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题，都不可能保证检验科实验室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可靠性。

因此在抓实验室有关质量控制的同时，还应该重视患者、临床

科室对检验质量的影响以及作用。在具体的工作中，要加强对

患者的管理，同时也不能放松对有关医护人员的质控知识的教

育、培训，在所有人共同的努力下来提高检验科的工作能力和

检验质量。要认真贯彻和落实好对室内的质量控制，保证参加

室间质量评定活动的实际效果以实现其提高临床检验质量的

最终目的。在开展检验过程质量控制的工作中还要注意的就

是对投入的控制，假如标本量不是很大，那么相对而言其对检

验过程质量控制成本的影响就是比较大的，一旦控制不好就很

有可能造成很大的浪费［３］。

通过检验过程质量控制可以有效提高检验质量。提高了

患者首诊合格率，降低了临床误诊、漏诊率，也有效地减少了患

者转院的发生率，这对促进整个医院其医疗质量的提高，有效

的保护患者的利益以及保证医院本身的社会效益都是有极其

重要的实际意义的［４５］。开展检验过程质量控制是检验工作中

必须要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通过有

关临床检验管理立法的要求，检验过程的质量控制将成为医院

检验科工作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内容，因此应从现在做起，提高

对检验过程质量过程控制的认识，积极配合有关工作的开展。

３　临床检验过程的质量控制中主要人员应该尽到的责任

有关的领导应该负责指导进行相关工作，领导需要亲自参

加检验，指导检验科人员进行工作，对检验结果进行核对，还要

负责做好特殊检验的技术操作、试剂的配制、鉴定，检查以及定

期校正检验仪器等。检验科的医护人员还要做好标本收集、统

计和检验单保存以及菌种、毒株、毒剧药品的保管工作。认真

执行检验实验的规章和制度，防止事故出现。还要搞好科学技

术革新工作，不断改进检验方法，通过开展新的项目来提高检

验质量。还要做好临床教学，搞好有关人员的进修、培训

工作［６］。

４　临床检验过程的质量控制中主要人员注意的事项

４．１　检验单应该由医生逐项认真填写，目的明确、字迹清楚对

于急诊检验单需要注明“急”字以作区分。

４．２　严格查对样本，对于不符合要求的样本应该及时重新采

集。对于急诊检验标本应该在做完后立即发出报告。

４．３　仔细核对检验结果，认真填写每一份检验报告单，在检验

结果与临床标准出现差异的时候，应该主动与临床方面取得联

系，重新进行检查。

４．４　对于特殊标本在发出报告后需要保存２４ｈ，标本和有关

器械、用具等应该立即予以消毒。对存在可疑病原微生物的标

本应该在指定的地点进行焚烧，防止感染事故出现。

４．５　为了确保检验质量，需要定期检查有关试剂以及校对相

关仪器。

４．６　建立实验室内质量控制制度，积极参加室间质量控制，以

保证检验质量。

４．７　积极配合医疗、科研，开展新的检验项目和技术革新。完

成检验专业学生的临床教育和毕业实习工作及进修人员的

培训。

４．８　菌种、毒种、剧毒试剂、易燃、易爆、强酸、强碱及贵重仪器

应指定专人严加保管，定期检查。

总之在临床医学迅速进步和发展的今天迫切需要检验质

量继续提高，这样在有关检验科实验室建设、管理中就必须切

实抓好检验过程质量控制工作进而更好地保证临床检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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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微生物学检验教学方法改革初探

冯　彬（平凉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甘肃平凉　７４４０００）

　　【关键词】　微生物学检验；　教学改革；　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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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是现代实验室科学技术与临床医学在

更高层次的结合，是一门发展迅速、多技术和多学科交叉的综

合性很强的医学前沿学科。《微生物学检验》是该专业的主干

专业课，专科层次计划开设１３６学时，本课程实践性很强，采用

传统的教学方法很难确保培养目标的实现。为此，只有根据教

学内容的不同，科学合理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才能提高该课

程的教学质量，培养高水平医学检验技术专门人才。

１　改革之见

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不断进行教学方法的探讨和改革，

逐渐摸索出适合大专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微生物学检验》的理

论和实践教学方法，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类型，采用相

应的教学方法，本文将本门课程采取的主要教学方法报道

如下。

１．１　课堂讲授法　对本课程中有关基础理论知识，诸如细菌

形态结构、细菌生理、外界因素对细菌的影响、细菌遗传与变

异、细菌致病性等内容仍采用课堂讲授。目前，课堂讲授全部

采用多媒体教学，课件集文本、图像、图形、声音、动画等多种信

息有机组合进行视听教学的方法。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讲授

更多学生感兴趣的问题，加大学生单位时间内获取的信息量，

通过声像、图文等给学生提供多种感官的综合刺激，不仅能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还可以增强学生的记忆力，提高教学效率［１］。

１．２　五段教学法　本校对实践技能中的基本操作技能采用经

典的五阶段教学法，即准备→教师示教→学生模仿→练习→总

结。学生规模为３０人以下。（１）准备阶段：教师首先介绍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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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课所要学习的操作方法及其应用；展示本次实验所需的工

具及其用途，从而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２）教师示范阶段：

教师首先按照实验操作步骤，完整示范整个操作过程，然后将

操作过程分解为若干个步骤，边示范边解释如何做，为什么这

样做。（３）学生模仿阶段：随机指定几名学生或某些学生自愿

模仿教师的操作，学生在模仿过程中会出现一些不规范地操

作，待学生操作结束后，首先肯定其在尝试中的成绩，然后指出

其在操作中的错误之处并解释，教师再次完整规范地示范操作

过程。（４）练习与总结阶段：让学生各自独立进行实验过程的

操作练习。学生在操作过程相互观摩，相互指正。教师巡回观

察结果，待学生操作结束后，对学生的实验结果进行逐个评价，

肯定其成绩，指出不足。操作情况作为技能操作的平时成绩进

行记录。最后与学生共同讨论本次实验的成果。

１．３　讲学练同步法　微生物学各论内容，如病原性球菌、肠道

杆菌等内容采取讲学练同步教学法，收到很好效果。这种教学

方法使理论、实验融为一体，教师讲授的同时学生直接观察实

物标本并进行操作，学生动手时间充足，保证了学生观察、分

析、判断结果的时间。讲学练同步教学避免了理论实验分离、

实验课重复理论知识、学生动手时间少、时间仓促结果观察不

仔细、一些学生放弃结果观察等诸多弊端。

１．４　项目教学法　项目教学法属于综合能力培养方法，是师

生通过实施一个完整的“项目”工作而进行的教学行动。课程

组结合微生物学检验技术课程的实际，制订项目教学方案，学

生规模为３０人以下，每４～６人为一个学习小组。此教学法一

般要求：制订项目任务→确定学习时间→制订该项目教学目标

→指出学生学习的相关知识→制订完成项目的工作计划→组

织项目实施→评估反馈。

１．５　实际操作法　对操作性较强的内容，如细菌革兰染色、细

菌接种技术、培养基制备等，由教师演示操作步骤，讲授注意事

项，学生利用实习实训时间反复练习，教师巡回指导，肯定取得

的成绩，指出不足，耐心解答，并进行阶段性考核。

１．６　案例教学法　 由于微生物学检验，尤其是细菌学各论及

检验的内容多而杂，并且每种细菌形态特点、生化反应、生长特

性等既有相同和相似之处，还有不同及特殊之处，虽然理解容

易，但却不容易记忆，而且枯燥无味。引入临床微生物学病例

分析，学生首先接触到的是患者及病例，课堂讨论以病例为中

心，教师预设几个问题，给学生以悬念，再将学生每４～６人分

为小组，展开讨论，进行分析，可使临床微生物学检验各论内容

变得生动，缩短了理论与实际应用的距离，为培养临床微生物

检验人才夯实了基础。

１．７　问题讨论法　细菌学各论及检验的实验课常常需要做许

多鉴定试验，如细菌的生物化学试验、血清学试验，学生以小组

为单位（每组４～６人）进行实验，讨论分析实验现象，记录结

果，每组１名同学将结果和结论写在黑板上，发现错误，可随时

进行更正。教师评价各组结果时，对该组的同学进行提问。讨

论情况与参与程度记入平时成绩。

１．８　临床见习法　临床见习是《微生物学检验》教学过程中理

论联系实际的重要阶段，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实践操作经验，同

时将所学的基础理论密切联系临床实际，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有助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进行教

学安排的过程中，计划１２学时的时间，按照教学进程，分３次

让学生利用３个上午的时间在医院微生物室集中进行临床见

习，感受岗位氛围和工作环境，了解工作程序。

２　意　　义

２．１　避免了教学方法单一、枯燥　传统的教学方法是教师先

讲授理论，实验课上将实验内容讲的面面俱到，实验用品放在

学生面前，学生只需在教师指导下按部就班，得出结果，容易养

成不预习，不思考的习惯，学生学习兴趣不高。

２．２　弥补了理论与实践教学的脱节　根据医学检验技术专业

的特点，在教学时间的安排上采取灵活编排，并非按照常规以

２～３个学时为教学单位安排课程，而是将课程安排一个上午

或一个下午，全部在实验室进行，教师可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

有计划、科学合理地安排教学，可先讲理论，再做实验，或先做

实验，再归纳理论，也可边讲理论边做实验，也可利用一个上午

到医院微生物检验室临床见习。

２．３　调动了学生学习的兴趣　学生在学习知识技能的过程

中，能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获得表扬、鼓励，同时能力得到

大家的肯定与赞赏，体验到了学习的乐趣，使之积极参与到学

习中，激发了学习的积极性。

２．４　培养了学生的技能水平，发挥了学生的主体作用　革新

后的教学方法不仅使学生学到了扎实的理论，实验技能水平得

到极大提高，熟悉了微生物检验的基本流程，同时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也得到了提高。通过教师教学方式的改变，改变

以往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局面，学生带着问题，耳、口、眼、手、

心全面参与学习的全过程，独立思考，相互交流，充分展示自己

的才华，发挥自己的个性特长，从而成为学习活动的实践者，成

为学习的主体。

２．５　提高了课堂教学效果　教学内容形象生动、直观，教学过

程生动有趣，操作技能练习时间充足，与临床微生物检验过程

联系紧密，在讨论中使知识更加系统化，同时发现自己知识的

不全面之处，从而有目的地进行探究。

实践证明，通过对《微生物学检验》进行教学改革，可提高

学生综合素质，是培养适应学科发展需要的临床微生物检验人

才的积极有效途径［２］。改革后极大提高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充

分发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高了教学效果。同时，也深感

教学改革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大家不断努力与创新，

将教学改革不断深化和完善，在改革的过程还应注意倾听学生

的意见，将教学改革工作落到实处。随着学科的发展与社会对

人才需要的变化，本校将继续深化临床微生物学教育改革，不

断提高教学质量［３４］，为培养全面发展的适应时代潮流的临床

微生学检验人才而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１］ 廖奔兵．微生物检验多媒休综台教学实践［Ｊ］．卫生职业

教育，２００９，２７（１１）：６４６５．

［２］ 林晨，胡巢凤，江振友．医学微生物学教学中的师生互动

性［Ｊ］．江西医科大学学报：基础医学教育版，２００３，８５

（４）：３４０３４１．

［３］ 王芳，潘世扬，王彤，等．医学检验学开放性实验教学体系

的建立［Ｊ］．中国高等医学教育，２００８，１３３（１）：４６４７．

［４］ 顾兵，潘世扬，黄臖，等．开放实验室及ＰＢＬ教学在医

学检验学实验教学中应用的探讨［Ｊ］．南京医科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８（１）：６９７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１２６）

·１９１１·检验医学与临床２０１３年５月第１０卷第９期　ＬａｂＭｅｄＣｌｉｎ，Ｍａｙ２０１３，Ｖｏｌ．１０，Ｎｏ．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