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的新路径
!

OH6

所倡导的理念也是学生在教学中占主体地

位#而医学检验专业也正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知识和基础技能

的学科#将其与开放性实验教学相结合更显得相得益彰'将教

学以研究性实验的形式展开#借助开放性实验室平台#在此过

程中锻炼学生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

主动获取知识#自主创新的科研能力#使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

得到充分发挥#同时也锻炼了学生的实验操作技能)

%

*

'

D+B

!

以医学检验专业课临床血液检验/血小板减少0为例进行

开放性实验室教学实例分析探讨

D+B+A

!

开放性实验项目的选择
!

血小板减少是临床常见疾

病#但单从计数结果上讲#可能出现真性和假性两种情况#特别

是假性结果又可能有若干种情况#而平时在封闭式实验中由于

时间的限制#学生只学习了正常血小板的计数和形态#而缺少

了异常检验的环节'因此#根据异常血小板减少来设置开放性

实验是可选择的实验项目#既能锻炼学生的手工计数和识别血

小板技术#又加强了学生对临床异常血小板减少情况的了解和

与临床疾病的相关联系'

D+B+B

!

开放性实验的实施与评估
!

选择实验项目后#学生要

在老师的指导下对实验的操作路线和时间进行合理安排#并在

实验过程中首先加强对理论知识的学习#以解释实验中可能遇

到的各种问题#如
U\@2

引起的血小板聚集造成的血小板假

性减少的原因分析#大血小板引起的仪器计数线性范围问题

等'而后通过严谨的实验过程来实施相关技术路线#并在此过

程中加强在光镜下和瑞氏染色下对血小板的辨识能力'在开

放性实验完成后#要对每组同学完成情况进行系统评价#考察

项目选择的创新性#资料收集的完整性#实验设计的合理性#实

验过程的严谨性和实验结果的科学性'在评价和讨论中发现

优点#找出不足#获得最大收获'

D+B+C

!

与专业基础知识融会贯通
!

开放性实验通过项目研究

的形式来启发学生发散思维#引导学生对未知临床问题的探索

热情#促进学生对知识的深入理解'但在学生完成一项实验项

目后#学习并未结束#思维能够发散#也要能聚集#开放性实验

的最终目的是融会贯通#使学生达到对知识的全面掌握和对能

力的全面提高)

?

*

'因此#学习者要通过在此过程中获得的宝贵

经验#进行全面总结和提升#具体来说#就是将血小板减少相关

专业基础知识(相关操作技术和血液学科研研究策略三者相结

合#做到专业知识扎实#操作技术过硬#创新思维活跃#不断查

漏补缺#拓展有关患者血小板状况理解的广度和深度'

当然#对于开放性实验的开展方式和方法都要进行充分的

论证和研究#根据本校本专业的具体情况来进行设置#并制定

切实可行的开放方案'通过加强开放性实验室的资源配置和

管理#明确教师和学生在此过程中的任务和角色#营造良好实

验氛围#使学生能实实在在获得提高'

综上所述#全面提高医学检验专业的实验教学质量#需要

不断完善开放性实验工作#以人为本#始终把学生放在该项工

作的中心位置#进一步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开展实验教学改革#

这必将对医学检验专业课的教学质量工程产生深远影响#为医

学检验专业培养更优秀的高素质人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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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循证医学是现代医学研究的热点!是
('

世纪医学教育的发展方向&)临床生物化学与检验*作为一门与临床紧密结

合的学科!需要严谨的思维模式来指导工作&把循证医学的教学观念引入)临床生物化学与检验*的教学实践!能够最大限度地发

挥循证医学的积极作用!培养学生正确的思维方式!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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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医学的概念

!!

循证医学$

UHJ

&是由加拿大麦克马斯大学的
\4A/B

W49L"##

教授于
'<<(

年提出#其基本含义是指/审慎(明确(明

智地应用当前最佳研究证据对患者做出诊断和治疗的决定0'

循证医学即/以证据为基础的医学0#是遵循科学证据的临床医

学'其核心是以客观的临床科学研究依据来确定医疗决策'

指导思想是以临床医学的科学研究为依据#结合医生的专业技

能#对不同的患者给予不同的治疗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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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在+临床生物化学与检验,中引入循证医学的必要性

!!

-临床生物化学与检验.是由生物化学(分析化学与临床医

学等学科内容交叉渗透逐渐形成的一门课程'其主要任务是

利用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技术#探

讨疾病的发病机制#研究其病理过程中出现的特异性生物化学

标志物或体内特定成分的改变'因此在-临床生物化学与检

验.中引入循证检验医学的理念(原则和方法是非常必要的'

-临床生物化学与检验.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课程#所以循证医学

思维适用于-临床生物化学与检验.的教学'它要求学生不断

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结合最可靠的证据服务于临床'在-临

床生物化学与检验.中引入循证医学有
)

个要点!提供检测结

果#协助临床医生作出最佳的诊断(治疗和预防的决策%证实检

验结果的准确(可靠(经济及有效性%评估实验研究和文献#不

断改进临床生物化学检验技术)

*$%

*

'

C

!

循证医学思维在+临床生物化学与检验,教学中的实践应用

!!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是医学检验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主干

课程#集实践性(技术性和应用性于一身#并以实验为主的学

科)

*

*

'教师根据学员学习特点以及小班教学特点#选取部分教

学内容#如!理论课/糖代谢紊乱的生物化学检验0/脂质和脂蛋

白代谢紊乱的生物化学检验0/肾脏疾病的生物化学检验0/内

分泌疾病的生物化学检验0#以及实验课/口服糖耐量试验0#实

施/小班化0教学'

在理论课/小班化0教学中#例如讲解/内分泌疾病的生物

化学检验0这一章节时#参照循证医学教学模式加强问题式教

学#教师会在上节课的最后时间播放一段某电视台健康节目的

一段真人真事相关视频#引出视频主人公出现的/满月脸0/水

牛肩0/向心性肥胖和紫纹0/淤斑0及/多面质面容0等内分泌疾

病相关临床病征#根据学习目标设计相应问题#提前给出问题

$如视频中的主人公所出现的临床症状属于哪种内分泌疾病1

什么是内分泌疾病1 你所知道的内分泌疾病还有哪些1 为什

么会出现这样的临床症状呢1&#指导学生查文献(专著(课本准

备课上讨论#并在实际教学中通过提示视频轻松地将学生的思

路召唤到内分泌疾病中#将学生分成
)

人一组的若干小组#以

组为单位#分组进行讨论(归纳#让学生走上讲台提供与该问题

有关的最好证据以论证自己的结论#最后教师点评(总结'如

此将循证医学思维应用于课堂教学能够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调动其主观能动性'在课程教学中#还通过与本校附属

医院检验科合作#将具有代表性的病例及检验报告穿插在教学

中#使学生亲身感受该课程在临床中的作用#变/说教式0为/诱

导式0'最后教师还会留出课后思考题#帮助学生回顾所学

内容'

而在实验课/小班化0教学中结合本课程特点#密切联系临

床实际#将循证医学思维引入教学中构建了以临床疾病为单元

的创新实验教学模块!糖尿病(血脂代谢疾病(肝胆疾病(肾脏

疾病(心血管疾病(内分泌疾病相关综合试验#肿瘤标志物检测

及方法学评价综合试验等'在教学中#需充分利用多媒体的优

势#根据循证医学教学方式的需要制作相关视频动画#展示相

关疾病的典型病例等'总体思路是!以学员为主体#采取分组

讨论的形式#小组发言和个人发言相结合并对表现突出的小组

和个人给予一定的奖励#授课教师主要起组织讨论和点评的作

用'还是以/内分泌疾病相关综合实验0为例#具体实施流程设

计!$

'

&教师提前建立内分泌疾病相关阳性和阴性模型'$

(

&将

整个教学内容化作八个问题#并提前将问题发布给学员#让其

有时间通过查阅文献等途径对问题进行准备'$

)

&在学员已有

课前准备的基础上#课堂上以小组为单位#派代表在讲台上对

各个问题进行讲解#并辅以板书%其他组的同学可以对讲解内

容进行纠错(补充(质疑%教师进行点评总结'$

*

&以环环相扣

的问题引导教学内容的推进#最后教师带领学员形成完整的实

验设计和操作流程'$

-

&以小组为单位开展实验#学员自己完

成实验动物取血(检测等操作%在教师带领下对比阴性和阳性

实验结果'该课程将理论联系实际#让学员真正参与课程#成

为实验教学的主体#并且培养和提高了学员各方面能力!综合

运用知识(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以及综合分析和实际操作

能力'

D

!

小
!!

结

!!

综上所述#通过将循证医学思维教学模式引入到-临床生

物化学与检验.教学中#能让学生从更高的角度对待临床实际

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因为检验医生在如今的临床生物化学检

验工作不是像以前那样简单的检测大量项目然后及时提供检

测数据#而是在庞大的检测项目中进行合理地选择和利用#选

择最佳的项目组合%对临床及患者进行全方位的咨询工作#并

介绍临床生物化学检验医学中新的成果和检验项目#做到与临

床一线紧密沟通#并服务于临床)

?$<

*

'用循证医学思维指导临

床生物化学检验工作中医疗决策#不仅可以提高临床生物化学

检验师的自身素质#而且推进了-临床生物化学与检验.教学模

式的改革#更重要的是促进临床医疗决策的科学化和卫生事业

的健康发展'因此#在-临床生物化学与检验.教学中#引入循

证医学思维观念是未来医学教育的发展方向#在循证医学思维

的基础下#临床生物化学检验会踏上一个更科学(更规范的台

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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