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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病例教学和ＣＴＤＩＣＶ量表对医学检验专业学生

评判性思维的训练和培养

曾婷婷，郑　沁，金咏梅，郭曼英，黄玉霞，粟　军△（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医学检验系／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实验医学科，成都　６１００４１）

　　【摘要】　目的　通过在本科课程中加入病例教学的方式，探讨和摸索检验专业学生评判性思维培养的方法以

及效果评价。方法　在《临床检验基础》课程中施行病例教学，通过由学生共同讨论、分工协作完成ＰＰＴ制作及病

例汇报演讲，由教师进行引导和总结的方式进行评判性思维培养，教学前后均使用评判性思维测量表（ＣＴＤＩＣＶ量

表）进行问卷调查评价评判性思维能力。结果　经过１学期病例教学，学生在评判性思维７个方面的特质分数均有

所提高，尤其是总分得到显著提高，体现出正性评判性思维的特质。结论　短期病例教学已使学生的评判性思维能

力有一定提高，通过更长时间、更进一步的培养和训练，学生的评判性思维能力定会有质的提高和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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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判性思维又称批判性思维，是在对所学知识性质、价值、

真实性、精确性进行分析、评价、推理、解释及判断的基础上进

行合理决策的一种思维方式。在强调医学生基本理论、基本知

识和基本技能培养的同时，给予评判性思维的训练和培养，对

处于信息膨胀、竞争激烈社会中的学生能力提高和个性发展，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临床检验基础》是医学检验学生的专

业基础课，其行课时间正处于基础课程转入专业课程学习节点

上，是进行临床技能训练、临床思维培养的起步课程，也是进行

评判性思维培养的绝佳切入课程。本文通过在课程中加入病

例教学的方式，探讨和摸索检验专业学生评判性思维培养的方

法以及效果评价。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２００８级和

２００９级医学检验专业本科生１０５名。其中男５８名，女４７名，

平均年龄２２岁。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病例教学

１．２．１．１　病例设置　采用临床真实病例，对患者临床表现给

予重点描述，提供少量先期实验室检查结果，要求学生根据病

例进行分析，提出可能的诊断及需要进行的下一步相关检查，

最后由教师揭晓全部检查结果和最终临床诊断及治疗相关措

施。病例设置时适当增加干扰信息，以培养学生排除干扰的分

析、归纳、综合和系统化能力；尽量设置具有趣味性和戏剧性病

例，以增强学生寻找真相兴趣和探索欲、求知欲；问题设置由浅

入深，由简入繁，以增强学生分析过程中的自信心和成就感。

１．２．１．２　病例讨论　每次发放病例４～５个，按学生人数６～

７人分组，每组１个病例，给予１周准备期。要求小组人员共

同讨论，分工协作完成ＰＰＴ制作和汇报演讲。病例汇报时，每

组由选派代表进行发言，内容包括选择试验项目的理由、可能

的试验结果、最可能的临床诊断等，组内成员在讲演同学发言

后可以进行补充和完善。听取汇报时，至少有５名具有丰富临

床和教学经验的教师参加，根据病例分析思路、项目选择合理

性、汇报讲演口才表达与激情发挥、ＰＰＴ幻灯制作等综合打

分。教师总结采用引导和建议方式对病例进行归纳和总结，对

学生分析、推论和结果给予充分的肯定。

１．２．２　问卷调查　于２０１１年及２０１２年秋季《临床检验基础》

行课期间，对２００８级和２００９级医学检验本科生进行问卷调

查。首轮调查设在开课初期（病例教学前），共１０５名学生参与

问卷测试，学期末进行第２轮问卷测试（病例教学后），全部学

生均自愿再次参与。使用评判性思维测量表（ＣＴＤＩＣＶ量表）

进行问卷调查。从７个方面的特质进行评判性思维测量，即寻

找真相、开放思想、分析能力、系统化能力、评判思维自信心、求

知欲和认知成熟度。问卷共７０个项目，每一特质有１０项。总

分７０～４２０分，２８０分或以上表示正性评判性思维能力。各特

质的分数为１０～６０分，４０分或以上表示正性特质表现。

１．３　统计学处理　应用ＳＰＳＳ１１．０进行统计学分析，评判性

思维能力分数以狓±狊形式表示，两次问卷结果用狋检验进行

比较，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病例教学前，学生在“寻找真相”“开放思想”“认知成熟度”

达到４０分，其中“认知成熟度”得分最高，平均４５．９０分。其他

特质得分相对较低，未达到４０分，其中以“求知欲”得分最低，

平均仅为３１．００分。病例教学后，学生在７个方面的特质分数

均有所提高，虽然每种特质得分与之前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犘＞０．０５），但总分有了明显提高，达到了２８０分以上，且与病

例教学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病例教学前后

两次问卷评判性思维能力测评结果比较见表１和图１。

图１　病例教学前后评判性思维能力测评结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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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次问卷评判性思维能力测评结果比较（狓±狊）

项目 病例教学前 病例教学后 狋 犘

寻找真相 ４４．２０±６．０１ ４７．９０±８．２５ －１．４０３０．１７２

开放思想 ４１．０５±４．６４ ４３．４０±３．２４ －１．４３１０．１６３

分析能力 ３６．２０±１１．６３ ３６．５０±４．３８ －０．０７８０．９３８

系统化能力 ３７．２０±２．８８ ３９．４０±４．９９ －１．５３９０．１３５

评判思维自信心 ３１．１０±４．９３ ３５．００±６．９９ －１．７７４０．０８７

求知欲 ３１．００±３．９１ ３２．５０±６．８２ －０．６４５０．５３１

认知成熟度 ４５．９０±５．１９ ４８．７０±８．５５ －１．１１８０．２７３

总分 ２６６．６５±１２．２９ ２８３．４０±１５．７４ －３．２０５０．００３

３　讨　　论

评判性思维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创立的

一种批判理论和思维方式［１２］，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应用于

教学中。案例教学具有真实性、完整性、典型性和启发性的特

点，概括和辐射许多理论知识，使学生不仅能掌握有关的原理

和方法，而且为运用这些理论和方法奠定基础。案例教学将学

生的被动学习变为主动学习，促使学生在短时间内学习大量知

识，提高了学习效率；不看重得出答案的正确与否，而强调得出

结论的思辩和推理过程，是一种极好的提高评判性思维能力的

训练方式［３５］。

目前国内对于评判性思维的培养教育部分院校或专业已

在开展［６７］，而在医学检验专业本科教育中关注程度不够。其

评价方式通常用ＣＴＤＩＣＶ量表进行，显示了较高的信度和效

度［８１０］。在病例教学前，学生除在“寻找真相”“开放思想”“认

知成熟度”达到４０分，具有正性评判性思维能力外，其他特质

均相对较弱，总分也低于２８０分，尤其“评判思维自信心”和“求

知欲”分数最低。在病例教学后，学生在评判性思维７个方面

的特质分数均有所提高，虽然每种特质得分与病例教学前相比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总分有了明显提高，达到了２８０分以上，

体现出正性评判性思维的特质。在“分析能力”“系统化能力”

“评判思维自信心”和“求知欲”方面，仍未达到４０分。这一结

果从侧面反映了我国的本科教育受传统教育体制影响，存在着

医学教育理念需要更新、课程设置陈旧需要重置和以课堂灌输

为主要教学方式需要改进等问题。

本文通过病例教学，使学生的评判性思维能力有一定提

高。虽然此次病例教学仅为１个学期，教学时间短，测试的只

是短期效果，但已经能够看到学生们的评判性思维能力有了相

当大的提升。因此若通过更长时间、更进一步的培养和训练，

学生的评判性思维能力定会有质的提高和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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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综合性医院检验科试题库的建立与应用

马学斌，马　聪△，赵强元（海军总医院检验科，北京　１０００４８）

　　【摘要】　　继续教育是检验科人员培训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海军总医院根据自身特点建立了检验科考核试题

库，将其应用于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的实习学员，对１６８份出科考核试卷进行了统计分析。满分１００分，平均成绩８６．９４

分，统计分析了各题型的难度系数、区分度、信度系数等，认为该试题库生成试卷的信度和效度很好，在难度和区分

度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改进。

【关键词】　检验科；　试题库；　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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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科试题库的建立不仅完善了检验科教学培训管理工

作，提升了检验科教学管理的水平和能力，而且对于评价考生

能力、促进学科快速持续发展都可以提供重要的信息［１］。本研

究通过教学实践和试题库的应用，希望为同类医院检验科教学

试题库的建设和应用提供参考。

１　试题库的建立

试题库是按照一定的教育测量理论，在计算机系统中实现

的某个学科题库的集合，是严格遵循教育测量理论，在精确的

数学模型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教育测量工具。因此，试题库的建

立在教育测量中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２］。检验医学在医院里

是一个专业知识相对独立的科室，医院层面建立的试题库主要

是面向临床大众的，其题目内容并不适合检验科本身考核的需

求。为了寻找适合医院检验科使用的教学考核模式，本科室建

立了专门用于检验科的“医学检验试题库”［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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