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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探讨在微生物学检验技术教学中加强厌氧菌鉴定的方法和应用效果。方法 总结厌氧菌

鉴定的相关知识,在微生物学检验技术理论和实习教学过程中进行教学设计,从2019年开始逐步进行课程内

容改革,其中包括加强厌氧菌检验理论知识的学习和提高实践操作技能。加强该部分内容的教学质量并总结

其初步应用效果。结果 通过纵向比较往届同专业学生微生物检验技术的理论考试成绩,医学检验专业2015
级、2016级、2017级本科生厌氧菌检验相关成绩得分分别为3.0(2.0,3.0)、3.0(2.5,4.0)、3.0(3.0,5.0)分,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临床实习过程中,医学检验专业2017级本科生自2020年6月份进入实习岗位以

来,临床厌氧菌检验相关标本接种过程和鉴定过程中出错率为0。结论 在微生物学检验技术教学过程中重视

教师带教工作,教师通过查阅文献、实验探讨等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了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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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生物学检验技术是医学检验专业的核心课程,
知识点多且复杂,涵盖面广,渗入生命科学的各个领

域,与感染性疾病诊疗密切相关[1-2]。近年来,随着人

体内环境微生态的研究进展及对精准治疗的需求,厌
氧菌感染日益受到重视,厌氧菌感染的早期诊断对患

者的治疗有着重要意义。但是厌氧菌的培养、鉴定和

药敏试验需遵循特殊的鉴定程序,此部分知识点在该

课程教材中涉及较少,随着临床厌氧菌感染检出率的

逐年上升[3],对检验人员的技术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因此,在微生物学检验技术理论教学和临床实习

过程中提高学生的厌氧菌鉴定相关知识储备并做好

学生带教工作尤为重要。
1 课程基本信息

  厌氧菌是在低氧分压的环境中生长繁殖的细菌,
是人体正常菌群的一部分,按照是否形成芽孢分成两

类,一类是有芽孢的革兰阳性杆菌,主要有破伤风梭

菌,产气荚膜梭菌,肉毒梭菌和艰难梭菌等;另一类是

无芽孢的革兰阳性、革兰阴性球菌和杆菌,主要有拟

杆菌属、普雷沃菌属、梭杆菌属等。当机体免疫力低

下时可引起人体不同部位的感染,尤其当人体深部受

到创伤时,更有利于厌氧菌的繁殖,致使患者的病情

进一步恶化,严重者可引起血流感染,导致感染性休

克或患者死亡[4-6]。厌氧菌的培养条件和菌落特征与

常规细菌不同,在临床工作过程中极易发生漏检和误

检,使患者病情未能得到及时的精准治疗,而导致临

床感染的较高的病死率[7-8]。
微生物学检验技术是研究病原微生物的生物学

特征、致病性、微生物学检验和防治原则的学科,课程

内容复杂且涉及面非常广,各章节知识面与临床的实

际需求有很大差距。学生在进入临床工作后会遇到

很多教材上没有涉及的厌氧菌检验知识点,特别是未

知病原菌感染和病原菌耐药率升高的问题。如何将

厌氧菌检验应用于教学,在教学过程中指导学生掌握

更多的厌氧菌检验理论知识,如何在临床实习过程中

引导学生利用理论知识,以及有效地将理论知识向专

业技能转化,是带教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思考的

问题。
2 教学设计

  江苏省人民医院是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是南京医科大学教学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临床

医学院检验学系微生物学检验技术教学总课时为108
学时,包括理论教学72学时,实验教学36学时,其中

厌氧菌检验理论教学占6学时,实验教学和其他苛养

菌检验技术共同占3学时,教学方式以课堂传授为

主,实验教学为辅。因学时有限,教师主要按照指定

教材安排厌氧菌检验教学内容,学生被动接受课程知

识,缺乏学习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综合分析能力[2,9];
同时南京医科大学微生物学检验技术理论教学内容

更新滞后,明显落后于前沿医学理论知识[10],实验教

学主要以独立的技能操作及单一的验证性实验为主,
缺乏综合分析型实验。因此,急需在微生物学检验技

术教学过程中加强对厌氧菌综合知识的培训,现教学

设计如下:(1)理论教学过程中可收集近几年南京医

科大学附属医院临床分离鉴定出的厌氧菌资料。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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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收集2019年1月至2021年5月年江苏省人民医院

临床常见厌氧菌株信息(主要为拟杆菌属、梭菌属、普
雷沃菌属等),教师在课堂上带领学生回顾分析临床

可引发感染的厌氧菌资料,同时应鼓励学生课后查阅

相关资料和文献,分析感染原因,研究各类厌氧菌在

不同情况下的致病性,以及现有实验条件下如何改进

厌氧菌的培养和鉴定,以提高临床鉴定率,使学生在

理论上掌握厌氧菌的鉴定和药敏方法。(2)教师通过

线上平台教学的方式缩减前期部分重复性实验操

作[11],提前录制视频,对常见厌氧菌形态、标本类型、
培养方法、关键操作和重点内容进行演示和讲解,课
前发布视频供学生提前预习,令其有充足时间进行实

验实践探索与分析。例如调整现有实验课顺序,重视

各部分知识的有机结合,将独立的实验技能整合为连

续性综合实验。学生进行分组,每组负责不同种类的

细菌培养鉴定和药敏试验,课程结束后,每组之间分

享实验成果并交流心得体会,提高实验交流讨论的课

堂占比,有助于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在临床实习过程中,对江苏省人民医院临床标本

分离鉴定出的厌氧菌的形态特征、标本类型、培养方

法等进行总结,对学生进行分组,安排实习带教教师,
对前期临床工作中分离的厌氧菌设置专题,每组学生

负责不同种类厌氧菌的模拟临床标本接种、培养、鉴
定和药敏试验,学生自行设计厌氧菌检验流程,并根

据流程进行实验,教师在过程中总体调控,协助解决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最后带教教师进行综合评定,带
领学生讨论分析不同实验方案的实验结果,总结经

验,优化方案。
3 初步应用效果

3.1 加强学生理论知识和科研思维能力 南京医科

大学微生物学检验技术课程从2019年开始逐步进行

课程内容改革,其中包括加强厌氧菌检验理论知识的

学习和提高实践操作技能。医学检验专业2017级本

科生共31人,通过纵向比较往届同专业本科生的微

生物学检验技术的理论考试成绩发现,在试卷厌氧菌

检验内容分数占试卷总分比例相同的情况下,医学检

验专业2015级、2016级、2017级本科生厌氧菌检验

相关成绩得分分别为3.0(2.0,3.0)、3.0(2.5,4.0)、
3.0(3.0,5.0)分,结果以M(P25,P75)表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医学检验专业2015级与2016
级本科生厌氧菌检验相关成绩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医学检验专业2016级与2017级本科

生厌氧菌检验相关成绩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医学检验专业2015级与2017级本科生厌氧

菌检验相关成绩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97,
P<0.05)。由于厌氧菌检验内容未纳入实验考核范

畴,故未对2015级、2016级、2017级本科生的实验成

绩进行比较。
而在临床实习过程中,医学检验专业2017级本

科生也表现出较往届学生更清晰的临床诊断思路和

更强的临床工作能力,医学检验专业2017级本科生

从2020年6月份进入实习岗位以来,临床厌氧菌检

验相关标本接种过程和鉴定过程中出错率为0。另

外,2017级5名本科实习生协助临床带教教师发现厌

氧菌感染5例,其中1名学生以相关内容为毕业论文

主题,在带教教师的指导下撰写综述1篇。
3.2 拓宽学生视野、提高临床诊断能力 根据课程

改革成果调查研究发现,微生物学检验技术教学过程

中,加强学生对厌氧菌检验的学习,可以极大提高学

生学习主动性。例如,每组同学选择一种厌氧菌,一
方面通过查阅文献了解病原菌感染背景,另一方面通

过信息系统查阅病例,了解患者感染和治疗的过程,
教师在带教过程中需要引导学生思考厌氧菌感染的

发生机制。厌氧培养的特殊条件,普通培养和厌氧培

养情况下厌氧菌生长的不同形态及临床上针对厌氧

菌感染如何治疗等。整个教学过程明显拓宽了学生

的知识面,增加了学生的专业自豪感,同时培养了学

生主动学习的能力。
3.3 提升教师综合素质 教师通过定期组织教学研

讨会,就厌氧菌鉴定教学大纲和实验课程内容进行交

流探讨,明确教学目标,提高自身业务水平。临床厌

氧菌漏检和误检率较高,教师还可以通过追踪临床微

生物检出病例,掌握临床厌氧菌的鉴定和药敏实验,
查阅文献,不断学习并归纳总结厌氧菌相关的前沿知

识,加强对该课程的理解,完善知识体系,以高度的责

任心和较高的专业水平引导学生,有效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
4 小  结

  南京医科大学检验学系微免教研室经过两年多

的教学实践,在微生物学检验技术教学过程中加强厌

氧菌鉴定内容带教,将厌氧菌鉴定相关知识作为重要

的教学素材,有目的地引导学生将学习专业知识、追
踪临床病例和查阅文献相结合,充分激发了学生的学

习兴趣,提升了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当

然,有关厌氧菌检验的微生物学检验技术教学还需在

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完善,争取培养出知识全面,具
备一定临床诊断能力的医学检验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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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探讨对分课堂教学模式在临床微生物学检验教学中的效果。方法 在临床微生物学检验

教学中采用对分课堂教学模式与传统教学模式进行对比研究,通过过程性考核、成绩考核和自拟调查表等方式

评价教学效果。结果 对分课堂教学模式班组学生成绩明显好于传统教学对照班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对分课堂教学模式能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结论 对分课堂教学模式能提高临床微生物学检验的教学

效果。
关键词:临床微生物学; 对分课堂; 教学改革; 医学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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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微生物学检验》是医学检验专业的主要专

业必修课程之一,是专业理论与实践技能紧密结合的

应用性学科,在该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中,起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临床中的作用也日益增强。但由

于课程内容繁多、庞杂,信息量大,现有的教学模式均

不能发挥学生的主体性,难以提升其实践能力、创新

能力,不能满足新时代社会需求和就业岗位变化对医

学检验技术人才的要求。对分课堂(PAD)教学模式

的核心理念是把一半的课堂时间分配给教师进行讲

授,另一半分配给学生进行讨论。通过将讲授与讨论

进行有机整合,实现了“教”与“学”的对立统一,使学

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体现了建构主义的知识观、
学习观和教学观[1-2]。本研究结合临床微生物学检验

的工作性质及学生的实际情况,在本课程教学中引入

PAD教学模式,通过教师讲授、学生独学、小组讨论和

师生对话4个环节进行组织,旨在促进学生提高自主

学习能力和知识运用能力,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医学

检验专门人才。
1 PAD教学模式在《临床微生物学检验》教学中的实

施应用

1.1 课前准备 依据教学大纲精心设计教学内容,
优化学案,熟悉“对分易”教学平台的使用。首次课上

向学生讲明本学期该课程的教学方法与具体实施步

骤,让学生了解PAD的教学内容、教学目标、授课安

排、考核方式等,让学生有心理准备,并愿意与教师

配合。
1.2 课程实施

1.2.1 教学对象 选择本学院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四

年制本科班2018级51人和2017级49人为研究对

象。研究对象根据教学模式不同分为PAD教学模式

班组(2018级学生采用PAD教学模式)和传统教学对

照班组(2017级学生采用传统讲授式教学模式)。
PAD教学模式班组学生平均年龄(23.1±7.9)岁,其
中男14例,女37例;传统教学对照班组学生平均年

龄(23.2±7.6)岁,其中男11例,女38例。两组学生

年龄、性别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个

教学班均使用本学院医学检验技术专业2016版培养

方案,使 用 教 材、教 学 内 容、总 学 时 及 上 课 教 师 均

相同。
1.2.2 教学方式 针对临床微生物学检验课程的特

点,本门课程更多采用的是隔堂对分。每周授课2
次,每次课2学时,每学时50

 

min。具体的课堂教学

流程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讲授),为每次课的第

二节课,教师进行精讲,集中讲授重难点,达到引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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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延安大学教学改革项目(YDJGY19-01);陕西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21SF-2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