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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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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综合检验医学理论知识的基础上，着重临床应用能力方

面的考核，从众多的医学检验试题集中，根据工作性质和需求，

选择了人民卫生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的《检验医学试题库》和

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临床医学检验专业资格考试习题

集》的全部内容，该两部试题库分别包含了临床检验、生化检

验、免疫学检验、血液学检验、微生物检验及实验室管理等几个

模块的基础理论试题和临床应用题目，涵盖了检验科的所有检

测项目和质量控制的内容，题型分为单选题、多选题、配伍题、

判断题、名词解释、简答题、论述题、病例分析题等。这两部试

题库的导入为本科室的试题库，建立了充实的试题资源。在此

基础上，本科室还选用了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临床医

学检验技术职称考试》中的部分题目，并且依据本科室实际使

用的仪器如自动化流水线、大型生化分析仪、大型免疫分析仪、

全自动血型分析仪、全自动凝血分析系统、尿液流式分析仪、全

自动血沉检测分析仪等，将培训考核中的题目导入试题库，更

加贴合实际的工作，考核更加具有针对性。将这些全部的题目

依据难易程度设置难度系数，并且使难度分布符合正态分布。

每个题目都给出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为试卷的设置和阅卷带

来了便利。

试题库管理系统是一款使用简单，界面美观的教学管理软

件。该系统具备查询功能、智能组卷、分析反馈等功能。例如

智能组卷，设定好相应的条件，如考核内容，试题难易程度，考

核时间和分值即可自动生成一套目标试卷，试卷生成后可以根

据试题的题型、章节、内容等分类录入、修改、删除试题，并且可

以通过试卷导出生成 ＷＯＲＤ试卷，进一步编辑格式和内容。

该系统可以设置用户名与密码，登陆后满足在线考核的要求，

对考核后的试卷也可以进行在线分析，同时该系统也可以导出

试卷后书面考核。具有使用范围广，选题分布好，速度快，通用

性好的等优点。

２　试题库的应用

利用试题库除了可以完成通常的教考分离外，还可以方便

地完成习题集的编制、模拟考试、专项测验以及检验科实习生

的出科考核任务等。在这套软件系统建立后，利用这套试题库

软件系统对本科室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的实习学生共２８人进行了

六次的出科考核（即１６８份考试试卷），从应用情况来看取得了

较好的效果。

２．１　研究对象和方法　以本院检验科来自两所医学院校检验

专业的本科实习生为研究对象，共２８人，其中男生７人，女生

２１人。共进行考核６次，对这１６８次的考核成绩进行统计分

析和研究。试卷的生成采用自动生成加人工干预，去掉不合适

的题目，加入相应难度的考核题目，分值均为１００分。评卷方

法按照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阅卷打分。分析方法通过ＥＸＣＥＬ

输入数据，并进行数据统计和处理分析，计算试卷考核的成绩、

难易度、区分度、信度等指标。

表１　试卷各题型得分情况及分析表

题型 题量 满分 最高分 最低分 平均分 标准差
难度

系数
区分度

填空 ２０ ２０ ２０ ９ １６．０３ ２．１２ ０．８ ０．２５

选择 ３０ ３０ ３０ １６ ２４．８９ ２．６７ ０．８３ ０．２１

判断 ５ １０ １０ ４ ８．００ １．４４ ０．８ ０．３４

名词 ３ １５ １５ ８ １２．９８ １．９９ ０．８７ ０．３２

简答 ３ ２５ ２４ １３ １９．６４ ２．３１ ０．７９ ０．２１

总分 ６１ １００ ９８ ５５ ８１．５４ ８．８３ ０．８２ ０．２５

２．２　试卷考核结果　试题类型分为填空题、选择题、判断题、

名词解释和简答题五类，其分值分别为２０分、３０分、１０分、１５

分和２５分。试卷共包括６１道题目，满分１００分。其中最高分

为９８分，最低分为６３分，全距３５分，平均成绩８６．９４分，中位

数８３．５分，众数８８分。把８０分以上的成绩列为优良，总体优

良率为５７％，不及格２人，不及格率１．１％。各题型分别得分

情况及难度系数、区分度分析结果见表１。试卷成绩频数分析

结果，９０分以上２２人，８０～８９分７３人，７０～７９分５４人，６０～

６９分１７人，低于６０分的２人。

３　讨　　论

目前国内外文献检索在高等医学院校中试题库应用已经

非常普遍，但是在大型综合性医院的检验科中单独建立试题

库，尚未见到相关的文献报道［５８］。通过对本科室的试卷考核

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初步判断本科室的题库在应用中的优势和

不足，以进一步改进试题库，更好地为检验科的继续教育服务。

３．１　试题难易度分析　难度系数（Ｐ）是测定每题的平均得分

与满分的比值，指学生对某一试题做出正确回答的百分率，是

衡量试题与试卷难易程度的指标。Ｐ的取值范围为０～１，Ｐ越

大，则难度越小，Ｐ越小，则难度越大，Ｐ＝Ｘ／Ｗ。Ｘ为受试者某

题的平均得分，Ｗ 为该题满分值。本院的试卷进行难度分析

后显示，各个题型的难度系数基本都在０．８左右，相对来说没

有太难的题目，这与考核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督促大家学习，使

实习学生能更好地完成实习任务的目的相一致的，所以基本

合理。

３．２　试题区分度分析　考试区分度是评价试题质量、筛选试

题的指标和依据。区分度是指试题或试卷对考生实际水平的

区分程度，是判断试题具有多大能力把成绩较好和较差的学生

档次区分开来的指标，Ｄ＝ＰｈＰｌ。Ｄ为区分度，Ｐｈ为高分组该

题难度，Ｐｌ为低分组该题难度（高分组为总分前２７％的学生

组，低分组为总分后２７％的学生组难度，分别以难度公式计

算）。对试卷的各个题型及整体区分度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判

断题和名词解释题的区分度分别为０．３４和０．３２，区分度较

好，填空题的区分度０．２５，选择题和简答题的区分度均为

０．２１，综合看整体试卷的区分度为０．２５，整体区分度稍弱。在

以后的试卷生成中需要加以改进，增加区分度。

３．３　试卷信度分析　试卷的信度是该试卷检测结果的可靠程

度，即被测者在测验中的实测值与其真值（被测者的真实能力）

的一致性。信度（α）是测验所得分数稳定性和可靠性的一个指

标，一般认为试卷可信度在０．４０～０．７６。信度采用克伦巴赫ａ

系数计算信度：ａ＝（Ｋ／ｋ－１）（１－∑Ｓｉ２／ＳＴ２）。公式中，ａ为信

度系数，Ｋ为试题量，∑Ｓｉ２为每题各受试者得分的方差和，

ＳＴ２为每个受试者所得总分的方差。通过对试卷各个题目的

得分情况和总分情况的汇总分析后，计算出α＝０．６６，表明试

卷的信度是很好的，成绩是可以信赖的。

３．４　试卷效度分析　试卷的效度是指该试卷测验结果的有效

性，即是指一种测验能够正确地测量出它所要测量的特性或功

能的程度。考试内容有效性是指考试内容是否能有效地用以

测量学生的知识和能力。考试不可能包含全部所学内容，只能

从中选出一部分有代表性的内容，编制试题和试卷，再根据考

试分数来推断学生对该门课程的知识技能的掌握情况。本科

室试卷包含了教学及临床实践中的相关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

的内容，覆盖了重点内容，各部分题目比例适当，根据学生试卷

大体情况分析，基本掌握了所学内容，试卷有效性好。

通过近两年的努力完成了本科室的试题库，并且将其应用

于检验科日常的教学活动中，为本科室带来了极大的便利。通

过对学生考试成绩的分析，得出试卷的信度系数为０．６６，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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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度也很切合实际使用。同时发现，在对试卷的难度和区分

度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本科室试卷的难度稍微偏低，部分题目

的区分度不是很高，这些方面是今后在试题库应用中需要进一

步加以改进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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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多层次实习教学模式的探讨

欧宁江（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红会医院检验科　５４３００２）

　　【摘要】　近十年来检验医学发展迅猛，我国职业教育及高等教育多方位展开。随着社会进步，人们对医疗卫生

服务有了更广泛的需求和更高的要求，检验医学生的培养方向趋于分化，以适应不同层次的社会需求和医疗需求，

并致力于提高临床检验的技术、诊断、服务等方面水平，本文从检验医学生临床实习多层次教学模式的实践中总结

经验，尝试探讨一种满足社会需求、医疗需求和检验从业人员个人需求的实习教学模式。

【关键词】　教学模式；　社会需求；　医疗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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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省的医院检验科教学团队中教师资质多样化，各大医学

院校以及中等教育卫生学校的临床检验的学生，基本选择在三

甲医院实习，部分在二甲医院实习。不同学校、学制的实习大

纲不同，但基本都强调检验项目检测的完整流程，包括试剂配

制、检测原理、实验操作、参考值、临床意义、注意事项、质量控

制等。目前临床实验室的工作流程注重程序化，首先工作量大

强调条理性，合理安排工作时间；其次严格质量控制，因此需要

具备在工作流程中对异常情况的辨别能力，比如鉴定标本是否

合格，异常检验结果的及时复检，各种不符合项的及时沟通、处

理以及做好相应记录；第三，强化规范意识，要求工作态度严

谨，严格遵守仪器维护管理程序及检验项目标准操作规程，减

少差错及故障发生率，确保日常检验工作顺利进行和检验报告

及时准确发出。

１　多层次教学方法及实践

１．１　本科生的启发式和提纲式教学　大学本科的检验医学

生，理论基础比较全面、扎实，在实习阶段，教师应当帮助他们

尽快从理论进入实践，把教科书上的概念与在实际运用结合起

来。其次，帮助学生构建知识框架，把树干建立起来，各分支要

点标题清楚，循序渐进地让它枝繁叶茂。在临床检验教材的基

础上，增加一些新的概念和理念的介绍，比如“完整的检测系

统”“溯源性”“第三方质控”“全球比对方案”“质量体系”“能力

验证”“六西格玛质量控制管理理念”等，激发学生主动学习。

本科生主动学习能力和概括能力较强，教师应充分利用网络资

源优势，启发学生搜索相关知识，培养学生查阅文献的良好习

惯，随时关注本专业领域国内外最新的研究动态，提高独立学

习的自觉性［１２］。

１．２　专科生的提升式教学　专科生的学制较短，理论课课时

比五年制本科少，基础略显单薄，就业方向基本面向二甲医院，

是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成果，可使二甲及二甲以下医院能配备更

多的专业技术人才，而且，具备一定的再教育再提升的潜能，教

师应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在专科生临床实习中，除注重动手能

力的训练，还应培养学生观察、思考、钻研的思维能力，鼓励学

生“专升本”，进一步提升自己。

１．３　中专生的引导式教学　中专生在校课程相对比较简单，

学生的专业思维不太活跃，就业方向多是乡镇卫生院或民营小

医院，教师应首先进行实践性引导，在动手的过程中培养专业

意识、职业岗位意识，提高认知能力和动手能力，边学习边总结

边提高。

基于实验室的实际工作状况，不同学历的学生一起实习，

教师在讲解仪器构造、工作原理、维护保养、使用等操作注意事

项时，要充分考虑到不同学生的接受能力，在难点重点部分放

慢讲解速度或重复讲解，以便学生理解和记忆。在日常工作中

讲解检验结果审核判读时，应尽量条理清晰，以便学生以简单

记忆的方式强化记忆，再参考教科书或相关文献做进一步了

解。每周安排时间进行理论课指导，由检验科人员授课，内容

涵盖血液学检验、体液检验、生化检验、免疫学检验、微生物检

验、院内感染控制、生物安全、实验室质量管理等，由资质较高

或经验丰富人员担纲教学，讲课方式以多媒体教学为主。激发

学生自我学习提高的能力，注重观察能力的培养，比如在日常

工作中养成记录好习惯，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措施和改进

效果记录下来，这是实验室质量管理的基础工作，可以养成持

续性改进的思维习惯，有利于学生个人的成长和提高职业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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