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中临床医学检验技术考试大纲（初级士、师

临床检验基础部分）制作考试试卷。每次考试后均进行认真的

试卷分析，一般试卷要求信度大于０．５，平均难度为０．７～０．８。

通过考试模式的改革，不仅能及时了解学生对本课程的掌握情

况，还使学生轻松驾驭职称考试，增强了学生的竞争力。在平

时成绩的评定上，将重点要考核的内容细致而全面地归纳成一

张成绩考核表，在教学过程中根据进度分阶段进行抽查，抓住

好的及差的典型，简单讲评，给予记分，彻底改变常见的凭印象

打分的情况，彰显了公平与公正。

该校通过精选教学内容、编写新教学大纲、制订新教学计

划、构建课程新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在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中

采取适当的师生角色互换并采用ＣＢＳ、ＰＢＬ等教学法进行教

学，建立了适合高等专科学校医学检验技术专业《临床检验基

础》的教学新模式，并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１级医学检验专业学生中进

行教学新模式的实践，这些举措使实习医院和用人单位对实习

生和毕业生在职业道德、团队精神、创新能力、实践技能、解决

实际问题等方面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该教学新模式提高了教

学质量，培养了医学检验技术应用型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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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现代检验医学的快速发展，实验室大型全自动分析设

备和信息化建设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新项目的开发与应用极

大地提升了实验室临床服务能力。但是，传统形态学检查在临

床诊断与治疗中仍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它也是检验技术中

的难点与重点［１］。虽然近年来检验仪器设备自动化程度不断

提高，但形态学知识与技能的培训却没有得到加强，主要是由

于实验室工作人员不重视形态学的学习及讲解带教，导致检验

临床实习生的形态学能力没有得到很好的提高。目前这种情

况已引起学校和实习基地的高度重视［２］。本科作为检验系的

最大教学基地，每年承担２０余名学生的实习教学任务，形态学

教学是实习带教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几年的工作总结，笔

者体会到在提升自身形态学能力的同时，应充分重视形态学的

教学实践与改进。通过多种方式提高学生对形态学知识的兴

趣，增加形态学实践的机会，对提升学生的形态学能力具有明

显效果，笔者采用的主要措施包括以下几方面。

１　定期进行显微镜镜下形态学的培训与考核

此部分为基本形态学培训阶段，主要针对临床较为常见的

血细胞、尿液有形成分、白带病原体、大便寄生虫卵、基本细菌

形态等进行培训。一般２个月左右完成１次培训与考核
［３］，第

１个月为示教，通常采用１０台显微镜示教１０个标本，包括血

液、尿液、大便、微生物细菌涂片等，培训教师在显微镜下用指

针指出待辨识目标，每个标本在显微镜旁都写下辨识要点，便

于学生直观地学习相应的形态特点，把抽象知识转化为具体形

态［４］，让学生快速掌握每张示教片的显微镜镜下特点；第２个

月为考核，内容为示教标本（可以有小部分内容不同），并及时

进行讲评，加深印象，通过３轮左右的循环，可明显提高学生的

基本形态学辩识能力。

２　收集标本并及时示教

对于平时工作中发现的罕见、典型的细胞和病原菌，应及

时进行示教，不仅提高科室工作人员的形态学技能水平，同时

也可为实习学生进行形态学教学。目前科室配备了德国莱卡

（Ｌｅｉｃａ）的多头显微镜示教多媒体系统，可同时供６名学生观

看同一镜下目标，并能存储图像，极大地提高了形态学教学的

效果。

３　保留典型形态学示教片

科室各亚专业组对日常工作中有典型意义的形态学示教

片均进行了保存，对于不能保存的标本（如脑脊液中的隐球菌）

也在多头显微镜示教多媒体系统中以电子文档的形式进行了

保存，此类教学示教片已作为强化学生形态学知识的主要工

具，学生在镜下对照相应目标的形态学特点进行学习，通过不

断的视觉积累，巩固并最终掌握该类目标的形态学特点。这类

教学资料包括血液、疟原虫、白带、血培养阳性标本及抗酸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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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标本的涂片等，电子化形态学资料包括自身抗体检测、大

便寄生虫卵、隐球菌检查等。

４　提升形态学检测的实战能力

本科作为国际标准化组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ＳＯ）１５１８９认可的实验室，每年都要进行实验

室内和实验室间人员的显微镜形态学检查比对，以保证不同人

员显微镜检查结果的一致性［５］，用于比对的各种染色涂片不仅

可作为形态学教学的良好资料，而且也可作为考核学生形态学

技能的材料。一般选择经实验室人员比对，结果一致的涂片，

考察学生把握涂片整体形态学的能力，让学生感受如何进行形

态学诊断。比如痰培养标本的涂片镜检涉及多种细菌，根据白

细胞、上皮细胞的数量，细胞与细菌的关系等进行综合分析判

断，找出最有可能的致病菌，并与培养结果进行比较。以此培

养学生从总体上分析问题的能力，而不仅限于一种形态的

识别。

５　通过病例讨论加强学生对形态学检测的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纯粹的形态学知识和显微镜下特点对

学生来讲比较枯燥，不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通过对特殊病例

的收集与讨论，尝试将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法（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ａｓｅ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ＰＢＬ）应用于形态学教学，在病例讨论中对相关的学

科知识进行综合讲解，启发学生的思维，提出相关问题让学生

展开讨论［６７］，这不仅开拓了学生的思路，而且也大大加强了他

们对该形态的印象。如临床１例糖尿病引起深部脓肿感染的

患者，以标本涂片检查发现了革兰阳性杆菌，临床用头孢吡肟

治疗，效果不佳，然后分析其可能的病原菌并进行形态学鉴别，

最后以弱抗酸染色法将病原菌鉴定为奴卡菌感染，采用复方磺

胺甲恶唑片治疗取得良好效果，这使学生对该菌的基本形态学

特点、弱抗酸阳性的鉴别要点有了很深的印象，真实地感受到

形态学检查在临床诊断与治疗中的重要地位，激发了学习形态

学知识的兴趣。

学校医学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加强基础、增强知识、培养能

力、提高素质”，临床教学的目标就是提高学生理论知识的临床

应用能力。形态学检查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只有通过大量的临

床实践和不断的学习积累才能提升自己的能力，形态学教学是

实习带教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体现实验室水平的一项重要标

志，以多种方式给予学生足够的形态学实习机会，并注重培养

学生对形态学的兴趣，对提高教学水平和学生形态学检查能力

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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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创新实验是旨在提升学员创新能力和批判性思维

能力，充分发挥学员主观能动性而设立的项目［１］，也是推进创

新教育，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举措。通过大学生创新实验，训

练学员信息收集、文献检索、科研选题、实验设计、数据分析与

处理等能力，大力提升科研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２３］。通过大

学生创新实验还能发现一批创新人才苗子，并通过后期训练，

为国家培养一批优秀创新人才。本文根据作者指导学员创新

实验的训练结果以及学员自身的心得体会，讨论了化学创新实

验对医学检验专业学员科研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１　信息收集及文献检索的训练

医学检验专业学员申请大学生创新实验的化学类项目时

间主要在入学后一年级下期，该阶段学员已学完基础化学的知

识和内容，正在学习有机化学和分析化学的相关内容［４］，已具

备一定的化学知识背景，且能及时与任课教员沟通，但其并未

受过化学专业文献检索的能力训练，因此，在化学信息收集、文

献检索等方面的知识相对薄弱。而大学生创新性实验项目的

申请自始至终均以学员自主设计为主，教员主要负责对学员进

行辅导。因此，学员需收集、查阅相当数量的参考文献及书籍，

才能提出较合理的项目内容以及实验路线。学员在教员的指

导下，通过化学类创新实验项目的文献检索对国内中国期刊全

文数据库（ＣＮＫＩ）和维普中文期刊数据库（ＶＩＰ）以及国外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ＷｉｌｅｙＯｎｌｉ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美国化学学会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ＣＳ）全文数据库、美国《科学引

文索引》（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ＳＣＩ）、ＰｕｂＭｅｄ引文数据库的

使用方法均有了一定的了解，明显提高了学员的信息收集能力

和文献检索能力。因检验学科的许多研究内容（如生物传感

器、纳米材料及光度法在检验中的应用等）与化学学科交叉融

合，因此，化学学科的新技术和新方法能推动检验新方法的发

展。学员所具备的化学专业文献检索能力在其以后的医学检

验科研生涯中能提供有益帮助，这也为培养高层次的复合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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