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起了负面的导向作用#某些记者没有医疗知识#也不找专家求

教#更未核实#只听一面之词#不负责任地炒作#使医疗纠纷更

加严重+因此#媒体工作者有责任对医疗纠纷进行客观报导#

同时也必须坚守基本的职业道德+特别是医疗纠纷#其原因复

杂多样#报道应科学分析#正确引导+同时#要建立完善的法律

法规#对导致不良后果者进行必要的处罚#直至追究相应的法

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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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

教学法在临床检验基础实践教学改革中的试行效果

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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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王丽兰!王秀娟!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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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医学检验系
!

2!"##"

#

!!

"关键词#

!

V&1

教学法%

!

临床检验基础%

!

实践教学

!"#

!

$%&'()(

"

*

&+,,-&$)./0(122&/%$/&$/&%./

文献标志码$

O

文章编号$

"3$.+8!22

"

.#".

#

".+"2.!+#"

!!

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法$

H

@:JA?0J5(?6A?5@/B/

*

#

V&1

%是

基于现实世界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方式#

"838

年由美国

&5@@:7(

教授在加拿大的麦克马斯特大学首创)

"

*

+临床检验

基础是医学检验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高等医药院校检验医学

专业本科$

2

年制%的必修课及主干课程之一#所包含的内容为

医学检验学中最基础,临床上最常用的检测项目+本系在引入

V&1

教学法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临床检验基础这门课程的

特点#在强调以学生为主体#培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的同时#充

分注重学生临床实践技能操作的培养+下面对本系在实践教

学中试行
V&1

教学法的一些具体措施及效果进行阐述+

$

!

V&1

教学法的实施

$-$

!

教学对象
!

为桂林医学院医学检验系
.##Q

级医学检验

本科学生共计
",,

名+

$-/

!

具体实施方案

$-/-$

!

前期准备
!

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每个小组
Q

#

"#

名+

按照下述布置的问题查询相关资料及文献+

$-/-/

!

布置问题
!

以临床检验基础实验2血红蛋白测定3为

例#在血红蛋白相关理论内容已经讲授完毕的前提下#以血红

蛋白测定的相关实验内容布置如下几个问题!$

"

%如何利用已

知血红蛋白浓度的临床标本制备血红蛋白浓度分别为
2#

,

"##

,

"2#

,

.##

*

"

1

的标准品1 $

.

%在实验过程中#该如何设计

测定方案#可以最大限度地缩短测定所需时间1 $

,

%国际上#全

自动血液分析仪上常用的血红蛋白浓度测定的方法有哪些1

在你看来#何种检测方法为目前最好的检测方法1 $

!

%在临床

上#该如何判定血红蛋白浓度结果在
"

份血常规报告单中的

意义1

$-/-'

!

分组讨论
!

实验课上#首先利用
.#

#

,#0B/

时间#采

取由带教教师就上述问题一一随机抽取任意
"

个实验小组作

答+同时#其他小组可对该组的答案进行现场评议及补充#如

有不同意见可以阐述本组的观点+

$-/-1

!

课堂总结
!

各小组讨论结束后#带教教师针对学生讨

论过程中遇到的常见问题结合临床实践给予正确的答复及

总结+

$-/-2

!

实验操作
!

带教教师就现场讨论进行小结之后#指导

各小组完成本次实验的各项操作#并要求学生对实验结果及在

实验操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小组讨论#综合小组意见后形

成小组实验报告+

$-/-)

!

意见反馈
!

指导教师根据同学们在现场讨论的表现及

实验报告的书写情况对该次实验教学进行打分#并在下一次实

验课上对同学们进行意见反馈#点评同学们在实验过程中的表

现#指出不足#提出意见+

/

!

V&1

教学法在实践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

!

V&1

教学法具有传统教学模式无可比拟的优势
!

传统

的教学模式是以理论为基础,以教师为中心,学生被动接受的

灌输式教学方式#这种以.教师为主体#以讲课为中心/的实验

教学方式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逐渐养成了课前不预习#课后不

复习#不总结#实验中遇到问题直接找教师的不良习惯#完成的

实验报告也草草应付教师了事#学生的思维定格于为了完成实

验而实验的被动层面上+现在#通过设置问题,分组讨论,课堂

总结,实验操作,实验报告,意见反馈等环节#改变了以往在实

验教学过程中#单一,枯燥.填鸭式教学/的教学模式#充分调动

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及参与热情#提高了同学们的合作能

力,沟通能力以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促进同

学们更好地将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紧密联系起来+

/-/

!

V&1

教学法改变了传统教学中师生之间的定位

/-/-$

!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

在这种以问题为基础,

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引导#注重学生自主学习的
V&1

教学

中#教师和学生的角色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

*

+传统的教学模式

中#教师是课堂的主体#学生围绕教师的授课为中心#被动地接

受教师灌输的知识#在这种.授人以鱼/的教学过程中#学生的

创新能力和临床思维能力均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抑制+而在

V&1

的教学过程中#学生成了学习的主体#每个人都需要根据

教师提出的问题去积极主动地查阅文献资料#充分发挥了他们

的主观能动性#而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学生的分工合作能力,沟

通能力,语言组织能力等综合素质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锻炼和

提高+而带教教师的角色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在问题设置

上#带教教师是组织者#确定讨论的主题#同时指导学生如何使

用检索工具#查阅参考书或文章(在课堂讨论上#带教教师引导

学生讨论的方向#帮助学生如何应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去分析所

遇到的问题#将讨论引向更深层次#此时#教师又变成了指导者

和帮助者+但是#无论教师的角色如何改变#学生才是整个学

习的主体#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只是知识建构$下转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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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打开腹膜见盆腔少量游离血约
2#01

+术中缝合穿孔处止

血#并用覆有凝血酶冻干粉的明胶海绵贴于腹壁创面#留置
9

型引流管于腹膜与腹壁之间+术中出血
"###01

#静脉滴注

红细胞悬液
!##01

#术后给予胶体,晶体液,止血药,预防感染

药等治疗#引流约
.#01

血液#第
.

天拔出引流管#患者治疗
3

6

后病情痊愈出院+

/

!

讨
!!

论

/-$

!

绝经后妇女生殖系统的特点
!

绝经后妇女由于卵巢功能

衰退#体内雌激素水平下降#阴道壁萎缩#黏膜变薄#弹性差#宫

颈萎缩变硬,变平#宫颈口变窄#甚至封闭#尤其绝经时间较长

者#宫颈萎缩更明显#宫颈阴道段不同程度缩短#有时甚至宫颈

钳无法钳夹(宫体缩小#宫壁薄变脆#致原先放置的宫内节育器

$

P4U

%与缩小的宫体不相适应#导致
P4U

变形,移位#甚至嵌

顿#使子宫内膜受损)

"

*

+

/-/

!

子宫穿孔后的处理
!

子宫穿孔是宫腔手术操作最严重的

并发症#可致内出血,感染及盆腔脏器损伤#严重危及患者生

命+由于绝经期妇女生殖系统的特点#致术者操作困难(术者

术前未能很好了解子宫的大小,位置及倾屈度(术中操作粗暴#

技术水平低(术中因无痛取环#患者无疼痛感提示#可致术者反

复操作+临床以探针致子宫穿孔更容易出现#也有取环钩穿出

子宫者+术中若发现探针无底感或者所进器械超过宫腔探查

深度#应立即停止手术操作#使用缩宫素注射#密切观察生命体

征变化及患者的自我感觉(若出现剧烈腹痛#生命体征不平稳

或有内出血较多或盆腔脏器损伤#应立即剖腹探查#止血及修

补损伤脏器(对于子宫穿孔致盆壁出血#若出血不多#排除腹盆

腔脏器损伤#可使用缩宫素,止血药,预防感染药及对症支持治

疗#密切观察生命体征变化#随访盆腔
&

超了解盆腔出血或血

肿情况(若患者生命体征不平稳#

&

超提示盆腔出血增多或者

血肿增大#应及时行剖腹探查术#找到出血点止血#注意避免周

围脏器,大血管,神经的损伤+

/-'

!

绝经后妇女取环子宫穿孔的预防
!

做好妇女计划生育保

健工作#绝经后取环时间宜绝经后
#-2

#

"

年(对于绝经后妇

女#若无用药禁忌症者#常规行阴道后穹窿上米索前列醇片
#-

!

#

#-30

*

#

.>

后再考虑行取环术)

.+,

*

#米索前列醇是前列腺

素类似物#通过刺激宫颈纤维细胞#使胶原酶及弹性蛋白酶对

宫颈胶原加速分解或由于弹性蛋白酶及氨基葡萄酸聚合酶的

变异#使胶原纤维排列改变而达到软化和扩张宫颈的作用(对

于绝经后时间长#生殖系统萎缩特别明显者#术前加服补佳乐

片
.0

*

#连用
,6

#补佳乐为
"$",

雌二醇的前体#

'P

服吸收迅

速完全#在体内经酶脱去戊酸后
-

即以
"$",

雌二醇的形式发挥

作用#小剂量使阴道上皮增生#阴道上皮糖原增加#阴道弹性增

大(子宫颈腺体分泌增加#宫颈口变软(子宫内膜腺体和间质增

生#厚度增加#节育环易于松动#可提高取环成功率)

!

*

(术前应

查清子宫位置,屈度及深度(术中操作轻柔#避免粗暴(术中患

者无痛取环#若怀疑穿孔应立即停止手术#避免反复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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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促进者和咨询者#给学生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及思路#

从而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学会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

!

促进教学相长#有利于提高教师的综合素养
!

在
V&1

教学过程中#作者也惊喜地发现#有些学生准备的文献资料非

常细致#有些内容已远远超过了教学要求的范围#这就督促教

师要不断学习#扩充自己的知识面#提高自身的综合素养#改变

以往教师只注重本课程学习的习惯#忽略了其他相关学科的学

习#从而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

'

!

V&1

教学法在试行过程中存在的一些不足

由于传统教学模式长期以来的惯性和学生对教师的过分

依赖)

,

*

#无论是带教教师还是学生#在
V&1

教学法的试行过程

中都遇到了教学习惯的改变及适应新的教学方式方面的问题+

比如#教师在对问题设置的难易程度及主题的把握不够明确#

造成学生在查阅文献资料的时候容易出现偏差#从而使得学生

在课堂讨论的时候要么分析不到位#偏离主题#要么缺乏自己

的观点#完全照搬网络或文献的资料+另外#少部分学生在面

对这种全新的教学模式的时候出现不适应或者适应期较长#导

致部分小组存在只有少数同学去查阅文献准备资料#很大部分

同学袖手旁观#没有积极参与#而在课堂讨论的时候#有些同学

因为性格的原因#出现不善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羞于发言等问

题+另外#随着近年来中国高校的扩招#现在每个班级的学生

人数基本都在
"##

名左右#这就导致在小组分组的时候#每组

学生人数较多#很难全面去评价每个学生的学习效果+这些存

在的困难和问题都是作者在以后的实践教学改革过程中需要

不断反思和总结的+

总之#作者的初步尝试显示#尽管
V&1

教学法在作者的实

践教学试行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但仍充分显示了其自身独特的

优势#取得了较好的试行效果+在以后的实践教学改革中#作

者将继续探寻将
V&1

教学法与传统教学模式的优点相互结合

的行之有效地教学#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为学科的长远发展

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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