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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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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
;V<

与
YV<

教学法在临床微生物检验带教中的应用

张利霞!胡同平!魏
!

伟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内蒙古包头
"36"3"

%

!!

摘
!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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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临床微生物检验

中图法分类号#

566$

文献标志码#

V

文章编号#

3$4!&8699

"

!"3:

%

!3&##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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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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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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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7<?>&SF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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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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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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专业书籍中描述"而这些全新知识的传授对

该学科带教老师提出了更高要求#

总之"这门学科面临着诸多挑战"教学是学科发

展之本"探索一种理想的教学方法已势在必行#

/

!

YV<

和
;V<

教学法

!!

YV<

教学法"最早由美国教授
V755FbB

引入

加拿大的
A/A(TNI2

医学院进行医学领域中的教学"

是以学生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的一种教学方法,

#

-

#

近几年国内许多学者论证了该方法在医学教学领域

中不同学科使用的优缺点"我国微生物检验教学中

YV<

方法的使用尚处于摸索尝试阶段,

6&$

-

#

YV<

教学法的实施过程是教师先将学生分组"在

讲课前
3

#

!

周提出问题"要求学生利用检索工具查

找相关资料"分组讨论"课上教师和学生互动"补充+

深入和总结"完成该内容的学习"每单元学习结束后

进行小组评价和自我评价"以书面报告作为考核体系

的一部分#教学过程中"以学生为主体"学生可以自

由发挥+畅所欲言"弥补了传统教学法对学生自主性

的束缚"培养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但是由于医学知

识涉及的面特别广"如果基础掌握较少"在花费大量

时间查阅资料着手解决问题时"往往不易抓住重点而

导致学生有挫败感"更重要的是由于偏离教学目标使

得教学成绩不能在当今的考核体系中体现"因此其应

用受到限制#

;V<

教学法是以病例为基础的教学方法"意在用

手头的实际病例"让学生身临其境"同教师一起去探

究解决方案#更加强调选择问题要紧密结合临床实

践"教师要引导学生能有针对性地较明确地思考问

题"让学习更为高效"同时提升学生的岗位胜任能力#

不难看出"单纯
;V<

法的应用在实践中也将面临多

重挑战#如果
;V<

与
YV<

教学法联合"理论上二者

能扬长避短"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研究也表明结合

;V<

与
YV<

教学模式在我国肝胆外科教学中+内科

学教学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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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师课前需要围绕临床真实病例设计相关问题"

真实病例较模式化的病例更为复杂"干扰因素多"难

度较大#如一份标本同时检出
!

种病原菌"在确定到

底哪一种是真正的致病菌时"除了要有扎实的微生物

学知识外"还要依靠与临床的有效沟通"这就要求微

生物专业教师具备临床病例涉及的生理+病理+鉴别

诊断等各方面临床知识#只有这样"教师才能将所有

知识关联"提高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学生

结合病例诊断要深入思考一系列的问题"如患者被诊

断为肺炎链球菌引起的中枢神经系统感染"脑脊液中

却未培养出该菌"在分析原因时学生需关联到标本送

检的及时性+苛养菌的培养条件及肺炎链球菌自溶酶

产生对检出率的影响等因素#深入思考的前提是学

生具备结合教材拓展相关联专业知识的能力#

1

!

YV<

和
;V<

教学法在微生物检验教学中的联合

应用对其他教学资源配备要求

!!

规范开展各医学院校教师培训"提高临床教师带

教水平已经是势在必行,

8

-

#医学院校的教师大多毕

业于医学专业"没有接受过专门教师职业培养"又承

担着诊疗和教学双重任务"新型教学理念的树立"以

及教学水平和教学技能的提升"需要医学院校有计划

地同步实践培训"教师培训是医学院校人才培养的

前提#

YV<

和
;V<

教学法的联合应用离不开网络教育

资源"研究表明微信移动学习平台在微生物实验课教

学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3"

-

#网络教学资源越来越丰富"

学生依托该平台巩固+拓展+更新专业知识#教师合

理有效管理网络教育平台"避免利用非权威和无法确

保正确性的教学资源是取得满意教学效果的关键#

2

!

临床微生物检验教学展望

!!

微生物检验应能满足时代对于该专业的需求"准

确及时获取病原学结果"满足临床诉求"增强医生对

病原学检测的自信"达到精准治疗#新一代的医学人

才除做好基础工作外"还有义务在微生物种群数据库

的构建和完善中发挥自己的力量#为此应该努力做

到以下几点!&

3

'深化教学改革"优化教学方法#鞠晓

红等,

33

-的研究表明"基于教学任务的微生物检验教学

改革的实施"明显缩短了就业适应期"全面提升微生

物的教学力量#0教无定法1"只有不断地交流+对比+

完善"才能摸索出适合我国教育背景下具有微生物特

色的教学方法"期待联合
;V<

与
YV<

教学法在微生

物的教学中能显著提升教学质量#&

!

'临床微生物检

验课程教学设计要务实且全面#如既应有
b[F&

K%S

软件的实际操作训练"又应有拓展临床思维的

课程"还应有病原菌的鉴定思路和微生物药敏试验的

规范化报告"以及增补近几年开展较为成熟的新技

术+新方法#&

#

'培养学生树立严谨不懈的求知理念"

做内心强大的医生#面对庞大的医学知识体系"要有

0看不尽"学不完1的态度"只有用最新+最全面的知识

体系武装自己"掌握最前沿知识"把握临床微生物检

验领域的最新动态"才能满足新时代的教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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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嗜碱性未成熟细胞
Y7B

阳性

图
6

!!

骨髓涂片$

Y7B

*

g3"""

%

/01

!

流式细胞分析
!

;?69

(

BB;

设门"检测到
Y4

群

异常细胞占有核细胞计数
4#0!E

"

;?3#

+

;?#:

+

;?##

+

;?4

+

;?334

阳性"

;?#6

+

[<7&?5

部分阳性"

;?!!

弱阳性"

;?3"

+

;?*8

+

;?#

+

;?9

+

;?!"

+

AYF

+

SJS

等阴性"显示为髓系原始细胞免疫表型#

/02

!

细胞遗传学与分子生物学检查
!

核型分析正常

&

6$

"

WW

,

!"

-'"

H/2

(

(H*

融合基因检测结果为阴性#

/0)

!

诊断
!

依据骨髓细胞形态学诊断为
7V<

"本病

预后差"生存期短"患者及家属放弃治疗"要求出院#

'

!

讨
!!

论

!!

7V<

是一种极少见的疾病"国内外可见少量报

道#

!"":

年
b[F

$造血与淋巴组织肿瘤分型诊断修

订版%未提出明确的诊断标准"只综合了一些病例报

道进行归纳分析"列入
7A<

不作特定分类&

KFB

'

,

!

-

"

骨髓细胞&尤其是嗜碱性粒细胞'形态学特征仍是

7V<

鉴别诊断的基础#参考张之南主编$血液病诊断

及疗效标准%有关嗜碱粒细胞白血病诊断标准!&

3

'临

床有白血病的表现*&

!

'血象中嗜碱粒细胞明显增多*

&

#

'骨髓中可见大量嗜碱粒细胞"原粒细胞
&

9E

*&

6

'

排除其他原因所致的嗜碱粒细胞增多,

#

-

#

7V<

多数

由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急变而来"也有少数为原发

7V<

"两者区别主要在于是否存在
YG

染色体"本例无

慢粒病史"

YG

染色体阴性 及
H/2

(

(H*

融合基因阴性"

符合原发性
7V<

特点#

7V<

细胞形态与肥大细胞白血病中肥大细胞形

态非常相似"细胞质内及细胞核上均可见紫红色粗大

嗜碱性颗粒#

7V<

细胞
BVV

+

AYF

常为阴性&电镜化

学可见阳性'"非特异性酯酶染色可阴性"另外
7V<

细胞的一个显著特点为甲苯胺蓝染色阳性"鉴于此可

与肥大细胞白血病进行鉴别#

7V<

中原始细胞表达

;?3#

和
;?##

等髓系抗原"但不表达其他单核细胞

抗原"

;?334

结果不一致"可能与不成熟嗜碱性粒细

胞比例有关"成熟的嗜碱性粒细胞表达
;?!9

"不表达

;?334

"而肥大细胞表达
;?334

"不表达
;?!9

,

6

-

#

7V<

缺乏特征性细胞遗传学标记物,

9

-

#

7V<

尚无满意的治疗方法"可按照
7A<

的化疗

方案"应用柔红霉素(去甲氧柔红霉素联合阿糖胞苷"

但化疗中可致嗜碱性粒细胞溶解脱颗粒"释放大量组

胺物质而引起类超敏反应+弥散性血管内凝血+急性

呼吸窘迫综合征+消化道大出血等"故还需联合抗组

胺药物治疗"但治疗效果不佳+疗效差+病死率高#虽

然总体
7V<

预后差"但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能

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

参考文献

,

3

-

75V%5 ? 7

"

F57a>7

"

[7BB%5̂>7K 5

"

IN(*0SGI

!"3$2IL)T)1.N1NGIb12*J[I(*NGF2

,

(.)+(N)1./*(TT)U)&

/(N)1.1U '

]

I*1)J.I1

O

*(T'T(.J(/PNI*IPRI')(

,

^

-

0

V*11J

"

!"3$

"

3!4

&

!"

'!

!#83&!6"90

,

!

-

Bb%5?<Fb B [

"

;7AYF %

"

[755>B K <

"

IN(*0

b[F/*(TT)U)/(N)1.1UNP'1P2T1UG(I'(N1

O

1)IN)/(.J

*

]

'

O

G1)JN)TTPIT

,

A

-

06NGIJ0<

]

1.C2(./I

!

>(2/Y2ITT

"

!"":

!

3#4&3#:0

,

#

- 张之南"沈悌
0

血液病诊断及疗效标准,

A

-

0!

版
0

北京!科

学出版社"

388:

!

!"$&!"40

,

6

-

<ZFW[

"

a[ZQ

"

S7K@W\07/PNIH(T1

O

G)*)/*IPRI&

')(

O

2ITI.N).

,

-)NG'(/P*1

O

(

O

P*(22(TGIT(.J(

,

(TN2)/

P*/I2

!

(/(TI2I

O

12N

,

^

-

0F./1*<INN

"

!"36

"

:

&

$

'!

!93#&

!93$0

,

9

-

=5>S[75>B7

"

V5F?Q^

"

=F?Z5ZY

"

IN(*07/PNIH(&

T1

O

G)*)/*IPRI')((TT1/)(NIJ-)NG*1TT1U

,

I.I%SM$(.J

O

21NI(./1'

O

*)/(N)1.T

,

^

-

0̂;*).F./1*

"

!"33

"

!8

&

!3

'!

$!#&

$!$0

&收稿日期!

!"3:&"!&":

!!

修回日期!

!"3:&"6&!:

'

&上接第
##3:

页'

!!

中的应用效果观察,

^

-

0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39

"

#"

&

3"

'!

33#&3360

,

9

- 范巧云"王健"刘小燕"等
0YV<

教学法在医学微生物学教

学中的应用效果评价,

^

-

0

中国病原生物学杂志"

!"36

"

8

&

3!

'!

3364&33680

,

$

- 胡同平"张文兰"张永梅"等
0YV<

教学法在临床微生物学

检验教学中的应用探讨,

^

-

0

检验医学与临床"

!"3#

"

3"

&

9

'!

$#3&$#!0

,

4

- 冯飞灵
0;V<

联合
YV<

教学法用于肝胆外科教学中效果

,

^

-

0

中国医院药学临床专集"

!"3$

"

:

&

#$

'!

3330

,

:

- 金国玺"高涌"毕娅欣"等
0;V<

和
YV<

教学法的联合应

用"中华全科医学"

!"3$

"

36

&

6

'!

$4!&$490

,

8

- 高恩佳"宋春梅"张玉洁"等
0

临床医学院临床教师培训模

式的研究与实践,

^

-

0

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

!"3#

"

3!

&

#

'!

#"!&#"60

,

3"

-李妮
0

$临床微生物检验%实验教学中微信移动学习平台

的建立,

^

-

0

中国卫生检验杂志"

!"39

"

!9

&

38

'!

##89&##8$0

,

33

-鞠晓红"王月华"孙艳美"等
0

基于任务导向的临床微生物

检验教学改革,

^

-

0

现代预防医学"

!"39

"

6!

&

!"

'!

#:!6&

#:!90

&收稿日期!

!"3:&"!&"!

!!

修回日期!

!"3:&"6&!!

'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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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