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应用范围"在医学检验技术专业

的其他专业课程的实验教学中推广此实验教学模式"

摸索出一套适合高素质医学检验专门人才培养的课

程体系运作模式"包括改革内容选择+实施办法+评价

体系+激励机制等"为社会培养更多的优质检验人才#

参考文献

,

3

- 陈永梅"彭春艳"范荣梅
0

$临床检验基础%双语教学在市

辖区省属高校的应用研究,

^

-

0

检验医学与临床"

!"34

"

36

&

38

'!

!8$8&!84"0

,

!

-

b%Q5>;[Y

"

B;[57ZS[ A

"

=57ZBV

"

IN(*0Z.JI2&

,

2(JP(NINI/G.)/(*TR)**TN2().).

,,

P)JIJH

]

TNPJI.NNP&

N12T

222

(.(*

]

T)T1UNPN12Tf(NN)NPJIT

"

NPNIITf(//I

O

N(./I

(.J*I(2.).

,O

21

,

2ITT).(.)..1L(N)LINI(/G).

,

'1JI*

,

^

-

0

VA;AIJ%JP/

"

!"":

"

:

&

3:

'!

3:0

,

#

-

<%FK@;

"

V7SS>BS%<<7 A

"

7ZBS>Ka0>'

O

*I'I.N(&

N)1.1U(.I(2&

O

II2NI(/G).

,

'1JI*).

O

G(2'(/

]

IJP/(N)1.

!

IX

O

I2)I./IT(.J/G(**I.

,

IT

,

^

-

0;(.^[1T

O

YG(2'

"

!"3!

"

$9

&

9

'!

#86&#8:0

,

6

- 苏小丽
0

临床检验基础实验教学改革体会,

^

-

0

黔南民族

医专学报"

!"34

"

#"

&

3

'!

$:0

,

9

- 景晓红"曹励民"李晓峰"等
0

以学生为主体的综合设计性

实验教学实践初探,

^

-

0

医学教育探索"

!""8

"

:

&

3!

'!

396!&

39660

,

$

- 牟波
0

0互励互教式1微课教学平台的建设与实践研

究222以现代教育技术课程为例,

^

-

0

信息与电脑"

!"34

"

#6

&

3:

'!

!#4&!6"0

,

4

- 周莉
0

谈参与式教学中的小组合作学习方式,

^

-

0

甘肃教

育"

!"3#

"

#6

&

!6

'!

990

,

:

- 金红"闫海润"杨正亮"等
0

0临床检验基础1实验课教学改

革与实践,

^

-

0

实验室科学"

!"34

"

!"

&

3

'!

3!$&3!40

&收稿日期!

!"3:&"!&"6

!!

修回日期!

!"3:&"6&!6

'

教学!管理
!"#

!

$%&'()(

(

*

&+,,-&$)./0(122&/%$3&/$&%2%

+临床检验基础,微课制作的探索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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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医科大学检验医学院!重庆
6"""3$

%

!!

摘
!

要#

!

+临床检验基础,是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医学检验专业最重要的专业课程之一'+临床检验基础,是

传统的教学方式与微课教学两者结合!且契合度非常高的一门课程!微课教学弥补了传统教学中的短板!不仅

丰富了教学资源!提高了学生学习专业课的积极性!提高了学生对教学重点&难点掌握的准确性!同时也为教师

专业发展和学生自学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平台'+临床检验基础,微课制作!选题是关键!教学路径的设计是

纲领'

关键词#微课$

!

临床检验基础$

!

设计

中图法分类号#

566$

文献标志码#

V

文章编号#

3$4!&8699

"

!"3:

%

!3&##39&"#

!!

$临床检验基础%是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医学检验

专业最重要的专业课程之一"是医学检验学中最基础

的课程,

3

-

#由于教学内容比较宽泛零散"内容枯燥"

属记忆型的+手工操作的+形态识别的教学内容偏多"

因此"如何把控$临床检验基础%教学重点+难点"提高

教学技能与效果"激发学生对本课程学习的积极性就

成为专业课教师为之积极探索的重要教学难题#传

统的教学方式为教师依据
YYS

及板书授课"学生被

动听#显然这种传统的教学方式已远不能满足学生

对知识掌握的需要#近年来"新的教学理念+教学模

式和教学形式不断出现"为高等医学教育改革注入了

新的活力和思想#特别是基于网络视频信息技术的

兴起"微课自
!"33

年在国内首次被提出后"已成为教

学改革的热点"尤其在基础教育领域更是受到一线老

师的喜爱,

!&6

-

#泛在化学习理念的提出"促使传统教

育和学习向移动化+碎片化+微型化转变#微课由于

短小精悍+主题突出+资源多样+交互性强+半结构化

等特征在泛在化学习环境下占有重要的地位,

9

-

#微

课是指以教学视频为主要的教学载体"利用
9

#

3"

').

时间讲解一个非常碎片化的知识点"记录教师在

课堂内外教育+教学过程中围绕某个知识点&重点难

点疑点'或教学环节而开展的精彩教学活动全过程#

核心理念是集中阐明一个知识点"针对某个知识点展

开的各种教学资源的有机组合"教学内容短小凝练"

形象生动"学习效果突出"令人难忘#笔者认为在检

验专业课程中"$临床检验基础%是传统的教学方式与

微课教学两者结合"且契合度非常高的一门课程"微

课教学大大弥补了传统教学中的短板"不仅丰富了教

学资源"提高了学生学习本专业课的积极性"促进了

学生对教学重点+难点掌握的准确性"同时也为教师

专业发展和学生自学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平台#为积

极探索$临床检验基础%微课制作"笔者及所在的教学

团队做了一些尝试"提出做好微课特别需要注意以下

几点的思考#

$

!

+临床检验基础,微课的选题

!!

如何选题是微课制作最关键的一环"好的选题是

)

93##

)

检验医学与临床
!"3:

年
33

月第
39

卷第
!3

期
!

<(HAIJ;*).

!

K1LI'HI2!"3:

!

M1*039

!

K10!3



做一节精彩微课的基本要素"选题要有针对性"切忌

脱离实际"大而空#

$0$

!

选择理论教学中的重点+难点
!

传统教学中教

学内容多"一堂课不可能只阐述一个知识点"缺乏视

屏动画的展示"尤其对于肢体语言不太丰富的教师"

很难生动+透彻讲清楚一个知识点#笔者依据教学大

纲"选择了一些章节的重要知识点制作微课"如!细胞

病理学基本检验中"女性生殖道细胞病理学是教学重

点"而女性生殖道肿瘤的筛查
S;S

又是必须要掌握

的重点教学内容"因此"选择了0

S;S

与宫颈癌1这一

重要的知识点制作微课#由于$临床检验基础%教学

内容繁多"检验专业
9

年制改为
6

年制后"大多数学

校面临学时数压缩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弥补

课堂不能讲到或讲深讲透的问题"如!血液一般检验

中"血红蛋白检查即是重点又是难点教学内容"而血

红蛋白的结构及衍生物的知识点是掌握血红蛋白检

查方法的基础和难点"由此"选择了0血红蛋白及衍生

物1这一教学难点制作微课"把复杂+抽象的问题具体

化+形象化"使学生能在一个愉快轻松的环境中学习#

由于对微课的制作才起步"做的选题还远不能满

足$临床检验基础%教学的需要"要进一步做的选题还

很多#如!血液分析仪电阻抗法及临床应用+血液分

析仪光化学法及临床应用+红细胞参数及临床应用+

白细胞及参数临床应用+血小板细胞及参数临床应

用+蛋白尿检测方法评价与质量控制+尿糖检测方法

评价与质量控制+尿管型鉴定及临床应用+尿液干化

学分析仪及质量控制+尿液有形成分分析仪参数的临

床应用+精液显微镜检查及质量控制+正常上皮的形

态学特征及恶性肿瘤的形态学特征等#用这些选题

制作$临床检验基础%的微课能更好地满足学生对不

同知识点的个性化学习+按需选择学习"既可查漏补

缺又能强化巩固知识"是对传统课堂学习的一种重要

补充和拓展资源#

$0/

!

选择实践教学中技能操作重点+难点
!

$临床检

验基础%形态及手工操作基本技能较多"仅依靠上课

时的示教让学生准确地掌握操作技能明显存在不足"

为此针对重点实验的操作方法+正常和异常血细胞的

形态+临检常用仪器的检测原理和使用方法"以及学

生实验标本来源困难的实验的部分技能型知识点做

了微课#例如"血液标本采集和血涂片的制备"以及

血细胞计数板的使用均是检验专业学生必须要掌握

的基本功和重点"因此制作了血涂片的制备方法+血

细胞计数板的应用及出凝血仪器使用的微课#血细

胞的形态的辨认不仅是重点"也是教学中的难点"根

据学习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分别做了粒+红+巨
#

系血

细胞形态为主题的微课#如与遗传相关的中性粒细

胞的改变及反应性淋巴细胞是教学中的难点"选择这

些教学难点"制作了遗传性白细胞形态异常及反应性

淋巴细胞微课#

通过微课的制作和在教学中的初步应用"笔者认

为关于技能教学的重点+难点微课制作还存在很大空

间"如手工法红细胞计数方法+红细胞沉降率测定的

不同方法及质量控制+血细胞分析仪的校准+血细胞

分析仪使用+尿液显微镜检查+尿液干化学分析仪使

用+尿液有形成分分析仪使用+大便隐血测定的方法

及比较+阴道清洁度检查+精液检查及肿瘤的脱落细

胞形态特征等#用这些选题制作$临床检验基础%的

微课"有利于学生对基本技能和形态学难点掌握"对

提高教学质量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

/

!

+临床检验基础,教学路径的设计

!!

选题是关键"教学路径的设计是微课制作的纲

领#所谓教学路径是指教师在课堂上为达到课程目

标而采取的一套特定的教学方案#教学路径设计是

根据对知识点掌握的要求和教学对象的特点"将教学

诸要素有序安排"确定合适的教学方案的设想和计

划#一般包括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教学方法+教学

步骤与时间分配等环节#在精心设计每一节微课教

学路径时"应对选择知识点进行科学分析"使它们更

符合教学的认知规律"达到层次清楚+形象生动的目

的"有效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才能激发同学的学习兴

趣"教学效果最佳#就$临床检验基础%教学特点"在

设计微课的教学路径时"笔者就0

S;S

与宫颈癌1的微

课制作谈谈体会!&

3

'对本节微课的知识点首先提出

思考题"包括
S;S

与传统制片有何不同"

S;S

仪器

的类型+主要原理及评价#思考题高度总结了本节微

课应重点掌握的内容#&

!

'对知识点层层剖析"尤其

是教学难点要讲深讲透"有背景知识!如宫颈癌发病

的流行病学及病理过程"但一定要突出重点"讲清楚

S;S

基本概念"

S;S

与传统人工涂片的优缺点"

S;S

仪器的类型及评价"以及
S;S

是降低宫颈癌病死率

行之有效的方法"做到层层递进"逻辑清晰的讲解#

&

#

'要查阅大量最新的相关资料"有一定拓展知识"激

发同学的求知欲望#&

6

'利用视频的优势从网上选择

和自己制作动画"达到形象生动"化解难点的目的#

&

9

'根据教学内容的轻重进行合理的时间分配"时间

控制在
$

#

3"').

内#&

$

'为加强专业外语的学习"最

好要有
#

#

9

个英语专业词汇#&

4

'微课最后要有对本

节教学有简单的总结"做到首尾呼应"使学生对这一

知识点的学习记忆深刻#&

:

'教学路径的设计一定要

反复修改"与录像+制作+编辑的老师做好沟通#

教学路径的设计是分析教学问题+解决教学问题

的程序纲要"是学习者获得知识+技能的效率和兴趣

的过程"是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使学生在最短

的碎片化时间内能够掌握更多的知识"达到教学效果

最优化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最终达到纲举目张的最

佳教学效果#

总之"微课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了便利的条件"除

了有助于学生学习和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提高"同时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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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也是一种提供教师学习"促进自身提高的课程#当

前"微课程的制作者多是一线教师"熟悉本专业的教

学"因此"制作精良的微课"弥补教学资源不足是教师

义不容辞的责任"是每个新时代教师应该具有的技

能"是当前网络时代背景下教育信息资源建设的新趋

势#从微课的发展可以看出"微课促进课程教师专业

发展和教学能力提升"因此在医学教育中的应用也不

断提升"如在
!"3#

年举办的第十三届全国多媒体课

件大赛中"参赛的医科类微课仅有
36

件"所占比例仅

为
#043E

,

$

-

"而
!"36c!"3:

年每年都在举办全国高

校&医学类'微课教学比赛"参赛作品在数量和质量上

均有明显提高#临床检验医学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

实践性"$临床检验基础%可利用微课讲深讲透一个教

学难点"弥补传统教学的不足"得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以推动医学微课的发展#几年来本教学团队对$临床

检验基础%制作的微课并在教学中的应用"得到师生

的好评"在微课设计开发与应用上取得了一些成效#

回顾与总结微课制作所取得的成绩"剖析与反思存在

的问题"对于推动以微课为核心的教育教学模式创新

和资源建设格局的形成"培养医学生对基础医学知识

的理解与实践能力"促进学生主动学习与终生学习的

能力培养,

9

-

"深化微课的应用与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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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总结了临床微生物检验的现状及学科特点!探索了一种新的微生物教学方法!即联合以问题

为导向"

YV<

%教学法与以案例为基础"

;V<

%教学法!重点探讨了
YV<

和
;V<

教学法在微生物检验教学中的联

合应用对师生的要求及对其他教学资源配备要求!旨在提升教学效果!培养优秀的微生物人才'

关键词#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法$

!

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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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微生物检验这门学科综合性强+发展极为迅

速"在临床医学和检验医学中作用日益突显"给带教

工作带来很大挑战#传统教学法在实际带教中已不

能满足需求"须探索一种理想的教学模式#以问题为

导向&

YV<

'教学法是目前高等医学院校一种新型的

教学方法#以案例为基础&

;V<

'教学法宗旨是将真

实病例应用于教学中#临床微生物学检验的任务要

求对感染性疾病进行快速+准确的实验室检查"密切

结合临床对诊疗方案提出及时+有效+合理建议"预防

病原菌耐药性的产生和减少医院感染的发生#将

YV<

与
;V<

法联合应用"能达到微生物检验教学目

标"提升学生胜任岗位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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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微生物检验的现状及学科特点

!!

易感人群不断增加+新病原体不断出现+已控制

病原体死灰复燃"以及多重耐药菌和院内感染日趋严

重"都已成为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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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微生物检验

工作人员提供更多+更及时+更准确的病原学证据"是

解决这些问题的基础#

微生物标本的采集+运送+处理"病原菌分类+鉴

定思路+药敏试验"以及微生物流行病学的分析方法"

这些知识纷繁复杂"却是做好微生物检验工作的基本

要求#只有全面快速掌握"才能真正满足临床需求"

指导临床准确有效地使用药物进行精准治疗#抗微

生物药物耐药性的恶性发展"将使药敏试验的理论和

操作更加繁杂"这就要求临床微生物检验工作人员必

须时刻应用新知识来武装自己#

同时微生物学又是一门突飞猛进的学科#当今

时代是临床微生物学充满活力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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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糖体基因和全基因组测序等新的技术工具深刻影

响着检测与鉴定微生物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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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临床微生

物学实验室在未来几年内可能会应用这些新技术#

基于这些新技术的应用"将会有很多新的属名和种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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