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３　讨　　论

３．１　分析

３．１．１　带教师资学历层次低，教学方法单一
［２］
　教师队伍中

大多数是中专和大专学历，本科学历较少，而这些教师以往所

受的教育往往是如何做一个好护士，如何满足患者的需求，很

少接受过如何作为一个好的带教老师的培训。有些教师甚至

将实习学生当作廉价的劳动力，用命令的口气吩咐学生做事，

学生略有差错便大肆批评，给学生心理上造成阴影。

３．１．２　沟通交流方法不当　有些临床带教老师具有丰富的护

理经验，但缺乏有效的沟通技巧，从而得不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命令式分配工作，责备式批评等，都会拉开学生与带教老师的

距离，使得学生不敢提问，遇到困难避免向带教老师求教。多

数学生被老师当患者和同学的面批评过，这也是造成学生自尊

心损害的重要原因。

３．１．３　思维、心理差异　带教老师与实习学生年龄跨度大，随

着社会的进步，学生已经形成了与带教老师不同的思维方式和

处事原则，带教老师认为理所当然的教学方式，学生却觉得不

可接受，是对自己的不尊重，对老师产生误解，不利于教学的顺

利进展。

３．１．４　学生心理原因　这一年龄段的学生自尊心的具体表现

大致有：注重外表，希望表现自己，并得到肯定，对尊重具有强

烈的要求。学生心理健康受诸多因素影响，学习、就业压力，身

体状况，缺少社会的认可，以及不民主的家庭教育方式等，都可

能影响心理健康［３］，出现自尊心的缺失和亢奋，具体可表现为

自卑和自负［４］。

３．２　对策

３．２．１　加强临床带教老师的培训与选拔　临床带教老师是护

生接触临床实践的启蒙者，选好带教老师是提高临床教学质量

的根本保证。原有选拔机制是论资排辈，缺乏竞争，应该定期

对带教老师进行培训，使其教学水平不断提高。对业务水平

高，道德品质好，沟通能力强的带教带教老师进行奖励，并实行

任期责任制，能者上，庸者下，增加带教老师的竞争意识。

３．２．２　注重带教老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及其方法　许多带教

老师都十分想与学生进行有效的沟通，他们学习了许多关于如

何与学生沟通的教育理论，而且非常愿意学以致用。但是一旦

碰到实际的问题时，带教老师们往往会弃所学的理论不顾。这

并不是说教师们不愿将理论用于实践，而这是个不断学习与提

高的过程。带教老师应帮助护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端正思

想，让护生热爱护理事业［５］。

３．２．２．１　与学生交流课外的事情，带教老师必须爱护学生，全

面掌握学生思想［６］，才能更好因材施教。

３．２．２．２　在处理问题时语气委婉，就事论事，不要将问题原因

归结到学生的品性。不要当着他人的面批评、诋毁学生的人

格。注意批评和表扬学生时都不与其他学生作比较。

３．２．２．３　随时表扬，多建议，不批评。对完成操作的学生应先

给予表扬，然后指出可以进一步提高和完善的地方，可以让学

生自信同时知道自己的不足。

综上所述，通过探讨临床护理教学中对学生自尊心的保护

问题，我们了解到，尊重和保护学生自尊心需要重视对现有带

教老师的再培训，带教老师与学生之间的有效沟通，同时也需

要学生的积极配合，不断完善护理临床带教老师的综合素质。

保护学生的自尊心，加强对护理实习生的培养，使其成为新一

代护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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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微生物学检验实习带教体会

冯　雪，吕　蕾（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检验科，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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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微生物学检验是检验医学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课，主

要任务是为临床感染性疾病提供准确的诊断及治疗依据，指导

临床合理使用抗生素。临床微生物学检验的性质和特点要求

我们在实习带教过程中，除了要求学生系统地掌握临床微生物

学基础理论知识和基本操作技能外，尤其注重学生与临床沟通

能力的培养。在实习期间，学生们普遍反映经过８周的实习很

难较好地掌握该门课程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为使检验专

业学生在有限的时间里较好地完成微生物学检验的临床实习，

成为合格的检验人才，作为微生物检验的带教老师，作者将近

几年带教工作中的一些体会进行如下分析总结。

１　建立规范化的带教模式

目前，多数微生物学实习缺乏一种规范化的带教模式。虽

然学校制订了检验专业学生的实习大纲，但实习单位却未能很

好地贯彻执行。我们认为首先应建立一套规范化的带教体系，

如制订相应的规章制度、明确学生在微生物室实习期间的要求

和学习内容、定期小讲课、安排出科考试等，将这些内容文件化

并认真执行。临床微生物实验室一般按工作程序可分为标本

接收、标本接种、细菌的分离鉴定、药敏试验、结果报告、培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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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备、医院感染监测等多个岗位，微生物实验室负责人应先落

实好各岗位的具体带教老师，选定经验丰富、理论扎实的老师

进行一对一带教。在实习过程中，带教老师尽可能多地为实习

学生提供动手操作的机会，但同时也要做好指导和监督工作。

另外，定期安排小讲课，讲课内容包括基础理论知识的复

习、标本的采集和接种、细菌的初步鉴定、药敏试验、结果报告、

常用染色方法、培养基的种类及配制方法、室内质控、医院感染

监测等十几个方面。每位带教老师要认真备课，备课内容由全

组人员讨论并提出意见，最后由实验室负责人审阅后才能给学

生授课，讲课内容作为临床教学资料统一保存。实习结束时安

排理论和操作考试，并做好考核记录，以便及时发现带教中的

问题和不足，进一步改进带教方法，同时为学生实习综合考评

提供依据。

２　强调岗前培训的重要性

学生进入微生物室工作时，实验室负责人必须对他们进行

岗前培训，并签字存档。其主要内容包括：

２．１　介绍微生物实验室的基本情况，规章制度、工作要求、检

测范围、工作流程等，使实习生了解微生物实验室的概况。

２．２　介绍生物安全的相关知识。微生物实验室是病原菌相对

集中的地方，而实验室中的一些事故、伤害以及与工作有关的

感染主要是由于人为失误、不良实验技术以及仪器使用不当造

成的［１］。所以我们要求学生务必做到“有菌观念、无菌操作”，

做好个人防护，确保自身不受标本的侵袭，也确保周围环境不

被污染。

２．３　介绍微生物实验室的标准操作规程，包括标本的采集与

接收、检验项目和仪器的标准操作规程、微生物的室内质控等

内容，要求学生们在上岗前仔细阅读并掌握实验原理、操作程

序、注意事项等内容，这样能使他们更快地适应工作环境。

２．４　介绍微生物实验室的操作系统软件，强调标本接收、编

号、录入的要求以及注意事项。介绍拒收标本的要求，对不符

合要求的标本如何做好临床沟通及记录工作。

３　强化实验技能的培训

临床微生物检验是一门技术性和操作性很强的学科，虽然

自动化的仪器已广泛应用于临床，但上机前的标本处理仍需要

手工操作。操作的正确性及熟练程度决定着检验结果的准确

性及工作效率［２］。在临床微生物学检验中形态学判断非常重

要，需要依靠技术人员的个人经验，因此必须加强实习生的基

本功训练。要求实习生掌握从接收标本，选择合适的培养基分

区划线接种，到对标本进行涂片、染色、镜检这一过程。要求他

们对镜下菌落进行描述，能够辨别临床常见细菌的菌落特征，

并与染色结果结合起来。同时对于触酶、氧化酶、凝固酶、ＫＩＡ

等基础实验、ＫＢ法药敏试验也是通过反复操作来达到熟练掌

握的目的。对于全自动或半自动的微生物仪器，我们要求学生

们掌握其基本原理并熟悉仪器的基本操作和注意事项。除了

临床标本的处理，我们还要求实习生参与染液的配制、培养基

的制备及消毒灭菌等工作。这样经过一轮的实习，学生们不但

能够熟悉自动化仪器的操作程序和注意事项，而且能够熟练掌

握传统手工鉴定方法，以更好地适应各级医院检验科微生物室

的工作。

４　增强质量控制的意识

临床微生物学检验的核心是检验质量，微生物检验的质量

保证是一个连续的质量管理系统，包括分析前、分析中、分析后

的质量控制，这个过程只要某一环节出现误差，都会导致检测

结果错误，影响到患者的疾病诊断和治疗。因此，引导学生在

实习过程中逐渐树立起全面的质量控制意识显得尤为重要。

质量控制是保证检验结果准确性的关键［３］，其内容包括３个

方面：

４．１　分析前的质量控制　对于临床微生物学检验来说，分析

前的质量控制尤为重要。包括医生检验单的申请，患者的准

备，标本的采集、标识、保存和运送，如痰标本的留取好坏、血培

养采集血液的时机和血量、留取尿标本的最佳时间和注意事项

等这些因素都将影响结果的准确性。

４．２　分析中的质量控制　分析中的质量控制项目包括培养

基、试剂、诊断血清、染液、药敏纸片等，定期用标准菌株对各种

染液、培养基、试剂、诊断血清、生化反应管、药敏纸片、鉴定和

药敏板条或卡片等进行质量控制，以确保试验结果的准确性；

每天记录冰箱温度，环境、仪器的温湿度，如果超出范围立即报

告老师及时处理；仪器的运转情况是否符合要求，定期对仪器

进行维护、保养等。

４．３　分析后的质量控制　检验报告的填写是否正确、检验结

果发送是否及时，检验结果与临床资料进行相关性分析等。

５　加强与临床的沟通

在临床微生物检验实习教学中，除要求学生具备熟练的操

作技能外，还应培养其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尤其要加强学生

与临床沟通能力的培养，为今后更好地与临床合作，发挥检验

与临床的桥梁作用打好基础［４７］。在日常工作中让学生学习与

临床医生、护士的沟通，如指导检验项目的申请、标本的采集与

运送、血培养阳性等危急值的报告、对检验结果做简单的解释

等等。通过加强与临床沟通能力的培养，加深对临床基础知识

的理解记忆，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总之，作为临床微生物学带教老师，深深体会到要加强学

生素质教育，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样才能培养出具有

创新精神，并有一定实践经验的高素质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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