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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检验是一门实验技术、临床医学等多学科交叉的实

用型、应用技术类学科，其理论抽象，故实验教学在对理论知识

的理解及深化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目前本专业

教学目标中，核心问题不再是“教”与“学”，而是“学”与“用”，即

如何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用所学扎实的理论，创新实践、了解科

研并具备临床工作能力。长期以来实验教学重手工操作技能

的培养，而现今临床生化检验已实现操作自动化，传统手工操

作技能在临床工作中已逐渐被忽略。此外，临床科室发展需

求，要求实验诊断检测应创新更多的实验检测项目，更好地为

患者、临床服务，这就需要重视科研能力的培养。为更好地适

应这一变化，培养高素质实用型医学检验人才，本教改提出了

“三性”实验［１３］，即将综合性、设计性、创新性实验优化整合，基

于动物、临床标本，制定一个涵盖临床理论知识、检验项目的实

验教学，即“２型糖尿病（Ｔ２ＤＭ）致病因及相关实验检查”的实

验教学，现将设计及初步实践内容报道如下。

１　背　　景

综合性实验是指实验内容涉及本课程的综合知识或本课

程相关课程知识，对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形成综合的学习与培

养的实验［４］。设计性实验是指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根据实验

目的和本室的实验条件，自己设计实验方案、确定实验方法、选

择实验器材、拟定实验操作程序，自己加以实验并对实验结果

进行分析处理的实验［５］。创新性实验是指学生在教师的指导

下，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或教师选定的学科方向，针对某一或某

些选定的研究目标所进行的具有研究、探索性质的实验项目，

是学生早期参加科学研究、教学科研的一种重要形式［６］。本教

研室以往教改增设了方法学评价、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综合性

实验中以病案式教学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学生根据教师

所提供的病案自主设计应检测的生化指标，在一定程度调动学

生积极性，但难逃教学形式单一（加样、比色）的束缚，学生兴趣

较低。如何优化整合综合性、设计性、创新性实验，充分调动学

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一定的科研能力并掌握临床检验技能，

是新教改任务的关键。

２　“三性”实验的设计

２．１　实施对象与时间　遵义医学院检验系２０１０级本科生作

为实施对象，分为两组，即教改实施组与非实施组，第一实验室

为教改实施组，第二实验室与第三实验室为教改非实施组。共

设置８学时，安排在临床生化检验实验教学后期，即学生对生

化实验课具备一定的理解和操作之后。

２．２　方案　分实验准备、实施和评价３个阶段。其中实验准

备分为教师和学生准备２部分。

２．２．１　教师准备阶段　实验讲义的撰写、打印、复印；实验教

员的培训；动物及高脂高糖饲料的购买、模型的初建；实验仪器

和试剂的准备；由实验教员操作演示并录制腹膜糖耐量试验的

录像。

２．２．２　学生准备阶段　参与动物模型的构建（１周）；健康人

及Ｔ２ＤＭ患者空腹血清、２ｈ血清的收集；腹膜糖耐量试验录

像的学习由班长组织同学以自学的方式进行；教学实施组自行

组合设计，提交实验方案，教师详细修改并返回，学生各组安排

进程。

２．２．３　实施阶段

２．２．３．１　带教教师首先介绍实验目的和临床意义、实验整体

过程及安排、注意事项等，引导学生根据Ｔ２ＤＭ特点及可能异

常的生化指标进行自主设计，以造模成功的Ｔ２ＤＭ小鼠、临床

患者及健康人群为研究对象，举例提供设计模板（教改实施组

必做实验），如图１～２。

　　注：腹膜糖耐量实验如何实施及开展其他检测项由学生自主设计。

图１　 Ｔ２ＤＭ小鼠腹膜糖耐量试验及血糖仪的使用

图２　Ｔ２ＤＭ患者血糖葡萄糖氧化酶法、己糖激酶法的

方法比较试验

２．２．３．２　实验形式　实验室开放，提供学生设计中所需仪器、

试剂，教师指导，学生相互协作，自主完成。

２．２．４　评价阶段　通过学生总结汇报并填写效果调查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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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遵义医学院／第一临床学院教改项目（２０１２０００７）。



要评价手段）、技能考核（随机抽取各组１０位同学执行教改实

施前后比较）、教师意见反馈等方式进行。

２．３　初步实践　按２．２中所述进行实践，教改实施组学生提

出４种方案，除以上所提供的２种设计模板外，学生还自主设

计并提出“Ｔ２ＤＭ 小鼠脂肪肝的形成及相应指标检测”、

“Ｔ２ＤＭ小鼠与Ｔ２ＤＭ患者实验诊断的异同”。教师均对其进

行修改、指导，４种方案均顺利实施，并获得成效，见图３～５。

图３　学生协作获取动物组织

图４　脂肪肝的鉴定

图５　腹膜糖耐量曲线的绘制

３　结　　论

将综合性、设计性、创新性实验优化组合，通过动物实验与

临床标本检测相结合的形式丰富了实验教学形式与内容，赋予

医学教育新的教学模式；通过教师与学生共参与、共讨论，形成

有效的互动机制，有利于教学相长。此外，在Ｔ２ＤＭ动物模型

构建过程中，通过教师为主，学生参与部分过程的形式，使学生

和教师能形象、具体地去体会不健康的饮食（高脂高糖）对

Ｔ２ＤＭ的致病作用，回顾了临床理论知识。在临床 Ｔ２ＤＭ 患

者血清标本的收集过程中，让学生自己准备及收集病例，并提

出具体的实验方案即采用何种实验检测相关指标，打破以往教

师准备就绪的情况下，学生“照方抓药”的教学方式，有效改善

学生对所做实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有目的性、计划

性去实验；打破“纸上谈兵”格局，让学生掌握更全面的技能，即

以动物为实验对象，让学生充分掌握血糖仪的使用，学会新的

技能（以往教学只是书上介绍，实验未做）。实验中还通过比较

葡萄糖氧化酶法、已糖激酶法对血糖的检测，使学生掌握如何

用方法学评价实验，使实验教学与临床工作的应用更进一步。

在问卷调查统计中，教改实施组学生普遍认为学习兴趣被调

动，协作、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提高；对教改实施组与非

教改实施组的考核中，教改实施组较非教改实施组操作技能、

动手、思考能力较强，对方法学评价的理解更进一步。

总之，此次教改尽可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

趣，培养了学生协作、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并对学生科

研工作能力进行了启蒙性锻炼，掌握了临床技能方法学评价及

血糖仪的使用，有效地提高了教学质量，促进实现“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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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资料类型

统计资料共有三种类型：计量资料、计数资料和等级资料。按变量值性质可将统计资料分为定量资料和定性资料。

定量资料又称计量资料，指通过度量衡的方法，测量每一个观察单位的某项研究指标的量的大小，得到的一系列数据资

料，其特点为具有度量衡单位、多为连续性资料、可通过测量得到，如身高、红细胞计数、某一物质在人体内的浓度等有一定

单位的资料。

定性资料分为计数资料和等级资料。计数资料为将全体观测单位（受试对象）按某种性质或特征分组，然后分别清点各

组观察单位（受试对象）的个数，其特点是没有度量衡单位，多为间断性资料，如某研究根据患者性别将受试对象分为男性组

和女性组，男性组有７２例，女性组有７０例，即为计数资料。等级资料是介于计量资料和计数资料之间的一种资料，可通过

半定量的方法测量，其特点是每一个观察单位（受试对象）没有确切值，各组之间仅有性质上的差别或程度上的不同，如根据

某种药物的治疗效果，将患者分为治愈、好转、无效或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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