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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管理

以疾病为中心探索实验诊断学继续教育模式

张
!

敏!蔡玉婵!王
!

璐!陈邁琼!尧荣凤!赵旭鸿!李
!

智#

"同济大学附属杨浦医院检验科!上海
!

%(((6(

%

!!

摘
!

要"目的
!

在五年制临床实习生中实施以疾病为中心的实验诊断学继续教育!探索此种教学方法在医学继续教育模式中

的成效'方法
!

对实习生进行实验诊断学继续教育'"

$

%教学内容改革#以疾病为中心!突出病例分析!互动答疑来培养学生对各

种实验项目实用性的理解!对结果的综合分析判断能力!明白实验结果的局限性及其各种影响因素'"

%

%教学方式改革#高学历高

年资实验室人员采取多媒体教学!双语授课!学生进入临床实验室亲手体验操作等形式!将教学形象化!使学生对实验诊断学有直

观认识!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

8

%教学评价#初次调查问卷了解实习生对实验诊断学的知识积累和认知'每次授课结束后了解

授课效果'末次调查问卷比较以疾病为中心的实验诊断学继续教育实施与否对实习生的实验诊断学理论和实践的提高效果'

结果
!

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得出!以疾病为中心的实验诊断学教育方式可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初步培养医学生临床思

维能力'结论
!

以疾病为中心的实验诊断学继续教育方式是提高实验诊断学继续教育可行和有效的方法'

关键词"实验诊断学$

!

继续教学$

!

临床专业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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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0%76'**

"

%($)

%

$%7$08'7(%

!!

实验诊断学是联系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桥梁学科)

$

*

(

五年制临床医学生一般在第
8

学年开始接受实验诊断学教学(

目前实验诊断学课堂教学重点仍放在检验项目操作'项目临床

意义和正常参考区间方面(其教学方法仍然是枯燥的#灌输式

的#提不起学生的学习热情#也无法培养学生综合利用检验信

息的能力(到第
*

年实习时#-准医生.们已对实验诊断学内容

遗忘得差不多#对不断增多的检测项目不知如何选择#对检测

项目的局限性更是一知半解(因此#针对实验诊断学教学现

状#本文进行尝试性研究#采用以疾病为中心的继续教育模式#

对五年制临床实习生实习期间进行实验诊断学继续教学活

动)

%

*

(在教学内容'教学形式'授课教师几个方面进行科学合

理调整#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提高学生临床思维能力#使学生

把学到的实验诊断学知识灵活应用到临床工作实践中去(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以同济大学附属杨浦医院
%($$

级五年制本

科临床实习学生
8*

名$来自
8

个医学院&作为研究对象#其中

$6

名学生作为研究组#男
$$

名#女
4

名#进行以疾病为中心的

实验诊断学继续教育(另外
$)

名学生作为对照组#男
$(

名#

女
)

名#不参与继续教育(

$&/

!

方法

$&/&$

!

教学内容
!

以疾病为中心#调整教学内容(在实验诊

断学继续教学课件中#以常见疾病为主线#围绕典型相关的实

验室检查知识#引入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删除已经淘汰的

或临床已经基本不用的项目#把理论教学各专业之间相互割裂

的状态有机融合#分
4

个典型疾病进行授课!$

$

&白血病诊断新

思路%$

%

&止血与血栓检查%$

8

&肝脏疾病实验室诊断%$

'

&肾脏

疾病实验室诊断%$

*

&心脏疾病生物标志物检测及临床应用%

$

)

&自身免疫性疾病实验室诊断%$

0

&感染性疾病实验室诊断%

$

4

&性传播疾病实验室检查(在这些疾病之间穿插有关实验诊

断质量控制和新技术#如流式细胞术'核酸检测技术在临床上

的应用(教学内容的改革以培养学生们综合分析的临床思维

模式#教会他们根据病情需要开检验申请单#知道检测项目的

临床意义#能对疾病进行诊断和鉴别诊断#教会学生看报告单#

明白实验结果的局限性及其各种影响因素(

以感染疾病教学内容为例#相关实验室检查不能仅仅局限

于病原体的培养和药敏试验#由于培养周期长相对滞后#因此#

还可以依据血液细胞学检查$如白细胞升高'形态学上出现中

毒改变等&'相关抗体检测$如感染伤寒选择肥达氏反应'感染

肝炎病毒检测病毒抗原抗体等&'急性时相蛋白检测$如用
!

反应蛋白是否升高鉴别病毒或细菌性感染&'白细胞介素水平'

降钙素原$

R!9

&等来了解疾病的发展进程(同时随着疾病进

展#结合相关症状进行基础疾病的诊断也非常重要$如糖尿病

并发褥疮'肺部肿块继发肺炎'免疫功能受损继发机会性感染

等&#可以选择的检测指标包括血糖'尿糖'肿瘤标志物'免疫功

能检查等#同时通过检测原理或发病机制的复习使学生知其所

以然(

$&/&/

!

教学方式
!

以多媒体演示为主#多种教学方式相结合(

多媒体演示可以给学生生动直观的影像#并能图'文'声并茂#

提高其学习效率和学习效果(双语教学能够提高教学质量#通

过英语这个媒介#有利于学生了解国外先进的实践和理论(此

次继续教育师资队伍为临床实验室高学历'高年资人员#知识

结构'学历结构及年龄结构合理#有丰富的实验诊断学知识和

教学经验(教师准备详尽的教案#敬业精神强#较好地完成了

教学任务(

教学中采用启发式和讨论式教学方法(增加典型病例分

析环节#根据不同的病例#分析不同的实验室数据#主要从实验

+

'80$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8

卷第
$%

期
!

MAI1>.!E;<

!

TG<>%($)

!

U:E&$8

!

N:&$%



诊断的角度对各项检验的适合范围'对可能出现的假阴性和假

阳性'临床应用进行综合评价#培养检验人员临床工作中判读

和分析化验单的能力)

8

*

(因为从接触疾病开始#如何选择实验

检查#如何分析和评价实验指标直到初步诊断的过程正是认识

疾病的过程#可以调动学生积极思考#提高他们主动参与的意

识#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学生们临床实习时

面对各种检验申请单不会手足无措)

'

*

(

除了理论教学#还让学生们走进现代化的临床实验室#亲

身体验标本采集'标本前处理'标本上机检验直至检验结果审

核发布(有计划'有目的地让学生实地感受现代化'自动化'高

科技的临床实验室#开阔学生们的视野)

*

*

(通过实地讲述和多

媒体演示相结合提高-准医生们.以患者准备和正确采集样本

对保证实验室信息准确性的意识和责任心(

在课堂教学之余#留给医学生一些思考问题#让他们自己

搜集资料#参与讨论#最后由教师进行总结(例如让学生思考

开何种申请项目来判断腹腔内潴留液体是否为尿液1 改变-填

鸭教育模式.为-互动教育模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科研创

新的能力)

)

*

(对促进学生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激发学生学习潜

能和实验技能培养有极大的价值(

$&'

!

统计评价方法
!

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对学生学习情况'

学习效果进行评价)

0

*

(

$&'&$

!

初次调查问卷
!

在实验诊断学继续教育之前进行
$

次

初次调查问卷(调查问卷共
$(

个问题#每个问题分
"

'

[

'

!

'

2

'

个选项#让研究组和对照组学生对自己的实验诊断学学习状

况进行初步评估(两组学生评估状况无明显差异($

$

&对实验

诊断学知识的记忆还保留多少!

665

的学生选择最低选项

'(5

!

*65

($

%

&在大学中学到的实验诊断学内容!

4(5

的学

生选择以实验原理'实验步骤为主#只有
$(5

的学生认为学到

了临床思维能力'了解实验影响因素及局限性($

8

&实验诊断

学教学方式!

6(5

的学生选择以大课方式#缺少病例分析和讨

论(

$&'&/

!

继续教育授课情况问卷
!

每节授课后对研究组学生进

行问卷调查#从授课内容'授课重点'授课方式'结合临床'启发

思维'课堂吸收率等几个方面分析了解课堂效果(统计分析显

示#

6*5

的学生对授课内容'授课方式持肯定态度#认为以疾病

为中心的教学结合临床'启发思维#课堂教学吸收率达到

4(5

#授课结束后还会将授课内容作为继续学习的辅助资料(

$&'&'

!

末次调查问卷和学生听课总结汇报
!

在实验诊断学继

续教育之后#进行一次末次调查问卷#并由学生代表总结继续

教育效果(同样调查问卷共
$(

个问题#每个问题分
"

'

[

'

!

'

2

'

个选项#让研究组和对照组学生评估自己目前对实验诊断学

的认知情况'学习状况及临床应用能力(两组学生评估状况有

明显差异($

$

&

465

的研究组学生认为激发了学习兴趣和提高

了临床思维能力%对照组则为
%(5

($

%

&

$((5

的研究组学生

认为在判断病情'分析疗效和预后方面得到提高%对照组则为

8(5

($

8

&

4*5

的研究组学生认为在认识检验局限性'客观公

正地对待实验室信息方面有很大提高%对照组则为
$*5

(学

生代表总结以疾病为中心的实验诊断学继续教育方式可充分

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初步培养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

/

!

结
!!

果

!!

以疾病为中心的教学课件#多媒体形式的理论授课#以及

互动答疑#病例分析#走进实验室等手段对第
*

年进入临床实

习的-准医生.们进行实验诊断学继续教育#有利于培养学生对

各种实验结果以临床思维方式综合分析判断的能力%有利于培

养学生理解实验结果的局限性及其各种影响因素%有利于调动

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以疾病为中心的实验诊断学继续教

育方式是提高实验诊断学继续教育可行和有效的方法(

'

!

讨
!!

论

!!

据权威文献报道#临床实验室提供的检验信息占患者全部

诊断'疗效等医疗信息的
)(5

以上)

4

*

(临床实验室已不再是

传统意义上的辅助科室#而是临床各学科的支撑和伙伴(临床

医生诊治疾病不再仅凭临床经验作出决定#而必须遵循科学依

据综合分析方能作出正确的诊疗决定#实验诊断学或检验医学

日渐凸显其重要作用(

医学生在未接触患者时开始学习枯燥的实验诊断学#从目

前教材的编排'教学的重点'教学方式的种种不足造成即使医

学生较好地掌握了理论内容#他们的实验诊断学知识也是不连

续'不全面的)

6

*

(因此#本研究通过对入院实习的-准医生们.

进行实验室诊断学的继续教育#以疾病为中心的实验诊断学教

学的初步实施#有效地推动了实验诊断学继续教学的改革#进

一步提高了教学质量#加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给学生提

供了一个提前接触临床的机会#为培养学生的临床实践能力打

下了很好的根基(

此次继续教育效果评价以问卷调查方式进行#采用的是学

生的主观评价#尚缺具体的量化数值(其次#以疾病为中心授

课#对教师的要求较高)

$(

*

(教师必须熟悉并充分掌握教材#收

集临床典型病例和疑难病例#并注重总结(而且继续教育对象

是医院实习的-准医生.#学生的学习靠的是自觉#缺乏考核和

强制#这对教师的授课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以疾病为中心的

实验诊断学继续教育方式是提高实验诊断学继续教育可行和

有效的方法#但仍有许多方面需关注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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