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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目的 探讨多媒体结合以 病 例 为 基 础 的 教 学 模 式 在 临 床 检 验 基 础 实 习 带 教 中 的 应 用 价 值。
方法 选择2021年在该院检验科实习的20名实习生作为对照组,采取常规带教模式。另选择2022年在该院

检验科实习的20名实习生作为观察组,采取多媒体结合以病例为基础的教学模式。比较两组实验考核成绩、
理论考核成绩、教学效果得分。结果 观察组理论考核成绩、实验考核成绩、教学效果评价得分均明显高于对

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临床检验基础实习带教中多媒体结合以病例为基础的教学模式

可提高实习生综合能力与学习兴趣,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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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检验基础是一门理论与实践并重的主干学

科,是医学检验专业的必修课程之一,包括血液、体
液、粪便、分泌物等检验项目,内容多为形态学知识,
实践操作性较强,作为临床联系密切的交叉学科,可
为临床疾病诊疗、病程监测及预后判断提供准确、及
时的实验结果[1-2]。临床实习是医学检验专业学生由

理论学习走向工作岗位中至关重要的一步,实习可巩

固深化理论知识,并将理论联系实际,提升学生对所

学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学生积累临床实习经验后可

为奔赴工作岗位做好充分准备[3]。目前,传统单向的

带教模式主要表现为灌输式教学,学生被动地接受课

程知识,不能对实习教学内容充分消化理解。临床检

验基础专业知识抽象、枯燥乏味,导致学生学习积极

性较差,缺乏思考问题的能动性,不能将基础理论知

识运用于临床,加上临床病例繁杂、标本形态多样、涵
盖较多形态学内容,学生普遍觉得细胞形态难记、易
忘[4-5]。多媒体教学可多次生动展现形态多样的标本

图片,并将细胞形态融入临床病例中加以讲解,方便

学生学习,加深对细胞形态的理解[6]。以病例为基础

的教学模式模拟真实案例引导学生参与分析、讨论及

查阅资料的学习过程,将抽象的基础理论知识具体

化,让学生在实际的临床情境中积极思考、主动探

索[2,7-8]。为进一步提高教学效果,本研究采用多媒体

结合以病例为基础的教学模式进行实习带教,以期解

决临床检验基础实习带教中存在的问题,现报道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21年在本院检验科实习的

20名实习生作为对照组,其中男8例,女12例;年龄
 

22~24岁,平均(22.3±0.57)岁。另选择2022年在

本院检验科实习的20名实习生作为观察组,其中男6

例,女14例;年龄
 

22~24岁,平均(22.9±1.57)岁。
两组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P>0.05),具有可比性。纳入标准:全日制医学本

科生;自愿参加本研究;对本研究内容知情,并愿意积

极配合。排除标准:不愿意参与本研究者。所有研究

对象均知情同意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

经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采用常规带教模式。带教老师根据

实习大纲教学要求对实习生进行带教,实习生协助带

教老师进行每日临床工作,在实习过程中掌握血细胞

分析仪、爱威全自动尿液有形成分分析仪、粪便分析

仪、凝血分析仪等仪器的工作原理及操作,能处理简

单的仪器故障,具备维护与保养仪器的能力,熟悉临

床基础检验各类手工操作方法的基本原理及项目的

临床意义等,带教老师针对报告审核过程中遇到的异

常检测结果进行讲解说明,并布置相关知识点的复习

题或参考资料供实习生学习,最终以考试的形式完成

带教。
1.2.2 观察组 采用多媒体结合病例讨论教学模

式。(1)多媒体教学模式:临床基础检验实习岗位包

括体液岗和血液岗,均需要实习生掌握大量镜下细胞

形态结构,带教老师将日常工作中常见的细胞形态学

图片总结制作成幻灯片,采用多媒体小课堂教学形式

进行展示,讲解细胞形态特点及临床意义。课后采用

多媒体播放图谱,对基础和常见的形态学图片定期进

行线上测试并反复练习,实习生在临床基础检验组实

习结束后,需要独立审核10份临床血液和体液标本。
(2)以病例为基础的教学模式:带教老师根据临床工

作经验,收集、整理临床病例,每个病例均提出涵盖检

验前、中、后的质量控制,以及检验结果的临床意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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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等问题。以3~5个实习生为一组,在学生轮转学

习临床基础检验时,通过微信将病例分析及相关问题

以幻灯片的形式推送给学生,学生围绕案例通过复习教

材、查阅文献对问题进行深入挖掘,得出初步结论,最后

由带教老师总结。多媒体结合以病例为基础的教学模

式即将两种教学模式结合,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

动性,激发其学习兴趣,培养深入思考的能力。
1.3 教学效果评价 实习结束后从理论和实验2个

方面对两组实习生进行考核,2项分值各为100分,分
值越高表明学习效果越好,理论考核主要检测实习生

的理论知识,了解其掌握程度;实验考核将从临床基

本操作技能、细胞形态辨认、案例分析3个维度检测

实习生的实操技能水平和理论应用水平。从激发形

态学学习兴趣、加深理论知识的理解与掌握、提高自

主学习能力、提升知识运用能力4个维度制作教学效

果评价量表,每项0~25分,得分越高表明学习效果

越好。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2.0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和统计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 检验。以
 

P<0.05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考核成绩比较 观察组理论、实验考核成

绩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1。

表1  两组考核成绩比较(x±s,分)

组别 n 理论考核 实验考核

观察组 20 94.2±2.17 92.15±3.17

对照组 20 86.1±2.77 82.65±4.14

t 10.30 8.14

P <0.001 <0.001

2.2 两组教学效果比较 观察组提高自主学习能

力、提升知识运用能力、加深理论知识的理解与掌握、
激发形态学学习兴趣的教学效果评价得分均明显高

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两组教学效果比较(x±s,分)

组别 n 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提升知识运用能力 加深理论知识的理解与掌握 激发形态学学习兴趣

观察组 20 23.75±1.29 23.65±1.39 22.20±1.82 23.05±1.14

对照组 20 19.45±1.50 20.15±1.35 18.15±1.46 17.05±2.11

t 9.69 8.09 7.75 11.16

P <0.001 <0.001 <0.001 <0.001

3 讨  论

  医学生通过实习巩固对书本理论知识的理解及

应用,积累实践经验。对于检验实习生,实习期间要

掌握对异常检测结果的分析和辨识及对检验结果的

解释,进而提供准确的检测报告[9-11]。在临床检验基

础实习带教中传统实习带教模式多注重知识与技能

培养,忽略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难以激发学习的积

极性,较难培养高水平的检验实用型人才,同时,学生

走向工作岗位时很难快速适应临床工作,导致临床实

习带教效果不理想。
3.1 以多媒体教学模式为载体,助力细胞形态学

习 实习生在临床检验基础实习中需要通过人工镜

检掌握课本中学习过的血液、尿液、脑脊液、胸腹水等

有形成分的细胞形态,在临床标本的细胞形态检测中

发现蛛丝马迹,为临床诊断提供准确依据[12-13]。临床

标本镜下形态复杂多样,短期内学生很难在形态辨识

方面有较大提高[6,14]。带教老师通过多媒体将积累多

年的临床镜下细胞形态结构展示给实习生,将枯燥的

知识变得形象生动,培养实习生对镜下形态观察和学

习的兴趣,提高其操作技能和形态阅片水平,同时将

临床典型的形态图片通过微信推送给学生,供其随时

随地学习,遇到问题及时与带教老师沟通交流,可加

深实习生对知识的记忆和理解。例如,实习生轮转学

习尿液有形成分分析仪,按照临床尿液中出现的细

胞、管型和结晶来分别讲解其对应的形态结构特点,
反复放映不同形态特点的白细胞、红细胞、透明管型、
颗粒管型、蜡样管型、草酸钙结晶、磷酸氨镁结晶、尿
酸结晶等,激发实习生学习兴趣,同时,解决实习生普

遍认为的细胞形态难记、易忘等问题。本研究结果显

示,观察组理论、实验考核成绩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明观察组镜下细胞形态

阅片水平有所提升。本研究教学效果评价量表结果

显示,观察组提高自主学习能力、提升知识运用能力、
加深理论知识的理解与掌握、激发形态学学习兴趣的

教学效果评价得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0.05)。
3.2 以病例为基础的教学模式为抓手,激发学习兴

趣 以病例为基础的教学模式旨在把日常工作中遇

到的典型案例通过师生互动的形式传授给学生,过程

中可以寓教于乐,迅速提升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程

度,其学习主动性被充分调动,进一步提升查阅资料、
针对性交流讨论的效率[15]。同时,带教老师可通过设

计典型病例来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如患者,女,58
岁,临床诊断:糖尿病;实验室检查:血常规检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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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红细胞计数1.51×1012/L,血红蛋白81
 

g/L,平
均红细胞体积111.2

 

fL,红细胞平均血红蛋白浓度

(MCHC)516
 

g/L。给出病例后,提出具体讨论问题:
(1)根据所学知识结合患者实验室检查提供的结果判

断该患者 MCHC升高的原因;(2)找到原因后如何纠

正 MCHC的假性升高;(3)发散思维,探讨临床血常

规检查结果出现 MCHC增高的原因;(4)结合具体病

例,实习生自由组队,并开展充分探讨,得出初步结

论。首先,审单中发现该血常规结果触犯复检规则,
根据临床基础检验的标准作业程序文件中血常规复

检规则,MCHC>380
 

g/L需要复检;其次,将样本离

心,血浆层清亮透明,淡黄色,样本不存在脂血、溶血,
接着推片染色镜检,镜下红细胞凝集成团状,分布不

均匀,未见球形红细胞;最后,得出结论该病例是由红

细胞冷凝集引起 MCHC假性升高[16-18],将标本于

37
 

℃温育30
 

min后立即上机检测纠正 MCHC假性

升高,进一步引导学生查阅文献总结临床 MCHC假

性增高的常见原因。实习生对案例进行汇报后由带

教老师补充讲解,进行最后总结。在这一病例分析讨

论中学生不仅自学了实验室血常规复检规则,而且在

掌握血常规审核报告的同时,学习到了 MCHC水平

升高应结合红细胞、血红蛋白等相关参数的变化、报
警信息、直方图和散点图变化,也应结合样本的状态、
仪器状态、临床诊断信息等,进而能给临床发出一份

准确的检测报告。MCHC在血常规报告中是一项非

常有用的参数,关注 MCHC的变化能发现样本、仪器

对血常规检查结果的干扰,同时还能通过 MCHC的

变化发现疾病诊断的蛛丝马迹,对疾病的诊断和鉴别

诊断有重要作用[19-20]。因此,通过病例讨论分析能加

强学生对课本所学知识的理解和综合分析的能力。
采用以病例为基础的教学模式可提高实习生的病例

分析能力,培养实习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提升实习生的综合能力。
  综上所述,多媒体结合以病例为基础的教学模式

应用于临床检验基础实习教学可取得较好的效果,既
能将枯燥的知识形象生动地呈现出来,又能将临床案

例的趣味生动融入教学中,提高了实习生的理论考试

及实验考试成绩,同时对实习生理论知识的巩固、自
主学习能力的提升等均具有积极的作用。因此,多媒

体结合以病例为基础的教学模式教学效果明显,具有

一定的教学应用价值,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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