交流和健康教育。能够在

治疗处置的同时观察、询问病情变化并及时报告医生、及时处

理并做好相关记录。自觉遵守各项操作规程和规范。

３．４　核心制度考核标准　掌握核心制度，如查对制度、分级护

理制度、交接班制度等，并能够在护理操作中合理应用。

３．５　操作考核标准　１～３个月掌握小儿雾化、药物保留灌

肠、氧气吸入、肌肉注射、皮试相关理论及操作技能。４～６个

月掌握头皮静脉输液、股动脉、股静脉采血、暖箱、输液泵、心电

监护仪的操作流程和使用与保养等。７～１２个月掌握小儿洗

胃、吸痰、小儿心肺复苏、气管插管的护理。

４　结　　果

２０名护士有１６名取得大专学历，４名取得本科学历，１名

在县级比赛中荣获一等奖，２名被评为区卫生局先进个人，２

名成为医院护理骨干。２名被选送到上级医院进修培训取得

儿童重症监护病房专科护士证书。

５　结　　论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低年资护士培训关系到医院

对护士的吸引力、医院护理队伍建设和医院护理质量，需要医院

管理者、各级护理管理者和所有骨干护士积极努力思考及参

与［４］。管理者应根据新护士的具体情况和本医院、本科室的实

际情况，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护士规范化培训，逐步把

新护士培养成为一个合格的专业护士，迈好职业生涯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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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检验是一门要求动手能力很强的专业，在学好理论知

识的同时，要求学生必须掌握好各种实验技能。但在实验教学

中由于受实验学时的限制、实验项目一般不进行重复、重视基

本项目操作而脱离临床实践训练、缺少自动化仪器操作练习等

情况，导致在实验教学中学生不能熟练掌握各种基本操作技

能、不能熟悉临床实践操作，更谈不上具备创新能力、科学思

维、科研能力的创新性医学检验人才。面对存在的各种问题，

本学院医学技术系探讨了开放实验室的教学模式，并取得了较

好的教学效果。作者通过分析开放实验室的具体情况，探讨开

放实验室在医学检验实验教学中的作用及不足，并结合自己的

教学体会提出相应的建议。

１　开放实验室的措施

实践教学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培养

学生基本技能、实践能力、创新精神的有效途径［１］。为了培养

具备创新能力、科学思维、科研能力的创新性医学检验人才，面

对医学检验实验教学中上述所说的局限和不足，本系对医学检

验专业学生开展了形式多样、不拘一格的实验室开放。

１．１　实验项目上开放　针对一些要求熟练掌握的基本操作技

能，但在实验教学上因实验时间限制，学生不可能完全掌握的

技能，例如临床检验基础中的采血、吸血、推片、血细胞形态等，

本系实验室在开放时不限制实验项目，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

技能水平，自主选择项目加强操作练习，培优补差，弥补实验课

时的不足，熟悉掌握各种操作技能。并通过开展技能操作竞

赛，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１．２　实验时间上开放　在开放实验室前一般都是预先做好计

划和安排，但在开放时往往会出现许多不可预料的情况，例如

指导教师另有其他工作安排、学生开会等，遇到这些情况，本系

进行了灵活应对，让学生自主选择其他时间，如利用７～８节、

晚上、甚至是周末来开放实验室。

１．３　实验程序上开放　传统的实验教学因实验时间的限制，

实验前的准备工作、试剂的配制、部分标本的预处理都是由教

师准备好，在带教教师的指导下，学生按规定程序进行操作，而

在临床工作中学生就会缺乏完整的工作流程技能。针对这些

情况，本系加强了常用试剂配制、标本接收、预处理、操作前期

准备及废液、污染物处理等环节的训练。

１．４　实验模式上开放　传统的实验教学基本都是针对性强、

内容单一的单列项目，使初学的学生易于掌握，但临床上基本

都是多项目的模块组合。面对这种与临床实践脱节的情况，本

系结合临床实践，推出多项目组合的教学模块，如肝功能组合、

肾功能组合、尿液综合分析等模块等进行训练。

１．５　实验资源上开放　学校虽然有先进的教学仪器，但因为

价格昂贵，较好的检验仪器都需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各种先进

仪器的数量都不可能很多，一般只有１～２台。在仪器教学时，

只能开设演示实验，一个班的学生同时围在一台仪器旁，听教

师讲仪器的结构、原理及简单操作方法，没有自己动手实践的

机会［２］；或者只有个别同学操作，大部分学生都不能掌握仪器

操作，导致实习时，面对新仪器无从下手，而带教教师也不敢放

手让其操作仪器。面对这些问题，本系实验室进行了分批的小

组教学和开放，由教师在旁指导，每个学生都有操作仪器的机

会，从而较好地掌握仪器操作。

２　开放实验室的探讨

２．１　开放实验室取得的效果　经过几年的开放实践，各种开

放实验室措施的实施，学生由“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激

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取得了良好的实验教学效果。通过实验项目和实验时间的开

放，突出基本实验技术的操作，变“教学固定项目为中心”的教

学为“学生需求项目为中心”，学生掌握了合理分配时间，并根

据各自的情况培优补差，掌握了所有常用的技能操作。通过实

验程序的开放，突出完整的临床操作流程，使学生掌握医学检

验专业的工作流程，实习时即可全面开展工作，不再是只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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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线样”的操作。通过实验模式的开放，突出符合临床实践的

多项目模块组合，提高学生综合分析能力，为临床诊断、治疗提

供有效、准确的检验信息，加快成为一流医学检验人才的步伐。

通过实验资源的开放突出与临床仪器学的接轨，增加了学生进

入实验室接触各种实验测量仪器的机会，使在实验课没有动手

操作的同学能够大显身手，既熟悉了实验内容，又基本掌握了

仪器设备的使用，提高了实验室的使用率和仪器设备的利用

率，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实验教学资源［３４］。

２．２　存在的不足及建议　实验室的开放，加强了学生的动手

和分析能力，取得了较好的实验教学效果，但也存在一些不足。

（１）开放的力度不够大，虽然在时间和项目上进行了开放，但基

本都是教学预先安排好的内容，缺乏学生的自主设计，无法提

高学生的科研素质和科研能力，今后还应启发、指导学生研发

设计性实验，加强学生的科研能力和水平。（２）医学检验的发

展日新月异，特别是仪器学的发展一日千里，对实验室的仪器

设备、环境及条件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而且长期开放实验

室也需较多耗材，因此需要投入较多的资金，不断改善实验环

境、更新实验设备、增加实验耗材，以满足开放实验室的需求。

（３）因为各级医院的条件、资源不一，检验科的仪器设备厂家、

型号、功能、操作程序大都不一致，而任何一间医学院校都不可

能具备很多仪器，在这种情况下，实验室应该借助计算机技术

的飞速发展而兴起了一种新的教学模式———网络教学，收集、

制作各类型检验仪器的型号、原理、结构、操作编程、工作流程、

实验室信息系统的相关视频及ＰＰＴ，使学生拓展知识面，了解

自动化仪器在临床的应用及发展，加深对现代化仪器的了解。

３　开放实验室的总结

综上所述，虽因某些条件的限制，开放实验室在某些方面

存在一些不足，但医学检验实验室的开放以它特有的实践性

强、综合性强、知识涉及面广、实验时间灵活等特点，取得了良

好的实验教学效果，体现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从“要我

学”转变为“我要学”，得到了学生的欢迎。开放实验室作为一

种新的实验教学模式，是医学院校实验教学的必然趋势和发展

方向，值得进一步探索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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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病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与基础医学及临床各科有广

泛而密切的联系。同时其专业性强，内容相对抽象复杂，而且

神经病种类繁多，治疗效果欠佳，许多疾病均留下后遗症。因

此，在神经内科实习生教学工作中，不仅要传授给学生临床基

本技能和诊治疾病的思维方法，而且在教学中，需要强调康复

医学的重要性，以及医患沟通、医德医风教育的必要性。

１　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引进新的教学模式———以问题为基

础的教学方式（ＰＢＬ）
［１］

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传统西医的教学方法即按

各种疾病的病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诊断、治疗

的纵向教学方法，不利于学生临床思维分析能力的建立。因为

患者就医时往往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病，且其病因是千差万别

的，因此要把所学的神经病学专业知识应用到临床中去诊治疾

病，就要将学生变纵向思维为横向思维，以及纵向思维和横向

思维结合的双向思维。如何在临床实践中实现由医学生向临

床医生的转变，是临床教师和医学生共同面对的艰巨任务。

神经内科是研究中枢神经系统、周围神经系统及骨骼肌疾

病的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临床医学［２］。因为神经系统疾病需进

行严格的定位和定性诊断，所以要求具有扎实的神经系统解剖

学基础，然而在教学和临床实践中发现神经解剖学很复杂、很

难。因此，决定了神经内科在教学和临床实践中的特殊性。多

年来，医学教育一直是以教授为主，以教师为中心，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占主导地位，学生处于被动服从的地位。实习学生以临

床为主，需要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能

继续以教师为中心，被动地接受知识。如何在临床实习生中充

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呢？本科室在教学中引

进一种新的教学模式———ＰＢＬ。

ＰＢＬ是一种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式，即以学生为主体，

教师为主导，围绕患者疾病问题编制综合课程，进行小组教学

的临床教学方式，由提出问题、收集资料、课堂讨论、总结归纳

４个阶段构成。把启发学生思考模式、讨论模式和研究模式结

合到教学中，协调学生自主学习、理解问题、动手能力的共同发

展。ＰＢＬ相比传统教学方式，优点如下：（１）通过对问题的思

考分析，查找资料，有利于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终生学习能力。

同时引导学生将基础理论知识与临床知识有机结合，培养学生

的临床思维，克服了传统医学教育分割基础理论知识与临床技

能的弊端。（２）将学习置于问题的情景中，调动了学生学习的

主动性和积极性，也加强了对知识的理解、记忆和应用。（３）小

组讨论的方式有利于学生语言表达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分

析总结能力，以及团队合作精神的培养。（４）教师主持课堂讨

论，并进行总结归纳，有助于学生获得医学整体的知识结构。

而且教学的重点内容在反复思考、讨论和总结之后，记忆更牢，

理解更深［３４］。

２　强调康复医学在神经内科教学中的重要性

康复医学是一门研究残疾人及患者康复的医学应用科学，

其目的是在于通过物理疗法、运动疗法、生活训练、技能训练、

言语训练和心理咨询等手段使病伤残者尽快得到最大限度的

恢复，使身体残留部分的功能得到最充分的发挥，达到最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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