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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基于互联网的临床基础检验学多元化教学体系

陈 思,毛志刚,付 阳,廖红艳,黄珣钡,张春莹,谢 恒,邓山鹰,宋亚莉,刘超男,曾婷婷△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实验医学科,四川成都
 

610041)

  摘 要:《临床基础检验学》是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学生重要的专业课。这门学科的传统教学和考核方式存

在较多弊端,学生课堂参与性较差,无法将理论知识和临床实际有机结合,造成学习效果、分析问题能力较差。
构建以互联网为依托的多元化教学模式,采用以互联网和移动设备为载体的教学和考核模式,提高学生学习积

极性,增强学生临床思维和科研能力,培养真正能够胜任检验工作、更好服务于临床的实用型人才。
关键词:临床基础检验学; 多元化教学; 互联网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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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基础检验学》是一门涉及临床医学诊断、治
疗、预后判断和预防等方面的实用性学科。目前这门

课程在高校本科教育中主要以专业课学习和临床实

习为主。在传统课堂上,医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灌

注,缺乏主观能动性和创新能力,参与度不高,对讲授

知识的吸收和理解较差;同时由于传统的教学和学习

模式中理论与临床结合不紧密,无法真正将课堂所学

知识很好地应用在日后的日常工作中[1]。随着科技

发展的日新月异,传统单一的教学模式已不适应当代

课堂教学及学科的发展。当今社会,互联网发展迅

速,正越来越普遍地应用于教育领域中,逐步帮助现

代教育摆脱传统课堂教授和书本的束缚。目前国内

外形式多样的网上公开课、慕课方兴未艾,各类手机

APP、问卷星等应运而生。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试

图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开展更有效的教学活动,试
图在课堂讲授和书本学习中,加入新元素,将多元化

的教学和考核方式融入现代课堂中[2-11]。

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医学检验系长期致力

于《临床基础检验学》课程教学方式的改革与创新,积
极探索培养高素质检验医学人才的途径[12-14]。本研

究从临床和教学实际出发,采用基于互联网的多元化

教学和考核方法,着眼于培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力
求提高学生的参与度、接受度,使之能更好地掌握、理
解教学内容,具体研究如下。

 

1 通过互联网使教学方式多元化

1.1 构建课程中心网站 以四川大学课程中心3.0
网络平台为依托,建设《临床基础检验学》课程网站。
由专人负责将相关教学资料、课件、教学短视频等上

传至课程中心,方便学生课外学习,使课程网站成为

学生获取丰富教学资源的重要窗口。同时笔者将翻

转课堂、互动式教学相关教学资料和病案资料发布于

网站,便于学生提前预习和准备。此外,笔者还将临

床检验基础相关正常、异常的血细胞、尿液成分形态

学图片上传至课程中心网站,方便学生在课下对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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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临床工作和形态学进行学习。在课程中心网站

上,笔者还设置专区,向学生推荐相关专业网站、论
坛、书籍和文章,辅助学生学习。课程中心网站的构

建是笔者进行以互联网为依托的多元化教学的基础。

1.2 在网站上进行翻转课堂教学准备 翻转课堂是

对传统教学的一种翻转,其本质是对教师传授知识与

学生接受知识的“翻转”安排,即学生首先在课前接触

课程(通常是阅读文献或观看视频讲座),然后在课堂

通过问题解决、讨论或辩论等策略完成知识内化,已
发展成为全球最为流行的课堂教学模式之一。为了

提高教学质量,笔者将翻转课堂引入《临床基础检验

学》课程教学中。课前,教师在课程网站中发布翻转

课堂的课堂内容,给学生预留1-2周时间让其提前预

习、准备。学生在准备汇报内容时,遇到问题可在课

程中心的互动板块发布提问,求助于老师和其他同

学,实现实时互动讨论。课后,学生将课堂讲稿上传

至课程网站,方便教师在网上对其进行评分,也方便

其他组学生进行学习和参考。

1.3 推行以课程中心网站和问卷星为媒介的探究式

互动教学 笔者同时在课堂教学中推行以课程中心

网站和问卷星为媒介,“以学为中心”的教学方法。与

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学生被动的灌输式教学相比,
问题式学习、小组合作学习、案例学习等教学法以学

生为中心、教师为引导,将学习目标隐藏在具体的问

题或案例,引导学生主动地探索和发现,并进行解析、
分析和总结。笔者以课程中心网站为平台,在线发布

病案和问题,学生获取病案后在课前进行知识预习和

文献查阅,而后在课堂上分小组进行讨论。同时笔者

将病例设计成问卷形式,以手机为工具,通过问卷星

网站来串联学习,以问题层层递进、诱导和推动学生

接触该病例所涉及知识点,并在学生答题完成后,根
据网站自动生成的问题总结和答题分析,重点讲解学

生掌握薄弱的知识点,让学生更加有针对性的掌握课

堂内容。

1.4 以网络公众号为平台,鼓励学生撰写小综述和

科普文 目前,手机移动网络也是信息交流的主要平

台之一,各种移动软件和自媒体也成为大众传递关于

健康资讯的载体。鼓励学生多结合自身问题或已知

的临床知识提出问题,帮助学生查找资料并撰写科普

文章,积极向科室、医院微信公众号投稿,进行医学知

识的科普教育。

2 通过互联网使考核方式多元化

  传统考核方式使用终结性评价体系,以期末考试

成绩为主。随着学科发展,形成性评价越来越被重

视。形成性评价重视过程及反馈,评价发生在学习过

程中[15]。为积极推动过程考核和形成性评价体系的

建立,满足四川大学期末考试成绩占期末总成绩占比

不超过40%的要求,除传统期末理论考试和实验考

试,笔者引入以下几种互联网考试形式,丰富考核

方式。

2.1 随堂考、阶段性考试 为及时了解学生知识掌

握情况,笔者在学生考核方案中加入随堂考、阶段性

考试等考核形式,使用问卷星等移动平台,随时对学

生进行随堂考核。这种考核形式让学生在提交答卷

后立即获取正确答案和解析,使学生及时了解自身不

足。教师可根据问卷星提供的分数、排名、试题分析,
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教师在课堂上应用问

卷星对学生进行测评后,根据学生答题反馈情况及时

调整授课内容,重点讲解学生掌握薄弱的知识点。该

考核形式新颖、用时短,不会加重学生的学习负担。
在阶段性考试后,笔者将阶段性考试试题、考试答案

与解析上传至课程网站,便于学生进行学习中的查漏

补缺,及时弥补。

2.2 互动式教学评分 将问题式学习、小组合作学

习、案例学习融入课堂后,教师根据考察小组汇报情

况、学生参与讨论情况、思考问题、分析问题等多方面

通过问卷星对学生进行评分;同组讨论的同学在讨论

结束后也通过问卷星对同组同学在本次讨论中的贡

献进行评分。问卷星软件及时进行成绩汇总和反馈,
让同学即时了解自己的成绩及排名。课前,教师将需

要讨论的病案发布在四川大学课程中心网站上,便于

学生在课前进行准备。课后,学生将汇报课件上传至

课程网站,教师根据学生课堂表现、汇报内容、问卷星

答题情况和学生互评成绩最终对学生进行汇总评分。
同时,教师将病案详细分析、病案难点、要点、相关理

论知识总结发布于课程网站,使学生根据自身情况,
针对性学习自己掌握较差的知识点。

3 结  论

  临床基础检验学是一门涉及多专业、多学科的课

程,与临床联系紧密,课程要求学生掌握多种系统检

测项目的检验原理、方法和临床意义,知识点多且繁

杂。基于互联网的多元化教学模式,充分利用目前互

联网教学平台和其优势,结合课程特点,整合现有教

学资源,促进学生积极学习,加强师生交流,强化其对

临床问题独立思考和分析的能力。多元化考核方式

减轻学生期末负担,使考核方案更加科学、公正、合
理,更有利于形成性评价体系的建立。对增强学生理

论知识、临床知识和科研能力和实践等 均 有 很 大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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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7],采用质谱快速鉴定的方法当天即可给出该真

菌属的初步鉴定结果,且检测结果与传统真菌培养的

结果相符合,极大地减少了花费在真菌鉴定上的时间

成本[10-11]。虽然对青霉菌只能鉴定到属的水平,仍需

结合经典的真菌培养及形态学观察才能鉴定到种的

水平,但这无疑可以为临床诊疗争取到更多的时间。
此外,相较于传统真菌鉴定方法,使用质谱仪直接鉴

定血培养阳性瓶中的真菌操作更加简单,且易于制定

标准化操作流程,从而可以减少人为因素造成的鉴定

误差。
综上所述,AIDS患者易合并条件致病性真菌的

感染,真菌感染的诊断依赖病原学鉴定。传统形态学

鉴定对于真菌感染的诊断有重要意义,但其耗时较

长,而质谱技术的出现简化了操作流程,缩短了鉴定

时间,为临床真菌感染的治疗赢得了时间。提高对不

明原因发热或感染患者的血培养送检率,尽早查找病

原菌并及时对症治疗,结合新兴的质谱技术缩短病原

菌检测时间,为临床诊断提供更加及时可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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