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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检验学教学步骤划分教学法对提高学生综合能力

的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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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讨教学步骤划分法在医学检验教学当中的效果%方法
!

选取川北医学院
%"",

级医学检验

本科专业一班及二班学生作为研究对象!一班
&"

名学生采取常规授课模式"对照组$!二班
%,

名学生采取在以问题

为基础上的教学步骤划分法授课模式"观察组$!对学生综合能力进行评价%结果
!

观察组评判性思维能力测量表

"

LFRF.LL

$总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

$%观察组理论考核得分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A

%

")"$

$&操作考核得分观察组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

$%观察组学生课外自学总时间'利用网

络自学时间及与同学讨论学习时间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A

$

")"$

$%结论
!

在以问题为基础上的

教学步骤划分法显著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综合考核成绩和评判性思维能力!达到了基本提高学生综合能

力的目的!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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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检验学与临床各学科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交叉联系

广泛#这需要学生具有较高的思维能力和知识运用能力)

!

*

+因

此在教学当中#必须要能够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主动性#使学

生能够主动学习#并在医学检验学与临床各学科之间建立有机

联系#而不是单纯为了学习而学习#忽视了自身实际能力的培

养和提高)

%

*

+本研究建立了在以问题为基础之上的教学步骤

划分法授课模式#并对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效果进行了探讨+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校
%"",

级医学检验本科专业一班及

二班学生作为研究对象#一班
&"

名学生采取常规授课模式$对

照组%#二班
%,

名学生采取在以问题为基础上的教学步骤划分

法授课模式$观察组%+

$)/

!

教学方法
!

对照组采取常规授课模式#常规授课模式主

要是以教师讲解为主#教师根据本章节的重点,难点,有针对性

地对学生进行讲解#学生参与互动少(观察组采取教学步骤划

分法授课模式#将每节课分为课前引导,问题归纳,信息获取,

课堂讨论,总结归纳
$

个阶段#每
%

周进行
!

次#每节课安排一

章内容#共
&

个学时+

$)'

!

效果评价
!

采用综合考核表,评判性思维能力测量表

$

LFRF.LL

%及笔者结合相关文献资料自制的主动性学习调查

量表对学生综合能力进行评价+综合考核表分为理论考试与

操作考核#各占
!""

分)

&

*

(

LFRF.LL

量表共
(

个维度
("

个条目

组成#采取
'

级$

!

!

'

分%评分法#分值在
("

!

#%"

分之间#得

分越高表示评判性思维能力越强)

#

*

+学习主动性调查量表主

要是学习时间调查#分为课外学习总时间,利用网络学习时间

及与其他同学讨论学习时间)

$

*

+

$)1

!

统计学处理
!

所有数据均采用
SVSS!()"

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计量资料#以
IgD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3

检验#

A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评判性思维能力得分比较
!

观察组
LFRF.LL

总分高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

%(在各种思维能力得分

比较中#两组学生在求知欲得分方面相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A

%

")"$

%#其余各种思维能力得分观察组均高于对照组#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A

$

")"$

%+见表
!

+

表
!

!

两组学生评判性思维能力得分比较&分*

IgD

'

组别
1

寻找真相 开放思想 分析能力 系统化能力 评判思维自信心 求知欲 认知成熟度 总分

观察组
%, #%)$*g&)!$ ##)('g!)#$ ##)'%g")(( #')*#g")'# ##)&#g")!$ #()#!g")(! ##)(%g"),& &%!)'%g!$)$(

对照组
&" #")%%g%)#' #%)$,g!)%% #&)$(g!)!% #$)"$g")', #&)!!g")%' #()%%g")*! #%)!$g")'* %,,)%(g!&),&

3 #)$%( *)(,, ')"#$ !#)(&* ')(#! !)&', ,)"'' *)%&(

A ")""" ")""" ")""" ")""" ")""" ")"*( ")""" ")"""

表
%

!

两组学生考核成绩比较&分*

IgD

'

组别
1

理论考核得分 操作考核得分

观察组
%, ,%)($g%)%* *()$#g$)!%

对照组
&" ,%)"#g&)"' *")%%g#)*,

3 !)#$% (),(*

A ")"($ ")"""

/)/

!

考核成绩比较
!

观察组理论考核得分与对照组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A

%

")"$

%(观察组操作考核得分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A

$

")"$

%+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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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主动性比较
!

观察组学生课外自学总时间,利用网

络自学时间及与同学讨论学习时间分别为均高于对照组#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A

$

")"$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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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医学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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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两组学生学习主动性比较&

7

*

IgD

'

组别
1

课外自学

总时间

利用网络

自学时间

与同学讨论

学习时间

观察组
%, *)&,g%)%' #)'*g%)"! %)(!g")'(

对照组
&" ')$%g!)(' &)#&g!)*, !)*$g!)&!

3 $)""# &)#,# #)'",

A ")""" ")""" ")"""

'

!

讨
!!

论

在本研究当中#教学步骤划分法将整堂课分为
$

个阶段#

其中课前引导共有
!

个学时#主要是讲解数据库使用方法,文

献获取方法,教学步骤划分法的意义及内涵+在进行问题归纳

时#根据教学大纲对教材每章制定
&

个典型案例#对于每个案

例设计
$

个具有引导性的问题#然后对其进行讨论并分解为若

干小问题#每次用时为
!

个学时+例如血液系统疾病的案例#

可以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既往史,检查结果等设计
$

个问题!

$

!

%初步诊断为什么疾病#且患者相关症状对诊断结果有指导

意义($

%

%存在疑问的地方#还需要哪些检查来进行鉴别或诊

断)

'

*

($

&

%所进行的检查项目当中属于临床血液学和血液检验

的包括有哪些#这些检查项目的原理是什么#如何操作可以得

到最佳结果($

#

%除了该病之外哪些疾病的临床表现与之相似#

且如何进行鉴别诊断($

$

%对血液系统疾病进行诊断时常用的

检验技术有哪些+问题提出之后将学生分为若干组进行讨论#

明确并布置目标任务+信息获取则是根据自己的目标任务#每

个组的学生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并对有价值的信息进行分析#

为后期的课堂讨论做好准备+而且教师要明确教学内容及案

例中所涉及的具体知识#以便对讨论问题能够给出准确解释+

进行课堂讨论时#学生以
VV/

或口述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观点#

然后由其他同学进行提问,补充,讨论等#对于一些存在争议的

问题由教师进行解释+最后的总结归纳则是对讨论中出现的

热点问题由教师进行引申#进一步挖掘核心知识+对学生提出

的观点及讨论内容进行总结归纳#引导学生深层次思考+

医学检验学是一门与其他临床学科联系密切且专业性极

强的学科#临床检验当中需要具备丰富的学科知识#以便得出

准确结果)

(

*

#这就要求在教学当中在学好本课程的同时#还要

求学生具有主动学习的能力及较强的思维能力)

*

*

+评判性思

维能力是对事物做出正确的解释,推论,评价,分析等的能

力)

,

*

+从表
!

可以看出#采取新教学模式之后观察组学生的整

体评判性思维能力均有不同程度升高#提示通过设计新的教学

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学生的思维能力+虽然新的教学模

式并没有提高学生理论考核成绩#但要求较高的操作考核得分

则显著高于常规教学模式的学生#提示通过自学及讨论之后#

再加上教师讲解#学生对于实验操作的各个环节掌握高于普通

模式授课学生+由表
&

可以看出#新的教学模式对于学生学习

主动性有一定影响#能够使学生在课外时间主动学习+

综上所述#在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步骤划分法显著提高了

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综合考核成绩和评判性思维能力#达

到了基本提高学生综合能力的目的+不过由于研究时间尚短#

对于长期教学效果还需要选取大样本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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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统计工作的基本内容

按工作性质及其先后顺序#可将医学统计工作分为实验设计,收集资料,整理资料,分析资料+实验设计是开展某项医

学研究工作的关键#包括医学专业设计和统计学设计#医学专业设计的内容包括研究对象纳入和排除标准,样本含量,获取

样本的方法,分组原则,观察$检测%指标,统计方法等+收集资料的方法包括各种试验,检测或调查#要求资料完整,准确,及

时,有足够数量,具有代表性和可比性等+整理资料包括原始资料的检查与核对,对资料进行分组与汇总等+分析资料即对

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包括进行统计描述和统计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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