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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 多媒体课件和视听录

像制品#教学内容丰富新颖#具有快捷*清晰*形象*信息量大等

特点#达到提高教学内容的科学性*先进性和趣味性等效果'

在教学过程中#因为图文并茂的内容*动画和录像#使抽象的知

识变得形象化*立体化和生动化#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学习临床

生物化学检验的兴趣#加深了学生的感性认识和理解#获得了

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使用立体化教材后#学生的平均成绩有

了明显的提高'

D8D

!

促进了学生开放式自主学习和个性化学习 在立体化教

材建设的过程中#充分考虑了学生自主学习的需要#主教材内

容叙述详略得当#各章节都有特色#扩展内容结合学科前沿&配

套教学辅助资源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了全

方位的服务'立体化教材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可供选择的自

主学习资源#将课堂延伸到课外#体现了数字形态教材的共享

性*灵活性*动态性和多媒体化'促进了学生课外个性化*交互

性*开放性和时效性的自主学习'

D8E

!

提高了师资队伍的业务水平和教学水平
!

立体化教材建

设是一项全新的课题#有利于建设一流的师资队伍#因为在教

材的编写与修改*多媒体课件的制作*素材和资料的收集*网络

的建设等过程中#更新了教师的教学理念#扩宽了学科视野#增

加了专业知识#提高了终身学习的能力和现代化教学技术应用

的能力#提高了业务水平和教学水平'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立体化教材提供了一种综合性的教

学资源#有利于加快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体系*教学方法和手

段的改革#有利于优化课程教学结构和教学过程#推动创新教

育模式'多样化的教学资源满足了学生个性化*自主性学习#

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全面提高教学水

平和质量#为培养适应信息化社会学习*生活和工作的高素质

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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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检验技术是医学检验专业的核心课程#主要研究与

医学相关的病原微生物的生物学性状*致病性与免疫性*微生

物检查技术等内容#因其研究范围广*内容丰富*发展速度快#

并与多学科紧密联系#致病机制比较复杂#尤其对基础薄弱的

高职高专学生而言#学起来相当吃力'再加上现在的课程体系

改革#导致学时压缩#更增加了学生学习的难度#如何教好这门

课#是每个教师必须面对的问题(

7

)

'微生物检验技术具有很强

的实践性和独特性#实验课是该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按大纲

要求#理论课与实验课的比例在
7a7

左右#这就决定了实验课

在微生物检验技术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实验课的教学目的是

培养学生进行科学实验的方法和技能#培养学生严肃*严密*严

格*求实的科学态度和良好的实验素养#提高学生独立工作和

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

)

'普通院校传统微生物检验的实验教

学常采用已知的标准菌株#学生依据实验指导按部就班地进行

实验#使学生进入临床微生物检验实习时#遇到临床标本不知

所措#不知道应该把什么标本接种在什么培养基中#只能在带

教老师的指导下不断学习#很长时间才能弄清检验程序'由于

临床实习的时间有限#想在微生物室实习好#学生必须要有良

好的在校实验基础作底衬'为使检验专业学生在有限的时间

内较好地完成微生物检验技术的临床实习#笔者对微生物检验

实验课做了以下尝试!将标准菌株制备成模拟临床标本#实验

时让学生自己安排检验程序#确定应接种何种培养基'通过两

届学生的实践教学改革#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所

提高#实习医院带教老师反映良好#现报道如下'

B

!

资料与方法

B8B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校检验专业
(&&$

!

(&&>

级
'

个年级

学生各
.7

*

%'

*

.'

例#以
(&&<

*

(&&>

级学生为研究对象#

(&&$

级

的学生作为对照组'

B8C

!

方法

B8C8B

!

模拟标本的制作
!

$

7

%外科引流液模拟标本!将标准的

金黄色葡萄球菌经纯培养后#以无菌操作方法与无菌的健康人

静脉全血*血清及健康人部分红细胞混匀#制做外科引流脓血

标本#放置于无菌试管中#标明,外科引流液-'$

(

%大便模拟标

本!将标准的大肠埃希菌经纯培养后以无菌操作方法同经高压

灭菌后的沙土$其颗粒大小约
&8%33_&8%33

%混匀#再搅拌

健康人血清及适量的无菌蒸馏水#充分搅拌#使其性状如糊状

病理大便#取适量置于无菌便盒内标明,大便-'

B8C8C

!

用模拟标本,外科引流液-和,大便-进行微生物检验'

C

!

结
!!

果

C8B

!

外科引流液培养*大便培养的培养基选择及菌种鉴定#见

表
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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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

(&&$

!

(&&>

级学生外科引流液培养&大便培养培养基选择及菌种鉴定

班级

外科引流液培养

培养基选择及菌种

鉴定正确$

%

%

培养基选择及菌种

鉴定正确率$

P

%

大便培养

培养基选择及菌种

鉴定正确$

%

%

培养基选择及菌种

鉴定正确率$

P

%

(&&$

级$

.7

例%

>( .&87 >7 >.8&

(&&<

级$

%'

例%

%( .>87 %& .=8'

(&&>

级$

.'

例%

.7 .<8> >. .%8<

!!

由表
7

可以看出#

(&&<

*

(&&>

级学生在外科引流液模拟标

本微生物鉴定过程中#选择培养基及菌种鉴定的正确率分别为

为
.>87P

和
.<8>P

#与
(&&$

级学生相比提高约
>8&P

#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B

(

&8&%

%&在粪便模拟标本微生物鉴定实验中#

选择培养基及菌种鉴定正确分别为
%&

*

>.

例#正确率分别为

.=8'P

和
.%8<P

#与
(&&$

级学生相比提高约
$8&P

左右#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B

(

&8&%

%'实验结果表明#

(&&<

*

(&&>

级学生

与没有应用临床模拟标本进行实验的
(&&$

级学生相比#在培

养基选择及菌种鉴定方面的正确率均有明显提高'

C8C

!

微生物培养程序的选择#见表
(

'

表
(

!!

(&&$

!

(&&>

级学生微生物培养程序的选择

班级
%

微生物培养程序

选择正确$

%

%

微生物培养程序

正确率$

P

%

(&&$

级
.7 >$ .=8%

(&&<

级
%' %' 7&&8&

(&&>

级
.' .' 7&&8&

由表
(

可以看出#

(&&<

*

(&&>

级学生与没有应用临床模拟

标本进行实验的
(&&$

级学生相比#微生物培养程序选择的正

确率由
.=8%P

上升到
7&&8&P

'

D

!

讨
!!

论

微生物检验是一门对实际操作技能要求非常高的课程#又

是医学检验专业的一门重要核心课程#因此#搞好微生物学检

验实践教学尤显重要(

'

)

'微生物检验技术的实验教学是锻炼

学生观察能力*操作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和创新精神的一个重要手段(

=

)

'实验课不像理论课#不是教师

讲*学生听#而是教师指导学生完成一定的操作(

%

)

'以往的教

学模式给学生真正自主思考的机会不多#也造成与临床应用的

脱节(

$

)

'临床微生物鉴定的实验教学是按临床不同种类标本

的检验进行的#如果学生不了解微生物检验的程序#直接进行

临床微生物鉴定实验教学#学生根本不知从何入手#更不知所

做实验的意义'

D8B

!

模拟标本用于微生物检验的实验教学有益于提高学生的

思辨能力
!

用类似于临床微生物的模拟标本进行实验#替代传

统实验指导书上的单个菌种进行检验#可以克服学生过分依赖

实验指导书上操作步骤的弊端'用模拟的临床标本#学生首先

需要思考如何选择检验程序*选择什么样的培养基*如何进行

培养和鉴定等#促使学生由被动的按照书本操作变为主动的思

考#由盲目的依赖实验指导变为思辨后参考实验教学'

D8C

!

临床模拟标本的实训有利于学生建立成就感
!

传统的微

生物检验实验课#为减少标准菌株在培养分析过程中不典型反

应带来理论与实验结果不匹配的现象#教师常常对标准菌株增

菌纯培养后用单纯菌株进行实验#这样做尽管实验结果与理论

符合程度高#但不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学生经常处于被

动的依赖状态#教师怎么说#学生就怎么做'为调动学生在实

验课堂中思维的积极性#用模拟标本给学生进入临床实际的感

觉#使其积极性充分发挥#让学生多动脑#勤动手#教师则积极

互动#尽量少参与#学生尽力发挥自己的理论与实验水平#如果

实验结果准确#则有利于建立学生参与临床的成就感'

D8D

!

模拟临床实验标本能使学生快速适应临床实习工作
!

模

拟临床标本与临床实际标本非常接近#学生在学校实验课上即

以真标本对待#由于学生在校时多次接触,真-标本#而且是启

发式*互动式教学#所以学生记忆比较深刻#进入临床实习阶段

也能很快地适应工作'两届检验专业的微生物检验实验教学

均采用此法#带教老师普遍反映#这两届学生进入临床实习后#

适应工作的能力增强'

微生物检验要求学生掌握细菌检验的基本技术#即细菌形

态检查*细菌培养与分离技术$制备培养基和人工培养方法%和

常见感染微生物的分离*鉴定程序等的操作(

<

)

'用模拟临床标

本代替单一菌种进行实验教学#改变原有的微生物检验实验教

学模式#让学生操作时严格按临床标本检验程序进行标本的处

理和鉴定#采用互动式*提纲挈领式教学#既有利于调动学生思

维的积极性#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使学生较好地掌握实验目

的和方法#实验收获大*记忆牢#又有利于学生建立临床成就

感#还能使学生在临床实习过程中很快进入工作角色'学生经

过几次实验后#能更好地掌握临床标本的鉴定程序#并能自主

处理标本*自主选择所需的培养基#为学生毕业实习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因此#用模拟临床标本代替单一菌种进行实验的教

学方法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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