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播的过程中#教师的专业素质与职业素养可获得进一

步提升#相对应的知识输出质量也有所提高)学生在

接收的过程中达成明确的专业认知#增加了学习的主

观能动性%专业文化所带来的凝聚力更有利于团队精

神的培养#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增进师生间的交流#

从而形成教师与学生间积极互动的良性循环)

1%'

!

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
!

职业素养是指职业内在

的规范*要求及提升#是在职业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

综合品质)专业文化的建设与职业素养的提升相生

相长'

$#

(

)知识和技能可通过教师的讲授去获得#责任

心*执行力*规则意识则必须经由学生的自身感知与

实践去获取#而这正是专业文化建设的优势所在)专

业文化的渗透不仅能促进学生主动学习知识与技能#

更能将这些必备的专业能力融入具有职业特色的素

养中#以打造一名真正合格的检验工作者)

2

!

小
!!

结

!!

文化建设是高校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和血脉#

专业文化是支撑高职院校文化建设的主体与实体#在

高校建设与发展中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医学检验

专业文化的形成与推广对于培养检验人才的专业价

值*专业意识与专业气质#从而奠定未来职业素质*形

成职业发展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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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实习教学是学生将所学的理论知识应用到检验工作中的一个过程!是检验专业学习的

重要环节%在临床实习中培养学生实际工作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是教学医院的

重要任务和课题之一%分子诊断是临床检验的重要分支!由于新技术发展快&专业性强!技术要求高!笔者结合

自身分子诊断检验带教工作!总结了分子诊断专业临床实习教学的关键要素!教师和学生主体并重!重视岗前

培训!强化现场教学!注重培养学生动手能力#注重生物安全培训!培养学生全面的质量控制理念#多种教学方

法灵活应用!减少临床实习与理论教学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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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实习是检验医学专业学生极其重要的学习

环节#是把在校所有的理论知识应用到检验医学的实

习过程)分子诊断是检验医学中的前沿学科#以聚合

酶链反应$

SV3

&技术为核心#通过荧光定量*基因芯

片*高通量测序*微流控等多种检测技术使检验方法

更加及时*精准*便捷#临床应用也日趋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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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临床实习阶段#学习时间有限#如何紧跟技术发展#

完成实习生临床分子诊断的实习教学#尚有许多值得

去探讨的领域)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顺利*高效地完

成实习生的分子诊断带教工作#是每个分子诊断带教

教师都需思考的问题)

$

!

教师要素

!!

实习教学是个教学相长的互动过程#教师是实习

工作中重要主体)带教教师广博的知识储备及良好

的专业素养对于带教工作十分重要#因而带教教师需

要不断提高专业理论和专业技能#努力加强医学教学

实践)

分子诊断打破常规疾病诊疗方式#已成为临床医

学中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分子诊断继续发挥其在

感染性疾病快速精准诊断的优势%分子诊断在无创产

前基因检测*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中的应用#可从源

头上降低遗传性疾病患儿的出生%分子诊断在肿瘤分

子分型*指导靶向药物治疗及化疗药物的选择*液体

活检监测疗效*判断预后等方面应用前景广阔)作为

分子诊断临床带教教师要积极进行专业培训学习#及

时更新分子诊断检验的相关知识及业务操作)同时

应积极与临床和技术服务人员沟通#不断完善和提高

对分子诊断结果的解释能力#让实验医学与临床医学

紧密结合)实践工作中#分子诊断带教教师还需依据

分子诊断实验室的新要求和新项目开展的情况#积极

对知识体系和实验操作进行及时更新和纠正#以提高

自身专业知识储备#完成对不同层次学生的临床带教

任务#做到传道*授业*解惑)并在带教的过程中多交

流*多沟通#取得学生的信任*理解和支持#激发学生

对分子诊断专业的浓厚学习兴趣#从而提高学习的积

极性)同时#善于发现学生实习中存在的问题#及时

进行纠正和指导)

/

!

学生要素

!!

学生是实习工作中另一重要主体#因而带教工作

应重点关注学生的培训和指导)对于临床实习教学#

以下四个方面应重点关注)

/%$

!

重视岗前培训及强化现场教学
!

实习学生岗前

培训会熟悉检验科各项规章制度*实验室的设置和功

能*工作流程*相关的法律法规等内容)但由于分子

诊断是新兴的检验分支#学生对分子诊断实验室了解

有限#因而分子诊断实验室仍需要针对分子诊断实验

室自身特点#对实习学生进行岗前培训)培训内容应

包括分子诊断实验室基本设置#原则上分为四区#分

别为试剂准备区*标本制备区*核酸扩增区*产物分析

区#各区都有独立的缓冲区#以及各区的工作制度和

流程等'

#

(

)学生进入实验室后#带教教师应首先引导

实习学生按照区域流向制度$试剂准备区
)

标本制备

区
)

核酸扩增区
)

产物分析区&依次参观各实验分

区#现场系统地介绍各实验分区的目的*意义及工作

内容)同时由于提取的核酸及
SV3

扩增产物#很容

易因人员或物品的流动或者不规范的操作#通过气溶

胶的方式引起实验室污染)因此#在临床
SV3

检验

过程中#要牢固树立.无基因#无核酸/的意识#防止以

前的扩增产物对实验室造成污染'

0

(

)实习学生进入

分子诊断实验室第一天#带教教师应重点向实习学生

强调和灌输实验室防止污染的制度*措施和发生污染

的处理方法)

!!

带教教师根据带教计划的侧重点#选择常规检测

项目#如
/RW"+15

定量检测*

V7"+15

检测*

/SW

基因分型检测*个体化用药基因检测等#在实际工作

中结合具体项目介绍其检测原理*操作程序及临床意

义#着重讲解对结果的判读#如扩增曲线要呈明显
,

形*质控是否在控*内标是否是阳性#处在灰区标本的

判定等)让实习学生对分子诊断实验室的工作逐步

了解的同时#要求学生仔细阅读实验室管理文件和标

准操作规程$

,̂ S

&文件#并将文件内容与实验室具体

执行流程进行比对#使学生对实验室工作有进一步的

认识)

/%/

!

注重生物安全培训及教授突发事故处理方

法'

-

(

!

分子诊断检测项目呈现多样化和发展快等特

点#发生生物污染和生物危害的可能性也日趋增加)

而在校学生#对于生物安全的学习非常有限#因而对

于实习学生生物安全培训显得十分重要)生物安全

培训应树立学生的生物安全意识#并教授生物安全知

识#教师应向学生讲授各种生物安全设备及个人防护

用品的正确使用方法#如佩戴好帽子口罩手套#手套

必须完全遮住手部及腕部#更换实验室专用不露脚趾

头的鞋#遵守实验室着装要求#做好个人生物安全防

护措施)所有的标本处理和核酸提取都必须在生物

安全柜内进行#所有的标本都应视为传染源)在标本

溅到眼睛或洒到身上时#要会使用洗眼器和紧急喷淋

装置)若检测标本发生泼洒或溢漏#应立即用布或纸

巾覆盖受感染性物质污染#倒上含氯消毒剂#作用至

少
0&G)9

#然后清理至盛放污染性废弃物的容器内)

/%'

!

注重培养学生全面的质量控制理念
!

随着临床

检验技术发展#质量控制已成为检验工作重要工作任

务之一#因而实习教学中应加强对学生质量控制理念

的培养和教授'

.

(

)分子诊断是繁杂有序且细致的工

作#检验前*中*后的任何一个环节都至关重要#且核

酸扩增是成次方倍数增加的#极易出现实验偏差和错

误#所以良好的质量控制理念是十分重要的)带教教

师在带教过程中#需要从标本采集"接收*标本前处

理*核酸提取*扩增分析到报告发放的每一环节#对各

个操作的质量控制要点进行细致分析#并向学生讲解

相应的质量防控要点及质量控制措施#重点说明标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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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判断标准*实验操作规范*仪器设备校准*质控参

数设定*结果处理*报告审核与签发等内容)在学生

进行实际操作时#带教教师应全过程持续关注#一方

面保证检验质量#另一方面也能培养学生严谨的工作

作风和良好的工作习惯)

/%1

!

理论结合实践采取多种教学方法
!

分子诊断发

展很快#但是相对于临床#学校分子诊断相关实验设

备和实验教学滞后#因此分子诊断临床实习与在校理

论教学存在明显差异)同时分子诊断检验对实验操

作要求比较高#因而应积极应用多种教学方法提高教

学效果#努力减少临床实习与理论教学的差异!$

$

&因

材施教#讨论教学#鼓励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自主学

习的积极性)带教教师需从最基本的实验操作出发#

一边操作示范#一边讲解相关知识#重点强调操作要

点和关键步骤#同时与学生分析讨论注意事项及原

因)然后#让学生实际操作#在旁给予指导#并当场纠

正操作中出现的错误#并和学生共同讨论错误发生的

原因#加深学生记忆)除此之外#在实际工作中#针对

不同学历和理解力的实习学生#根据不同的教学内

容#应因材施教)$

#

&

SRN

教学法.以学生为中心#以

问题为导向/

'

'

(

)检验项目采用
SRN

的教学方式#提

出问题#让学生主动学习)在实习过程中#结合专题

讲座和考核等方式#考察不同的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

度#合理设置实习培训项目#注重培养学生动手能力#

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全面地掌握分子诊断

相关知识)因此#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应给予学生

尽可能多的实践机会#使其不断进步)$

0

&临床路径

教学法'

(

(

#把学生需要掌握的知识细分到工作环节

中#让实习学生持续而连贯地学习学科知识)通过操

作示范和指导#带领学生逐步完成规定的实验操作项

目)例如在实习生使用移液器前#除了要介绍正确的

使用方法外#还应该介绍移液器的工作原理*日常维

护保养的内容和注意事项#之后再让学生进行移液器

滴板实验练习)

综上所述#实习带教教师应不断研究和建立多样

而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并灵活多样地应用于教学实

践#帮助学生熟练掌握各项目的检测操作步骤和操作

规范#在短期内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

'

!

小
!!

结

!!

由于临床分子诊断学发展迅速#加之检验医学系

学生分子诊断的理论基础较差#实习时间有限#因而

对临床分子诊断检验实习带教工作的总结和探讨具

有重要意义)带教教师要与时俱进#不断提高自身业

务素质#不断探索*总结#把带教工作开展得更有生

气*更有效果#以便适应分子生物学的飞速发展#培养

出合格的检验医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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