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参考资料、网站资源、习题集等。通过教学基本资料建设，

使医学检验导论课程教学变得目标明确且规范有序，有助于改

善教学效果；通过教学资源库建设，有效调动了学习积极性，改

善了学习效果，提高了知识能力水平，拓宽了视眼，真正实现了

学生的自主学习。

４　课程开发的效果评价

通过发放问卷和访谈等形式评价医学检验导论课程开发

的效果。通过对２０１１级医学检验技术专业１５０名学生问卷调

查，９７．５％的学生认为开设医学检验导论课程非常有必要，通

过该课程的学习，对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培养目标、就业面向

和岗位需求等都较以前有更多的认识，对今后的专业课学习有

了足够的信心。通过对任课教师、行业专家进行访谈，都认为

《医学检验导论》课程的开发非常及时，不仅完善了专业课程体

系，而且对于加深学生对专业的认识、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

良好的职业道德具有重要的作用。通过与医院临床带教老师

交流发现，学生经过该课程的学习后，对专业的基本内容都有

更多的理解，能够适应检验科工作环境，相比以前有了明显的

改善。

５　小　　结

当前我国培养医学检验人才的学校很多，培养的人才层次

从研究生覆盖到中专生。学习课程多达３０门以上。但是，学

生往往在学校学习阶段对医学检验专业感到茫然，方向不清

晰，压力很大，导致学习兴趣和信心不足［６］。为此，课题组经过

充分调研和论证，多方征求专家意见，结合临床工作实际，校院

合作共同开发了医学检验导论课程和相关资料。

通过对学生、教师和行业人员调查和访谈表明，《医学检验

导论》课程开发是对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的创新，是医学

检验技术专业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举措，对于学生的职业素养

和专业兴趣培养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医学检验导论课程

开发的成果不仅服务于我校的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教学，也可以

服务国内其他学校的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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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血液学检验是医学检验学中一门专业课，它是以血液

学理论为基础，以检验学的试验方法为手段，以临床血液病为

工作对象，创建一个理论检验疾病相互结合、紧密联系的临

床分支科学。它即属于血液学范畴，又属于检验医学的分支。

为适应现代医学发展的需要，培养高素质的临床血液学检验人

才，在临床血液学检验实验教学过程中，结合课程的性质，我们

对《临床血液学检验》实验教学内容和方法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现总结如下。

１　实验教学内容的改革

临床血液学检验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将实验课和理

论课良好结合是促进教学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手段，实验课的学

习有利于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巩固。众所周知，临床血液学是

一门发展很快的学科，在实践教学过程中也需要不断的发展、

完善和提高。因此我们围绕教学大纲，对实验教学内容进行了

适当取舍。如增加实验学时，由原来的５６学时增加到６０学

时，增加实验学时提高实践操作水平；剔除部分陈旧内容和实

验，增加一些反映新技术、新方法的实验。例如白血病免疫分

型和细胞遗传学的检查在血液肿瘤中的诊断和预后判断越来

越重要，因此开设了白血病免疫分型和染色体检查等实验内

容；剔除传统的出血时间测定实验；采用活化部分凝血激酶时

间纠正实验取代经典复钙交叉实验。

２　实验教学方法的改革

在临床血液学检验实验教学过程中，应结合课程的性质，

采用多种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２．１　适当应用启发式教学　血细胞形态是临床血液学检验这

门课的重要内容之一。细胞形态千变万化，给细胞形态的观察

与辨认带来了很大的难度，且理论抽象，在实验课形态观察过

程中遇到困难较多，学生容易产生厌学情绪。在教学过程中通

过生动、形象的语言描述，能使学生对细胞的微细结构产生直

观感，头脑中有一个基本的轮廓，把抽象的结构转化为具体的

形态［１］。若能用实际生活中熟知的事物来比喻教材中一些抽

象、不易理解的概念，不但能活跃课堂气氛，还能启发学生去想

象。例如，在讲授原始粒细胞、原始淋巴细胞、原始单核细胞细

胞核染色质的差别时，可以用毛衣的形态结构来描述。机织羊

毛衫结构细薄，类似于原始粒细胞的核染色质，手工编织的毛

衣结构厚密，类似干原始淋巴细胞的染色质；而用粗针编织细

·４０５·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２０１３年２月第３４卷第４期　ＩｎｔＪＬａｂＭｅｄ，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３，Ｖｏｌ．３４，Ｎｏ．４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研究项目（２０１０ＪＫＧＨＡＧ０４９０）；河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研究项目（２０１２ＪＫＧＨＡＣ

０１１２）；新乡医学院教育教学改革重点研究项目（２０１２ＸＹＪＧ１５）。　△　通讯作者，Ｅｍａｉｌ：ｗｍｙ１１８＠ｓｉｎａ．ｃｏｍ。



线时织出的毛衣结构疏松，类似于原始单核细胞的染色质。这

些形象的比喻充分激发了学生的想象力，开拓了学生的思维，

并使教学内容生动有趣，易于理解和记忆。学生通过这样的学

习，促进了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同时又能在专业教学中培

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提高学习效果。

２．２　ＰＢＬ教学法的应用　ＰＢＬ教学是以问题为先导，通过小

组讲座和讨论形式［２］，学生在代教老师引导下围绕问题进行讨

论从而获取专业知识的一种学习形式。为了提高临床血液学

检验的实验教学效果，我们在实验教学中采用ＰＢＬ教学法。

例如在上课前给出病例，并提出相关问题，给学生３０ｍｉｎ时

间，结合病例观察髓片，然后分组讨论，随后由小组推荐１人作

为代表回答问题。如：（１）通过观察骨髓片有何异常发现？（２）

结合临床表现，此病人最可能的诊断是什么，诊断依据有哪些？

（３）为明确诊断应该做哪些检查？学生回答完毕后，老师总结，

对学生有疑问的问题详细讲解。学生再观察骨髓片并写出实

验报告。通过ＰＢＬ教学，提高了临床血液学检验实验教学效

果，同时还培养了学生们的自主学习能力、表达交流能力和团

队协作精神［３］。

２．３　注重临床能力培养　临床血液学检验是一门与临床联系

非常紧密的学科，脱离了临床，就不能培养出合格的血液检验

人才。我们在教学过程中特别注重这一点，在讲到与某种疾病

相关的实验课时，我们都设计一个相关的临床病例，实验课以

一个病例开始，首先让学生分析病例，可能是哪方面的疾病，需

要做哪些相关检查，然后让学生观察骨髓象，并说出骨髓象的

特点，最后结合临床病例和骨髓象做出诊断。通过用临床病例

提高了学生们的临床思维能力，给学生以亲身进入临床的感

觉，使其积极性得以充分的发挥，此外，接触临床标本还能使学

生快速适应工作，由于学生在校时多次接触临床标本，而且接

受的是互动式、启发式教学，记忆比较深刻，所以进入临床能较

快地适应工作。

３　实验教学手段的改革

在实验教学过程中，我们采用将多种教学手段相结合，以

提高教学效果。例如：（１）采用多媒体教学，临床血液学检验实

验是以细胞形态为基础的，细胞形态变化多端，仅用板书和语

言描述是不够的，因此我们通过把一些典型的图片放在课件

里，通过投影仪让大家观察，能非常真实呈现在大家的眼前，更

有利于记忆。（２）电视教学，目前在每间实验教室都配备了１

台高清电视。在下课前２０ｍｉｎ，老师将骨髓片放在教室专用显

微镜下观察，细胞形态清晰的呈现在电视上，老师和学生一起

读片，就学生问的最多的细胞形态，老师做最后总结。（３）充分

利用网络，临床血液学检验在２０１０年被评为校级精品课程，我

们充分利用校园网络，将教学大纲、课件、细胞图片及复习题放

在网上，供学生们随时查阅学习，此外同学们还可以和老师在

网上互动，学生可以直接通过网络咨询问题，有专门老师进行

相关问题解答。这些举措更有利于学生的学习。

４　结　　语

通过我们不断的改革和实践，临床血液学检验教学效果良

好，深受学生和系领导好评。在期末教学评教中，多次被评为

优秀。学生在实习和工作中也深受实习单位和用人单位的好

评。

总之，为适应我国现代化发展对医学检验人才的需求，对

临床血液学检验实验教学的改革非常必要［４］。随着实验教学

改革的深化，要不断完善和补充改革内容和方法，使实验教学

质量不断提高，培养出更多、更好适应临床发展需要的高素质

的临床血液学检验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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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论文写作是高等学校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实践

教学环节，是大学生在毕业前对所学知识和自身素质的自我检

验与认定，也是对医学院校培养目标和教学质量的评价。如何

通过毕业论文（设计）调动医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增强其创新思

维意识，锻炼其实践动手能力和科技论文写作能力，训练其科

研工作素养，为未来的科研工作打下良好基础，是医学院校值

得关注的教学改革重点之一［１］。当前大学生在完成毕业论文

写作时希望得到哪些方面的指导？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进行了

调查研究，以期对当前大学生毕业论文写作现状得出一个较为

准确、全面的认识，为今后指导学生写作毕业论文提供一定的

帮助。

１　调查方案的设计

１．１　调查方式　根据本次调查的目的和调查实施的可行性，

我们采取了问卷调查的方式，根据四部分调查内容设计了１３

个选择项目。

１．２　调查内容　调查问卷分为４个部分：（１）论文的选题：设

计１项调查指标；（２）资料准备：设计了资料收集和整理、资料

检索方法和参考文献的类型３项指标；（３）论文写作：从拟订写

作提纲、毕业论文类型及写作格式和论文写作、修改三方面设

计了７项指标；（４）论文结果：设计论文的评优和发表２项

指标。

１．３　调查对象选择　调查对象为刚毕业的２００８（下转插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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