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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微生物学检验,是检验学生一门重要的专业课程!因课程内容知识点多且连续性差!学生极易产

生厌学情绪%从学生感兴趣的角度出发!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设计病案教学法&故事教学法&讨论式教学法&亲验

式教学法&人文科学教学法&立体式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方式!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收到了良好的教学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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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临床微生物学检验1是检验学生一门重要的专业课程#涉

及到的病原体种类繁多#每种病原体的生物学特征)临床意义

和微生物学检验各具特色)复杂多样#虽然理解并不困难#但是

记忆起来极易混淆#且知识点连续性差,学生往往感觉理论课

信息量大)凌乱分散%实验项目杂)种类多#实验原理相似)过程

雷同#但是反应结果各异#极易产生厌学情绪,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最重要的就是改变以往以教师为主

体的传统授课方式#从学生感兴趣的角度出发#首先#以学生

为主体#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作为重要的改革内容#让学生

参与教学的过程#包括理论课的教学准备)讲授#实验课的教

学设计和结果分析%其次#以学生感兴趣为原则#理论教学改

变传统的照本宣科式的方式#根据不同的内容采用不同的教

学方式#将知识点贯穿在其中%实验课以启发学生的思维为

主#让学生变被动为主动#结合理论帮助学生理清思路#加深

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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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就兴趣教学法在临床微生物学检验教学中的应

用介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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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案教学法

以某一个感染性疾病或者某一问题为先导#把微生物学检

验和其他基础课)专业课$如免疫学)病理学)药理学)传染病

学)外科学等&联系起来#根据疾病的典型症状)选择病原学检

查的指标#从如何采集临床标本开始#讨论病原体的形态染色)

分离培养的菌落性状)生物化学反应)药敏试验)动物实验)血

清学试验等#最后根据临床和实验室检查结果#综合分析得出

病原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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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过程中要对会引起相同或相似症状及

形态)染色性相似的细菌进行横向对比,初步确定范围之后#

还要对每个细菌从生物学性状)致病性)微生物学检查等方面

进行纵向联系#从而进一步确定或排除某种病原菌,比如在讲

授金黄色葡萄球菌时#以
"

例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导致剥脱性

皮炎的患者为例#先介绍患者的发病经过及临床表现#配合图

片给学生以深刻的印象#再逐步分析如何进行标本采集)如何

进行检验#如何与其他相关球菌进行鉴别,

此教学方法适用于细菌学)真菌学和病毒学各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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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教学法

将所涉及的病原体编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在故事情节展开

的同时#介绍需要学生掌握的知识点#寓教于乐,例如#讲到伤

寒沙门菌的时候#以伤寒玛丽的故事为主线#介绍玛丽的生平#

并将伤寒沙门菌的生物学特征)临床意义)微生物学检验方法

以及.健康带菌者/的概念等知识点融入其中%肺炎链球菌#以

某一青年打篮球后淋浴继而得大叶性肺炎的故事来展示#从青

年起病)临床症状等入手讲解肺炎链球菌的临床意义#从入院

采集标本开始#逐步展开肺炎链球菌的微生物学检验%霍乱弧

菌#以印度恒河朝拜者生饮河水导致霍乱蔓延的故事#来讲述

霍乱弧菌是如何传染)如何检验的,这种教学方式将知识点融

入故事情节中#易于为学生接受#加上故事中唯美的图片)优美

的音乐#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在感兴趣的情况下对相关的知识

点轻而易举就记住了,

故事教学法要设计故事情节#还要将知识点巧妙的融入#

使故事与医学知识自然地过渡#所以虽然备课费时费力#但在

实际教学中获得了学生很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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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式教学法

0临床微生物学检验1的实验课与其他医学实验课有所不

同#充满了很多不定的因素,例如#提供同样的菌种#不同的学

生操作#可能会出现各种不同的实验结果#这个时候就可以采

用讨论的方式#来分析可能存在的原因#是培养基制备的时候

不合格)是操作时无菌观念不强造成污染)是菌种变异)是培养

时间不够等#通过讨论可以加深学生的印象#也可以培养学生

科学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当然#在讨论的过程中#

教师要注意启发学生的思维#及时纠正引导学生正确的思路,

由于理论课学时紧张#再加之师资力量配备等条件的限

制#该方法主要适用于实验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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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验式教学法

0临床微生物学检验1涉及的病原体种类多样#但是每一种

病原体检验的基本程序都非常相似,细菌学)病毒学)真菌学

各论的内容都是从病原体的分类)临床意义)生物学性状和微

生物学检验
6

个方面来讲述的#每个章节重点要掌握的内容也

差不多#因此教师在讲课过程中会不断重复#学生极易产生厌

烦情绪,因此#对有些比较简单的内容#可以在之前教师讲授

的基础上#让学生自己讲授,当然#这种教学法的前提是#教师

必须提前布置讲课任务#并提醒学生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准

备#在学生讲述的过程中#应及时纠正错误#并及时补充遗

漏*

&

+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鼓励学生自己站在讲台上讲授课

程#不仅讲授者自然会精心准备#认真对待#其他同学也兴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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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印象深刻#易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实验课上#在完成教学大纲规定内容的同时#为了增加兴

趣#让学生采集自己的标本#进行微生物学检验,例如#在球菌

实验课中#学生采集自己的咽喉拭子#肠杆菌科实验课中采集

自己的粪便和尿液#真菌学实验课中采集自己的甲屑和脚趾缝

皮屑进行常规的微生物学检验,在一次.球菌检验/实验中#有

一女同学从自己的咽喉拭子中不但分离出了链球菌#而且还分

离出了杆菌#教师就这个问题让全班学生讨论#学生兴致盎然#

争先恐后地要求操作#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积极性#也增强了学

生主动求知的欲望,

亲验式教学法要求有充足的学时#要求教师要较好的控制

教学秩序#及时补充纠正)正确启发学生的思路#并进行恰当的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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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科学讲授法

在0临床微生物学检验1授课过程中#也可以加入人文科学

的讲授方式,例如#在讲到.细菌的生理/一章#将细菌的生长

过程和人的生长进行对比#细菌宝宝也要经历.少年期/$延缓

期&).青年期/$对数期&).中年期/$稳定期&和.老年期/$衰亡

期&%在.细菌的遗传变异/一章#用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来

类比细菌的遗传和变异%在.链球菌/一章中#用一副对联来形

容肺炎链球菌引起的临床症状#上联是.寒战高热胸刺痛/#下

联是.咳嗽咯痰铁锈色/#横批是.呼吸困难/%用.肺炎球菌革兰

阳#成双排列矛头状#荚膜光环真闪亮#鉴别致病一样忙#草绿

血平来培养#透明小个是模样#生化反应比较强#奥胆菊荚来争

当#毒素检测小鼠亡#生物特征记心上#微检才帮治疗忙/的顺

口溜来总结肺炎链球菌整章的内容,这些形象生动的比喻)通

俗易记的口诀#让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更为容易#课堂气氛轻

松而愉悦,

所谓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作为教师不仅仅要帮助学生

理解并记忆医学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的思维方

式#人文科学讲授法在教给学生一种学习技能的同时#渗透做

事的基本原则和做人的基本道理#不仅教书而且育人#这才是

现代教育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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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式教学法

瓦尔德说!.平庸的老师只是叙述#好的教师讲解#优秀的

教师示范#伟大的教师启发,/.示范/就是立体式教学的途径#

.启发/则是立体式教学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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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0临床微生物学检

验1授课过程中#根据不同的内容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先对理

论内容进行透彻的讲解%再结合实验课进行实际操作训练#在

操作过程中加强对理论的理解#并形成正确的逻辑思维能力#

培养科研的意识%最后要及时进行.教学评估/#听取专家教授

的意见#开座谈会)讨论会#进行问卷调查#以及与学生通过短

信)微信)

(43B8D

)

gg

聊天的方式进行沟通#及时收集反馈信

息#评价教学效果#及时调整教学方法,

从学生感兴趣的角度出发#多种教学方式联合使用#根据

不同的内容)不同的知识点#设计不同的教学方式#更重要的

是#在教学的过程中充分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发挥学生的主动

性#让学生在感兴趣的情况下主动地)愉快地学习,一旦形成

了学生兴趣#学生就会产生强烈的求知欲#由被动变主动#自觉

提高学习的认真程度#形成孜孜探求)刻苦钻研的精神#牢固地

掌握所学知识#真正做到了对知识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使

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相联系#提高了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

"

+ 徐娟
$

兴趣教学法在医学微生物学中的实践与经验总结

*

_

+

$

西北医学教育#

#'""

#

"<

$

&

&!

77"477&$

*

#

+ 宋珍#黄洁雯#郭晓奎#等
$

0临床微生物检验1

)Z-

案例教

学法的应用*

_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6

#

""

$

#

&!

"U64"U7$

*

&

+ 程红兵#张雄鹰#陈云霞#等
$

医学微生物学教学模式改革

探索*

_

+

$

山西医科大学学报!基础医学教育版#

#'"'

#

"7

$

%

&!

;%&4;%6$

*

6

+ 秦洁#卢青#陈利巧
$

.立体式教学法/在医学检验专业生

物化学检验教学中的应用*

_

+

$

医学信息#

#'""

#

#6

$

&

&!

"7';4"7'%$

$收稿日期!

#'"74'#4"'

!!

修回日期!

#'"74'64"7

&

构建多元化教学模式提升医学检验学生综合素质"

曾婷婷!郑
!

沁!金咏梅!粟
!

军#

"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医学检验系'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实验医

学科!成都
!

;"''6"

$

!!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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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教师言行培养学生医德医风#以课堂教学为中心!辅以实习见习&校外参观学习&读书报告&学术

报告&病案讨论!培养学生临床思维和技能#通过)导师制*的科研创新小组指导学生进行科研探索!以多元化教学模

式的综合应用!提高医学检验系学生的人文素质&临床思维和技能&科研素质&信息素质等体现医学检验学生综合素

质的基本要素!以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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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现代医学模式对医学检验工作者的要求#已从单

纯地要求其成为拥有扎实理论知识和熟练技能的实验技术人

员#提高到要求其成为能对实验室检查指标进行综合分析评

估)能为临床诊断和治疗评估提供全面咨询服务)能适应临床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7

年
U

月第
"#

卷第
"7

期
!

-BC!?J)D89

!

/L

,

L@A#'"7

!

*>D$"#

!

S>$"7

"

基金项目!四川大学新世纪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

.)ed&"'

&,

#

!

通讯作者#

(43B8D

!

@

i

ELBQ8";;%

#

";&$F>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