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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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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

评价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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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融入临床化学检验实习的教学效果%方法
!

对
>#

名临床检验诊断学

专业学生采用不同教学模式带教实习!评估其考核成绩$教学效果$用人单位追踪评价等指标%结果
!

实验组学生

的考核成绩优于对照组"

!

$

"9":

#&实验组学生对教学效果的评价优于对照组"

!

$

"9":

#!且教研室管理层对教学

效果的评价与学生一致"

!

$

"9":

#%用人单位评价方面!实验组学生专业技术能力$质量体系文件执行力和标准化

理念三方面打分均优于对照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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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

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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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融入临床化学实习的教学模式有助于提高学

生的专业素养和业务能力!值得在以临床实践和应用为导向的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教学中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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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实习是医学生由学校迈向社会#由理论学习走向工作

实践的桥梁和纽带)近年来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学科飞速发

展更新#

8)̂7$:$0/

等实验室标准化体系和实验室质量控制理

论不断深化完善#专业教材和教师授课中对上述内容的涉及随

之越来越系统和复杂)但对于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学生而言#

传统的实习时间和实习方式并不能给予其足够的时间和机会

对上述内容有足够深入系统的学习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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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习时间不变

的前提下#近
:

年来本科室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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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融入临床化学检

验实习#本文主要对其效果进行评估)

$

!

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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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

选取
#"$1

年至
#"$:

年首都医科大学临床检

验诊断学专业四年制本科生
$#

名#平均年龄
##90

岁(

#"$"

年

至
#"$:

年首都医科大学燕京医学院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专科

生
1#

名#平均年龄
#"9:

岁(

#"$"

年至
#"$:

年北京卫生学校临

床检验诊断学专业中专生
#0

名#平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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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
!

将学生分为两组#实验组
1%

名#对照组
1%

名#每

组学生的学历比例相同#在校成绩和入生化组入组考核成绩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学生的带教老师职称比例相同$均为副

高
$

名#中级
#

名%#且两组带教老师隔年轮换带教)对照组严

格按照培养方案和实习大纲带教#实验组在大纲的各节点中融

入
8)̂7$:$0/

要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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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
!

$

$

%入组考核和出组考核成绩!学生入组和

出组时分别进行理论和基本操作能力考核#统计每人入组和出

组成绩变化的百分比#进行组间比较)$

#

%全组老师打分!学生

出组时全科老师对其在组实习和学习情况和效果进行打分)

$

1

%其他专业组入组考核打分!由生化出组后进入其他专业组

时其他专业组对其进行入组考核#本文涉及其他专业组为免疫

组合临检组#各组去免疫和临检组学生的比例相同#统计该项

成绩的组间差别)$

!

%用人单位评价!学生进入用人单位后对

其进行半年的跟踪走访#由其所在相应专业组的负责人对其进

行打分)$

:

%学生对教学结果的评价!不同组别的学生分别对

教师的教学效果进行评价#包含打分和文字性意见)$

%

%教研

室"教学主管对教学结果的评价!教研室主任,副主任和教学主

管评价不同组别的教学效果#包含打分和文字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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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项打分数据汇总计算均值#比较不同学历学生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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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教学前后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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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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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进行统计检验和相关

性分析#计量资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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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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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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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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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成绩
!

实验组学生的考核成绩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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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后其出组成绩较对

照组明显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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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DT@

'

组别
入组"出组考核

成绩提高百分比$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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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组老师打分

$分%

其他专业组

入组考核打分$分%

对照组
$19"T#9: 0!90T:91 >19>T:9#

实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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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效果评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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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

'

组别
学生对教

学效果评价$分%

教研室对

教学评价$分%

毕业生三甲

医院就业比例$

_

%

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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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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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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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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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用人单位评价方面#实验组学生专业技术能力,质量体

系文件执行力和标准化理念三方面打分优于对照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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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心和理论功底两项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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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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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评价&

&[1%

+

DT@

+分'

组别 理论功底
专业技

术能力

质量体系

文件执行力

标准化

理念
责任心

对照组
0$9!T$:9> 019:T$"9# 0:9!T%90 >09:T$#9/ /191T:9%

实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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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

随着临床检验诊断学专业的不断发展#仪器的精密性和复

杂性越发提高#检验新项目层出不穷)同时#卫计委近年来出

台了一系列标准化文件#以规范临床诊断的流程和质量(国家

认证认可监督委员会也颁布了以
8)̂7$:$0/

为蓝本的国标

$

42

%)这些因素都使检验科的检验流程控制和质量控制理念

从传统的管理模式向着/工厂化管理0转变#检验科的质量情况

更多的是依靠复杂的指标体系得以体现*

!

+

)但就近年来本科

室接收就业的外校毕业生来看#其标准化理念和标准化操作经

验均有所欠缺#仍需加以系统化的培训才能上岗)针对上述问

题#联系本科室教学的具体情况#从
#"$$

年起对在生化室实习

的学生开展了以
8)̂7$:$0/

要素为主要内容的实习带教探索#

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效果)

考试成绩是评价学生学习效果的硬指标#不同组别学生的

考试成绩表明经过
8)̂7$:$0/

系统化培训的学生其出组考核

成绩相对入组考核成绩的增加比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同时出组

学生在下一个轮转专业组的入组考核成绩也表明实验组学生

具有更好的专业知识)本次试验涉及的考卷内容均紧扣培养

方案和实习大纲#并未刻意加入
8)̂7$:$0/

的相关内容#实验

组学生成绩的提高可能更多的是得益于经系统化的质量体系

培训使其对相关专业专业知识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更有效的记

忆)质量体系是一个闭环体系#而专业知识同样是环环相扣的

结构#质量体系上的每个节点都有专业知识与其相对应#对质

量体系的认知过程同样也是对专业知识的学习过程*

:

+

)

学生对其经历的教学过程会有自我评价#虽然其评价结果

会有主观因素#但一个正面的评价体现了教学过程中的互动是

良性的#知识和经验积累是有效的#同时也可以促使其在学习

中投入更多的精力#从而达成教与学的良性循环*

%

+

)在本次调

查中#实验组学生对教学效果的评价高于对照组#提示该教学

模式在学生的学习感受和学习效果方面均具备先进性(教研室

对教学效果的评价结果也与学生评价相吻合)同时#用人单位

对实验组毕业生的业务能力和专业素养予以了好评)至此#学

生,教师,教学管理者和用人单位均对实验组学生接受的教学

模式予以了肯定)

综上所述#历经
:

年的教学实践后#教学评价结果表明将

8)̂7$:$0/

要素融入临床化学的教学模式有助于提高学生的

专业素养和业务能力#值得在以临床实践和应用为导向的临床

检验诊断学专业教学中加以更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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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为了提高临床护理带教质量!从带教老师$学生$管理及社会
!

个层面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教师的综

合素养$带教能力$知识水平$教学方法$学生的职业目标$学习动力及方法$医院管理层的人性化科学管理$社会的

理解与信任以及学校$患者的积极参与都对护理教学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必须通过多方面$多环节的积

极配合与支持!才能培养出优秀的适应社会需要的新型护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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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生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提高护理带教质量#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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