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示效果。通过多媒体课件的制备将原先以教师讲述为主的教

学过程表现的更加形象、生动、具体。使得抽象的医学概念和

过程变得易于理解和掌握。如脂代谢紊乱与动脉粥样硬化发

病机制的内容，近年来学科理论及技术发展迅速，学生的知识

结构急待更新，课件制作时脂代谢与动脉粥样硬化形成过程通

过一步步的动画演示，可产生强烈的视觉冲击，激发学员极大

的学习兴趣，教学效果十分明显。

４　现代教育方法与技术应用实践体会

终身教育下的成人教育在个人和社会职业生涯发展中的

不同阶段发挥不同的作用，毋庸置疑，成人教育与职业生涯发

展相伴，成人教育贯穿职业生涯发展的全过程［４］。因此，探索

科学的教学方法、手段和模式保证成人继续教育的教学质量是

目前应当引起各方重视的课题，而现代教学方法与技术的应用

有力的保障了成人继续教育的教学质量，但在使用时教师一定

要充分准备各种资料，把握好节奏，尽量将可能出现的问题预

想好，事先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应根据成人学习特点及学科

变化的要求，首先对教材内容进行整理，按照课时设置的实际

情况将授课内容合理分割，对不同教学内容和教学阶段探索使

用最为适宜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技术，以期达到最好的教学效

果。具体应用时还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１）针对疾病进行的

病例综合讨论，学科的系统性易被打乱，因此，应当精心安排各

种议题，循序渐进的将要讲授的内容系统化，使学员形成整体

的学科概念；（２）对比方法教学中各知识点的教授应扩大知识

面，详细列表，条理清晰，层次分明将学科理论合理的融入对比

项目中，真正体现出新知识点的优势；（３）使用多媒体技术时，

不应把多媒体课件作为教学活动的全部；课件制作要精炼，不

过度使用计算机的辅助功能；教学过程中教师不能只充当毫无

激情的播音员，应注意多种教学手段的综合运用实现教与学的

互动。这些问题还有待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加以完善。形成

适合本学科授课的教学体系。

当前，我国的成人教育教学模式比较落后，制约着成人高

等学校教学水平的提高，也影响着我国人才的培养质量［５］。时

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变革要求高等学校的课程不断

进行改革与创新，而课程的变革与创新又会引起教学活动的变

革［６］。研究表明，成人教育学员更喜欢按既定的目标学习，注

重实效和有实际意义的研究与探索。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

逐步改变以灌输传授为主要特征的教育方式，坚持获取知识与

培养能力并重的原则，尽可能多引导学员自学，帮助学员养成

“要学习、会学习”的好习惯，提高学员的自学能力。结合学员

的工作岗位，灵活运用演示法、实验法、发现法、调查法和指导

法等多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鼓励学员之间交流探讨，增强

教学实效［７］。因此，成人继续教育的独特性也决定了学科教学

方法与教学技术需要不断的改革与创新，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

要。只有树立知识、能力、素质三位一体的教育观念改革成人

继续教育的教学方法与技术才能促进我国医疗事业健康有序

的发展。

参考文献

［１］ 李胜，李国斌．论成人教育在终身教育体系中的地位［Ｊ］．

成人教育，２０１２，３２（５）：４８．

［２］ 张绍平．论成人教育的出发点与终极目标［Ｊ］．四川师范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３８（５）：１０３１０７．

［３］ 田润华，刘成玉，陈颖，等．提高医学检验专业课多媒体教

学效果的实践和体会［Ｊ］．西北医学教育，２００６，１４（６）：

７７７７７９．

［４］ 李若忍．终生教育下的成人教育复合链研究［Ｊ］．继续教

育研究，２００８，２５（２）：３５３６．

［５］ 邱娟．成人教育与素质教育必然性探讨［Ｊ］．成人教育，

２０１２，３２（１）：５７５８．

［６］ 刘成玉．坚持以精品意识为导向搞好临床检验基础课程

建设［Ｊ］．医学教育，２００５，２５（３）：２６２８．

［７］ 张安勇，吴伟风，刘成玉，等．提高成人医学教育学员临床

实习质量策略方法探析［Ｊ］．青岛大学医学院学报，２００９，

４５（２）：１７７１７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２２４　修回日期：２０１３０３１９）

医学检验专业临床生物分子学实践教学的探讨

冯　钢，方　芳，刘春生，浦　春（皖南医学院弋矶山医院检验科，安徽芜湖　２４１００１）

　　【关键词】　医学检验；　分子生物学；　实习教学

犇犗犐：１０．３９６９／犼．犻狊狊狀．１６７２９４５５．２０１３．１８．０７９ 文献标志码：Ｃ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９４５５（２０１３）１８２４８７０２

　　检验医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和实践性很强的应用性学科，从

建立开始就不断的融合现代生命科学中最新的技术成果。随

着各种高新技术，如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ＰＣＲ）技术、基因

芯片技术、流式细胞检测技术等在临床实验室中的广泛应用，

对于医学检验专业人才的需求也正在发生着重大变化。如何

适应新时期检验医学发展的需要，培养出理论基础扎实、操作

技能熟练的医学检验专业人才是目前医学检验教育的重点。

分子生物学是从分子水平认识生命本质的一门新兴学科。

在我国基础科学发展规划中，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神经生

物学和生态学被列为生命科学的四大基础学科。随着分子生

物学新理论、新技术的不断发展，分子生物学已经渗透到医学

的几乎所有领域，并且派生出众多分支学科，如分子免疫学、分

子遗传学、分子药理学以及分子诊断学等等。分子生物学的快

速发展已经给检验医学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也为学科发展

提供了新的机遇［１］。但是分子生物学理论更新迅速，技术种类

繁多，实验要求严格，这对分子生物学理论和实验的教学提出

了相当大的挑战［２］。

临床实习是校园课堂学习的延续，是学生从书本知识的掌

握到应用于实践的一个过程。实习教学与常规课堂教学既有

联系但又存在着差异，例如在分子生物学这门课程中，课堂教

学偏重于系统性和完整性，而实习教学则更加偏重于实用性。

并且实习教学的效果好坏直接关系着课程总体教学的质量以

及最终培养目标的实现。因此，在医学检验专业学生临床实习

阶段中，本文对分子生物学的教学进行探讨。

１　巩固理论教学知识

分子生物学的专业术语众多、基础理论较抽象，尽管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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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理论课程讲授，但是笔者发现在实习中，仍有相当多的学

生存在基本概念不清、基本原理模糊等问题。因此在临床实习

阶段，带教教师必须帮助医学检验专业学生进一步理解和掌握

分子生物学理论知识。

１．１　基础知识的强化讲解　在临床实习阶段，对于学生基础

知识的强化讲解不能是简单的教材重复讲授，讲授内容的选择

要有针对性和实用性。因此，笔者选择常用的分子生物学临床

检验项目为实例，采取小组讨论的形式，鼓励学生大胆提问和

自由讨论，将实验涉及的专业术语和基础理论进行再次讲解。

例如，笔者以检验项目乙型肝炎病毒ＤＮＡ定量和基因分型检

测实验为讨论对象，在ＤＮＡ提取过程中向学生介绍核酸分子

的特性；在ＰＣＲ扩增时详细讲解聚合酶链反应的条件、过程和

特点；在检测乳头状病毒基因型时讲解核酸分子杂交的基本原

理等。在基础知识讲授的过程中，将枯燥的专业术语和抽象的

基础理论融入一个个具体的临床检验实例，由临床问题引出要

掌握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极大的提高了学生学习理论的兴

趣、改善了理论教学的效果。笔者通过实习阶段对学生的强化

讲解，使学生能够切实掌握在临床分子生物学实验室中开展工

作所必备的基础知识。

１．２　前沿知识的扩展讲授　由于教材一般都滞后于学科的发

展，并且教材的编写通常更加注重知识的广泛性而非深入性，

因此相当部分的分子生物学新进展未能在理论课程中讲授［３］。

而在临床实验室中，越来越多的分子生物学新技术已在临床运

用，为了弥补分子生物学教材和临床实际脱节的缺陷，笔者在

医学检验专业学生临床实习期间，采用专题学习的方式，针对

性的讲解分子生物学检测的新进展和新技术。例如，在学生已

掌握聚合酶链反应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更加深入的介绍临床和

科研工作中常用的ＲＴＰＣＲ、巢式ＰＣＲ、多重ＰＣＲ、荧光定量

ＰＣＲ等衍生扩增技术的相关原理和特性。对于基因芯片检

测、高分辨溶解曲线分析等最新的分子生物学技术，也以专题

讲座的方式，结合临床和科研的实际运用现状向学生进行深入

浅出的讲解，并且鼓励学生广泛阅读文献和参考资料。在实习

期间，实际操作中还会安排有兴趣的学生参加院内、市内和省

内举办的各种分子生物学新技术继续教育培训，使医学检验专

业学生能够了解最新的学科进展。通过上述多种方式，培养学

生自主学习知识的兴趣和能力。

２　培养实践动手能力

分子生物学技术的种类繁多、发展迅速，学生在校学习期

间，仅仅依靠有限的教学设备和较短的实验课时是无法掌握分

子生物学的基本技术。临床分子生物学实验室通常都具有较

为完备的实验器材和检测设备。因此，在实习期间，如何充分

利用上述有利条件，培训医学检验专业学生的实验技能也是分

子生物学实习教学的一个重点［４］。

２．１　基本实验技能的培训　学生在进入临床实验室实习后，

对很多实验器材、精密设备比较陌生，实际操作中往往存在很

多不规范的环节［５］。笔者必须从检测样本的离心、移液器的使

用、反应液的混匀等最基本的实验操作出发，细致的讲解各项

操作过程，让学生掌握每一步的操作规范，重点强调操作要点

和关键步骤，通过示范性操作和一对一指导，由易到难，带领学

生认真完成每一项实验操作内容，使每位学生都能够熟练的掌

握各种操作的具体步骤和注意事项。并且在临床实际工作中，

教师必须做到“放手不放眼”，对学生持续关注、严格要求，以培

养学生良好的实验习惯和严谨的工作作风。以病毒核酸提取

的培训为例，笔者要求学生在理解提取原理的基础上，掌握提

取操作的流程，熟悉操作的要点和关键步骤，并且能够分析影

响实验结果的相关干扰因素。在学生的临床实习期间，通过多

种和大量的实际操作，使学生掌握临床检测和科研工作中常用

的分子生物学技术，培养医学检验专业学生基本的工作

能力［６］。

２．２　科研项目的教学转化　临床分子生物学实验室承担的不

仅仅是临床检测任务，还包括部分的科研任务。笔者在申报各

级科研课题的过程中，鼓励学生大胆参与查阅文献、凝练科学

问题、实验设计、撰写标书等各个方面工作，学生通过文献的阅

读、搜集和分析能够巩固基础理论知识，了解最新研究进展；通

过科学问题的凝练能够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学生通过实

验设计能够熟悉各种实验方法；通过撰写项目标书能够极大的

提高学生的科研写作水平。笔者也鼓励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

积极参与多项科研项目，以提高学生的实验观察能力和强化学

生的独立操作能力。科研和教学的相互渗透、相互转化不仅丰

富了分子生物学实习教学的内容，而且拓展了学生的思维、提

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激发了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创新精神［７８］。

笔者认为临床实习阶段是加深学生理解分子生物学基础

理论和提高实验技能的重要时期。因此，如何选择具有针对性

的实习教学内容和提高实验技能的培训方法已经成为分子生

物学实习教学研究的重点。当前，基础知识牢固、动手能力强、

科研兴趣浓厚的同学越来越多，这也对教师的理论知识和操作

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必须不断地加强自身学习，更新

知识和提高技能，才能更好实现培养实践性和创新性人才的医

学检验专业教育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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