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将来能够胜任岗位工作。

１．４　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倡导陈寅恪先生的“自由之

思想，独立之精神”　作为选修内容，组织课外活动，尽快消除

不同学校、地区、学历的学生之间的陌生感和拘束感，加深彼此

的感情，增强集体荣誉感。在活动中大家共同参与，互相帮助，

分享学习经验。增加一些课外辅助内容比如看电影、阅读（请

学生朗读文学、历史、评论性的文章），内容可以是教师选定也

可以是学生选定，激发学生的参与意识，拓宽学生的视野，提高

美学修养，丰富学生的思维，这有利于提高在学习和工作中解

决问题能力，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及服务

意识，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上热爱本职工作，尽职尽责。

在设置教学课程和课外活动之前，征求学生的意见，可以

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和主动管理意识，对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

中发挥主观能动性有启发作用。完成教学课程之后，请学生进

行教学评估，提高他们主动管理自己学习、工作的兴趣，在未来

的工作岗位上更好地与临床科室沟通、更好地进行医患沟通，

也促使学生思考如何更好地完成实习阶段的任务，如何将课堂

理论更好地在实践中运用。

２　临床实践教学的延续性试验

鼓励学生参加继续再教育，进一步深造，提高学历，思考自

身的职业发展道路，让学生了解医疗行业，认识到作为一名医

务工作者要不断地学习新知识新技术，从实习阶段起学会自我

管理，包括安排自己的各个专业组的轮转日期。积极采纳学生

提出的好建议，比如利用网络优势和年轻人热衷的社交方式，

建立年度实习生ＱＱ群，以学生为主体，邀请教师参加，大家随

时可以在网上交流讯息，互相解答一些在学习工作生活中遇到

的问题。在实习阶段后期及毕业后，学生们会遇到许多的新问

题，比如择业方向、就业层次、学业提高、职业发展等问题，有教

师和同学的关心支持互相交流，可以帮助学生勇敢面对困难和

挫折，提高自信心，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逐步走向成熟。作为

教学科室，尽量多保留学生们的一些实习资料，比如课外活动

中的照片、出科考试的试卷、日常上班上课的照片等，放在 ＱＱ

群空间里，多年以后，将成为珍贵的资料和记忆，这样的一种人

文的关怀和情怀，会在漫长的人生岁月中给人永远的激励。

临床检验学生的实习阶段，是一个人从学校迈向社会的准

备阶段和过渡阶段，带教老师应该全方位加以引导，而不仅仅

是专业辅导，而是要让学生在未来的人生阶段从学习和工作中

获得快乐和成就感，这样就能给临床检验工作融入一点人文关

怀，多一点人道主义，有利于促进学生今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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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安卓操作系统的掌上设备在医学检验教育中的应用

李　萌，李　山，秦　雪（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南宁　５３００２１）

　　【摘要】　近年来，以安卓操作系统为代表的掌上设备，如 ＭＰ４，ＰＤＡ，手机，平板电脑等飞速发展，很大程度上

改变了人们获取及处理信息的方式，作为传统高校教育模式的一种补充和发展，利用掌上设备进行“移动学习”日益

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发展潜力和趋势。本文从移动学习的角度出发，结合医学检验教育的特点，探讨了基于安卓操作

系统的掌上设备在医学检验教育中的优势所在，以及可能的应用形式和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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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基于便携式掌上设备的移动学

习正展现出其方兴未艾的发展潜力，这种可以“随时、随地、随

身”的崭新的学习方式不仅具有网络化、智能化、多媒体化的特

点，同时还可以节约教学成本，提高教学效率［１］。在信息化社

会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移动学习具有移动性、普适性和泛在

性等特点，成为高校教育信息化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作为传

统的高校教育模式的补充、优化和发展，必然会给其注入新的

活力。国内已有学者设计了移动学习的结构模型和功能应

用［２］。本文着重分析基于安卓操作系统的便携掌上设备在医

学检验教育中的优势和特点，探讨其在医学检验教育中的应用

形式和基本功能，现报道如下。

１　安卓掌上设备在医学检验教育中的优势

１．１　学习工具的便利性　掌上设备首要的特点就是便携，与

传统教育模式下的课本、计算机等教材及教辅工具相比，体积

和质量都大大减少，极其方便学生使用；比如医学检验学生不

仅要学习公共英语，还要学习医学英语，相关的英文词典都是

笨重的“大块头”，而掌上设备可以下载电子化的英文词典或者

在线使用网络词典，没有重量，没有体积，检索效率还比传统的

纸质词典要高出许多。至于掌上设备的智能操作系统，目前主

流的就是Ｇｏｏｇｌｅ公司的安卓和苹果公司的ＩＯＳ两家。而安卓

掌上设备与其主要竞争对手苹果公司的ＩＯＳ设备相比，虽然

用户体验不如后者，但后者高昂的价格阻碍了其在经济基础尚

不雄厚的学生群体中间的推广和应用，在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

国家，在教育领域推广安卓掌上设备是一种比较切合实际且行

之有效的做法。

１．２　学习时间的灵活性　基于便携式掌上设备的移动学习强

调的是“随时、随地、随身”的学习方式，实质上是一种“微型学

习”［３］。特点是不再受到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学生可以利用业

余时间来学习，提高了效率。就医学检验的具体课程而言，有

部分内容相对比较复杂，难以记忆，而利用业余时间来复习，可

以多次在脑海中“重现”相关内容，易于提高记忆效果和学习

效率。

１．３　学习资源的丰富性　便携式掌上设备绝大多数可以便捷

地借由 ＷＩＦＩ或２Ｇ／３Ｇ网络接入Ｉｎｔｅｒｎｅｔ，这就意味着可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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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存储和使用互联网上几乎无限的教育类资源，这类资源大

多数是可以免费获取的，而且不会像传统的纸质资料收集一样

带来重量和体积上的增加。而安卓系统由于天生就具有开源

的特点，相比ＩＯＳ系统来说，其免费资源更多，而且使用起来

更加方便。除了如前所述的外文词典类应用，还有很多教育类

应用可以用于医学检验课程教育之中，比如医学检验是一门注

重基础形态学的学科，学生要在课程中借助显微镜学习及辨别

各种细胞，微生物，寄生虫，管型，结晶等物体，假如有一本全面

且出色的图谱帮助学生学习，可以起到事半功倍之效，而传统

的纸质图谱不仅体积较大，而且价格不菲，客观上影响了其使

用。在掌上设备中可以直接观看ＰＤＦ或者ＪＰＥＧ格式的图谱

电子版本，正版的大多在１０元人民币以下，无论从便携性还是

经济性上都比传统纸质图谱要出色许多，此外还可以在电子版

本的图谱上自由输入备注以帮助加深印象或理解。

１．４　学习形式的自主性　安卓系统具有良好的兼容性和易用

性，可 以 支 持 包 括 ｄｏｃ／ｐｐｔ／ｅｘｃｅｌ／ｊｐｅｇ／ｐｄｆ／ａｖｉ／ｒｍｖｂ／ｍｐ３／

ｍｐ４／ｍｐｅｇ／ｗｍａ等格式各类文件，而这些文件正是多媒体教

学不可或缺的；更重要的是这些文件从计算机上传输到掌上设

备后就可以直接使用，无需重新进行制作。在医学检验的教学

过程中，细胞图片、课件文档、实验操作视频等都可以帮助学生

理解课堂内容，在传统教育模式中，这些只能在上课时间的课

堂上看到，而在安卓掌上设备的帮助下，学生可以不受场所和

时间的限制，随时随地自主“点播”，自由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内

容进行学习，极大方便了学生。

１．５　学习过程的互动性　安卓掌上设备与其他同类型设备比

起来，凸显了网络功能。每台安卓掌上设备都可以借助网络连

接起来，互相分享资料。这种互联性为检验医学教育中的互动

性做了硬件上的准备。每位使用者都可以借助安卓掌上设备

搭建的互联平台向他人发布文字、照片、声音、图像等，教师和

学生可以平等地发表意见和见解，进行学术讨论、交流和协

作［４］。检验医学是一门注重实践能力的科学，实验部分在整个

课程中所占比重很大，而在实验课上教师与学生的互动性非常

重要，互动性做得好，学生容易产生兴趣，问题解决得快，吃得

透，学得深。

２　安卓掌上设备在医学检验教育中的应用形式

２．１　基于 ＷＩＦＩ网络环境下的应用形式　在 ＷＩＦＩ环境中，

每台连入该网络的终端都可以向处于同一网络内的其他终端

接收和发送信息。检验医学教育有个区别于其他专业的特点，

就是每年的招生规模都不会很大，专业课基本采用小班授课的

方式，而这正好适合使用 ＷＩＦＩ网络。现有的无线路由器，无

阻碍情况下可以覆盖大约１５０ｍ２ 的教室，理论上可供２５６台

终端同时接入，一般而言足够医学检验系一个年级学生教学使

用。在 ＷＩＦＩ组成的局域网中，授课教师和每个学生之间可以

自由传输文件和数据，比如在授课开始前，教师可以利用局域

网向各位学生的终端推送本次课程的资料，学生进入教室就可

以接收到，教师省时省力，学生也不用担心记不到要点，而且还

避免了频繁使用Ｕ盘拷贝资料带来的病毒威胁。安卓系统的

掌上设备还可以将自身变成网络 “热点”供其他使用者接入，

这样也使 ＷＩＦＩ环境下的分组讨论成为可能。

２．２　基于２Ｇ／３Ｇ网络环境下的应用形式　多数安卓掌上设

备，特别是手机终端，除了支持 ＷＩＦＩ形式连接网络外，也同时

支持以２Ｇ／３Ｇ形式来连接互联网，浏览信息，查找资料，下载

资源，甚至是问题求助自动答疑［５］。这种基于２Ｇ／３Ｇ网络的

应用形式摆脱了 ＷＩＦＩ覆盖面积有限的弊端，基本上有手机信

号的地方都可以上网，使学生摆脱了物理空间和学习时间的限

制，真正做到有需求时可以“随时、随地、随身”地完成学习目

标，将课堂和教室延伸到了授课时间和授课教室以外，实现了

移动学习的目标。

２．３　在离线环境下的应用形式　当无法连接 ＷＩＦＩ或者２Ｇ／

３Ｇ网络时，医学检验的学生仍可以借助安卓掌上设备强大的

多媒体功能进行学习：比如可以观摩多种格式的实验教学视

频，从中摸索实验成功的关键；也可以阅读电子课本和图谱，以

达到自学或复习目的；还可以借助离线电子词典等来辅导

学习。

３　安卓掌上设备在医学检验教育中的基本功能

３．１　基于设备硬件自有的功能　目前的安卓掌上设备，比如

安卓手机上常见的摄像头，运用得巧妙的话，针对医学检验教

学可以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在血细胞形态学类的实验课上，学

生经常会在显微镜下发现某些不典型的白细胞，对于初学者来

说容易造成困惑，即使立即请教老师并得到答案，下课后也可

能遗忘；而当时能够用摄像头拍摄下来，并且做好批注，对于课

后复习巩固印象则有着莫大的帮助。而在生化、免疫等注重实

验操作的实验课上，则可将老师的示教拍摄成视频并通过 ＷＩ

ＦＩ传送给学生，相当于每个学生都会获得一个老师“手把手”

的实验帮助，有利于学生快速掌握操作技巧，也有利于学生的

操作过程标准化。

３．２　基于网络环境下交互的功能　当安卓掌上设备连入网络

时，其便捷的交互性特点就凸显出来了。对于学生来说，可以

随时与教师进行学习交流或讨论，无需等待在上课时间才能当

面向教师提出问题，拓展了师生之间沟通的渠道，极大地提高

了师生之间的沟通效率；可以进行学习资源的下载或浏览，进

行自主化及个性化学习；可以接收老师发布的通知或信息，甚

至可以直接完成部分电子作业。而对于教师来说，则可以利用

其来随时回复学生的问题，提供指导、激励和支持，拉近了师生

之间的距离；也可以用来发布通知、布置作业、上传教学课件供

学生观摩。而对于教学管理人员来说，可以根据与学生的直接

沟通而掌握关于教学质量、教学效果和学生反馈的第一手

资料。

４　总　　结

安卓掌上设备的出现，弥补了传统高校教育模式的短板，

促进了学生的学习自主化、专业化和个性化，加强了教学双方

的沟通与交流。但是必须指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基于

安卓掌上设备的移动学习不会取代任何一种教育形式，而且目

前还面临着自身的一些问题，比如开源策略带来了低廉成本的

同时，也增大了安全方面的隐忧；又比如由于制造厂商较多，产

品质量参差不齐的现象也日益严重。然而瑕不掩瑜，在当前国

情下，利用物美价廉的安卓掌上设备在高校教师及学生中的普

及趋势，加强其在高校教育尤其是医学检验教育方面的研究，

以促进其与传统教育方式的融合，两者取长补短，这种新的学

习方式必将会给医学检验教育带来新的面貌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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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高专开设《急救护理学》必修课的实践与思考

李红莉，彭　奇，王梁平，张　懿，刘春江，桂　琛△（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４０１３３１）

　　【摘要】　目的　探讨高职高专《急救护理学》的教学方法与效果。方法　该校对２０１０级高职高专的学生开设

的《急救护理学》作为必修课，教学中突出理论与临床急救护理实践工作相结合、遵循学以致用的原则，以达到临床

实际需求的目的。结果　学生急救护理理论和技能操作技能的考核成绩平均８２分。结论　《急救护理学》课题的

学习有助于学生实际工作中达到“学以会用，用而有效，效而必果”的最终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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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高职高专学生急救专业知识，尤其是实训器材和现代

ＩＣＵ设备的匮乏这一实际情况，为了做好高职高专急救护理学

的教学工作，以培养学生的急救意识，培养适应现代社会需求

的合格人才［１２］。本校利用已有的护理教学资源，开设了《急救

护理学》必修课程，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１０级在校的高职高专的学生。大专学生

的来源均是当年高考上了一专分数线的考生，高职学生是从护

理专业中专毕业通过全市统考择优录取的，生源互补性好，知

识储备较丰富，自主学习能力强，主观能动性强，但实践动手能

力和临床思维能力较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组织教学　根据高职高专人才培养方案，在第四学期

开设《急救护理学》课程，它是医护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

总学时为３４学时，其中理论１４学时，实验２０学时，教材选自

人民军医出版社，关红、冯小君主编的《急危重症护理学》，学习

的主要内容见表１。学生根据不同的专业分别进行教学，教师

均为本校专职教师，而且都具备“双师”资质（即有教师资格证

和执业医师或执业护师资格证）。理论课：核心要素是概念讲

解清楚，关键性标靶“服务临床”要明确，手段主要是通过多媒

体实施教学；实验课：高职高专的教学应以“实训教学”为主，根

据课程内容的特点不同建立护理操作技能的实训优先、“以人

为本精神”为指导思想的新的实验课程模式；其方法是先由教

师示教，再将学生分组（２人１组）、８人形成“学习板块”进行实

训；“实训板块”可分为３个部分，分别是模拟患者、模拟急救现

场、在仿真患者身上进行急救实践技能训练或临床使用的“现

代仪器设备”的操作实训。

１．２．２　教学方法　教学在以交互式多媒体课件为主体教学的

基础上，根据知识内容的特点，设计、组织多种教学方法。如以

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法、案例式教学法、团队学习法、角色扮演法

等丰富、新颖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勤于思考、乐于实践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提高学生临床思维能力以及综合分析能力。

１．２．３　教学评价　（１）考核。课程结束时组织理论和操作技

能考试。理论考试为闭卷考试，卷面分１００分，时间９０分钟，

题型包括选择、填空、判断、名词解释、问答题；操作技能考试为

现场考评，总分１００分，内容是心肺复苏或止血、包扎、固定二

者选一，每个学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总评成绩由三部分

组成，平时学习成绩（包括上课答问及学习态度等）占５％，操

作技能考核成绩占２５％、理论考试成绩占７０％来综合考评学

生。（２）问卷调查。问卷调查的目的是了解学生对急救知识的

知晓率。针对１２种常用的急救知识及技能，设计单选题３０题

（每题３分），综合思考题１题（１０分），总分１００分。参加问卷

调查的学生是由２０１０级班级中随机抽取的４个班、共２００名

学生组成，要求当堂完成收卷。

１．３　统计学处理　运用ＳＰＳＳ１１．５软件进行统计处理，采用狋

检验，以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１　《急救护理学》教学内容与时间

内容 总课时 理论课时 实验课时

急救概论 ２ ２ －

院前急救的护理 ４ １ ３

现场急救技术 １０ ３ ７

急症科的护理工作 ４ １ ３

急性中毒抢救与护理 ４ ２ ２

常见理化因素所致症病的救护 ４ ２ ２

休克的急救与护理 ２ １ １

重症医学科的护理工作 ４ ２ ２

合计 ３４ １４ ２０

　　注：－表示无数据。

２　结　　果

２．１　考核成绩　教学前理论知识测试及格率为０，教学后理

论和技能操作测试均合格。２００名高职高专学生的平时成绩

平均９１．５分，操作考核平均成绩８３．５分，理论考试平均成绩

７９．４分，总评成绩平均８２分。教学前、后测试成绩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

２．２　学生课前急救知识知晓率调查结果　对中毒、溺水、触

电、中暑急救的知晓率达１２％～２２％，对心肺复苏、灾害事故

救护、特殊任务时值班、气管异物、脑卒中等急救知识知晓率仅

有５％～１０％。调查结果表明：高职高专学生急救知识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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