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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临床生化检验技术是培养医学检验专业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一门重要学科。近年来,为了适应新

形势下的教学要求,生化检验实验教学的改革不断深入,随之而来的对于整个实验教学体系的质量管理成为改

革的重点。南京医科大学医学检验系创造性地将PDCA循环理论应用到整个实验教学体系的管理中去,形成

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质量考核评估管理办法,提升了整体的实验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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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医学教学方法的不断创新,传统意

义上单一的以教师示教为主的实验教学模式,已经不

能满足教学的实践需要,这种需求矛盾在生化检验的

实验教学中尤为突出,因为实验课的重复之处较多,
课堂主要依赖于分光光度计的操作,可变性不大,不
能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所以改变这种现状迫

在眉睫[1-2]。在实验教学实践中发现,教学体系改革

的质量管理是一种特殊的全面质量管理,可以利用

PDCA循环的管理模式进行组织。研究者尝试把

PDCA循环理论融入到整个实验教学体系改革的质

量管理中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将相关经验总结

如下。

1 PDCA循环理论贯穿于整个实验教学体系

  PDCA循环是美国质量管理专家戴明博士首先

提出的,又称戴明环。PDCA循环的含义是将质量管

理分为四个阶段,即计划(Plan)、执行(Do)、检查

(Check)、处理(Action)[3]。在实验教学实践中发现,
教学改革的质量管理是提高整个实验教学水平的关

键之一,而PDCA循环在临床生化实验教学体系改革

中的应用有效提升了教学质量。

2 PDCA循环理论在临床生化实验教学质量管理体

系建立中的应用

2.1 分 析 实 验 教 学 现 状,制 定 有 效 的 改 革 计 划

(Plan) (1)教师授课方式不一致,制约教学方法的

革新。在调查中发现,由于参与实验教学的教师大部

分为附属医院的工作人员,不是专职的实验教师,因
此每位教师的授课方式和授课风格各不相同。有些

教师喜欢沿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在课堂上按部就班地

传授实验知识,认为只要给学生讲清楚实验知识就可

以,其他的可以到实习中再去进一步学习;有些教师

因为同时参与理论课知识的讲授,所以更加清楚学生

们的不足之处在哪里,在讲授实验知识的过程中,会
对理论课的知识点进行巩固和补充;有些年轻教师具

有丰富的实验知识,在课堂上更注重对学生动手能力

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这种不同教师授课方式的差异

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教学方法的改革和应用。
(2)传统的教学目标限制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在

以往的实验教学过程中,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教师

关注点更多着眼于对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同时考察

他们对于实验知识点的掌握程度。日常的教学课堂

以教师讲授实验步骤,学生分组完成实验步骤的模式

为主,包括最终的实验考试亦是依据某个生化项目检

测的结果来评价学生动手能力的强弱。这种教学目

标下培养的学生,往往长于各种实验器材的使用,却
僵化了实验思维的创新。而教师们同时也注意到,由
于缺乏课堂的互动性、直观性和主动性,不利于学生

对于理论知识的融会贯通,势必会降低实验教学的效

果[4]。(3)学生对于传统实验教学方式的否定和质

疑。在进行教学改革的过程中,教师们广泛征集了学

生们的意见。随着时代的发展,教师虽然在教学过程

中依然占据主体地位,但更应该充分尊重学生们积极

的想法。在过去的实验教学中,由于生化绝大部分实

验课实验步骤相似,变化较少,学生们经常会向教师

提问:“现在临床上使用的都是全自动生化分析仪,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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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学生还需要在这里重复使用老式分光光度计?”,
同学们希望实验课能够和真正的临床接轨,在帮助他

们提高动手能力的同时,将来能够更好地适应临床工

作岗位。学生们对于实验课改革的需求告诉教师,必
须积极顺应时代潮流和社会发展,认真进行实验教学

的改革与创新,使专业教育与行业发展密切匹配[5]。

2.2 以计划为基础,建立新的实验教学体系(Do)

2.2.1 提出“大备课”概念,完善授课体系 根据教

学安排,在每学年实验课开始之前,所有教师参与集

体备课,由课程秘书记录每位教师的课堂讲授重点及

本学期课程的创新之处,大家讨论后,对各自的教学

内容进行梳理,形成一个完整连贯的实验授课体系。
“大备课”概念的提出对每位授课教师的专业能力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使实验课的课堂内容更加丰

富、突出教学内容的创新性,以及尽可能统一迥异的

教学风格,都是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在这样的形势

下,教师不能再拘泥于陈旧的教学内容,而应该通过

不断地更新知识储备来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

2.2.2 建立新教学目标,优化实验资源 新形势下,
为了加强学生创新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学系

建立了新的教学目标:以教学大纲为基础,实验的创

造性、实践性、能动性相结合,互为补充。围绕新的教

学目标,实验课程体系进行了系列改革,删减了部分

重复的实验操作,并按照4个模块重新进行实验设

计。包括实验基本技术、实验室常规项目的检测、性
能验证实验、模拟室间质评。整个实验课程体系增加

了与教师的互动、文献查找、根据教学内容由学生独

立设计实验等。例如在以往的实验教学中,有“血清/
血浆葡萄糖的检测”这一节,葡萄糖检测作为一次独

立的实验课内容。但在改革后的课程中,由于增加了

性能验证相关实验,而性能验证实验所涉及的基础实

验正是葡萄糖检测,所以教师删除了葡萄糖检测的独

立内容并和性能验证合并。同时,授课教师会结合南

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创建ISO-15189实验室过

程中的经验体会,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性能验证的相

关知识。刘辰庚等[6]发现把ISO-15189要素融入临

床化学实习的教学模式有助于提高学生的专业素养

和业务能力,这个发现值得在以临床实践和应用为导

向的临床生化检验技术专业教学中进行更深入地

探讨。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教师们临床实践

经验丰富,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加强了对学生临床实

际操作能力的培养,把工作中应该注意的知识点融入

到实验课堂中去,充分合理地整合了实验室资源,实
现了教学与临床良好的结合。

2.2.3 多种教学方法的联合应用 在实验教学实践

中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灵活运用各种教学方法。传

统的示教法依然是教师教学的主导方法,但即使是传

统方法,也可以进行创新。例如教师在讲到生化实验

的入门课———《实验器具的使用》时,就拍摄了教师使

用各种实验器具和实验仪器的详细过程,制作成影像

资料在课堂上播放,加深学生对知识点的印象[7]。以

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PBL)是目前应用较多的方

法,该模式的重点在于强调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由于

传统的生化实验内容比较枯燥,因此教师引导学生根

据问题自由思考,自主设计实验内容,改验证性实验

为探究性实验和研究性实验,着重培养学生的实验设

计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8-9]。案例

式教学最早被运用于19世纪的法律教学中,它是在

教师的指导下,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需求,采用案例

组织学生进行学习的方法,其重点特征就是教师在课

堂上对于案例的合理运用[10]。教师在课堂上引入日

常生化检验工作中遇到的案例,加强学生对所学知识

的理解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标本溶血时“钾离子”
“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乳酸脱氢酶”等结果升高

是因为红细胞内高浓度的该物质因为溶血而释放到

血清中,造成检测结果的升高。学生通过生动的案例

式教学,可以把实验室的检测项目与临床检测联系在

一起,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2.3 对测评体系的改革(Check)

2.3.1 建立实验教学检查制度 制定检查制度三部

曲。首先每学期不定期地由学校的教学督导通过班

级听课等方式,规范实验课的教学秩序;其次期中由

教研室主任审核实验教学的开课情况、教学进度等,
指导教师的课堂教学;最后由系主任定期进行教学质

量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2.3.2 建立学生实验能力考评体系 实验考评是研

讨教学规律、检查教学质量、改革教学内容及方法的

重要依据[11]。学生的实验成绩是评价教学改革成效

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基于新的教学目标,学系教师建

立了生物化学实验考评体系:实验总成绩由平时成绩

(占50%)和期末考试成绩(占50%)组成。平时成绩

又包括实验报告(占50%)、实验操作(占25%)、平时

表现(占25%),期末考试成绩单独赋分。以2018年

实验考核“溶血对部分生化项目检测结果的影响”为
例,教师对于实验考试的要求如下:(1)通过文献检

索,培养阅读文献的能力,并使学生对实验结果有初

步地了解;(2)模拟真实临床实验环境,培养学生实验

设计能力;(3)考查学生对实验器具的使用情况,考察

对实验过程中意外的处理;(4)考查学生对实验结果

的分析能力。学生完成实验考核后,教师从3个方面

对本次实验进行总结:(1)学生实验设计及实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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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体情况;(2)班级实验结果的反馈;(3)总结性分

析溶血对生化结果的影响。通过这样灵活的考核方

式,使得教师评价学生能力的标准更加全面。
 

2.4 教学经验的总结和回馈(Action) 运用
 

PDCA
 

循环理论指导实验教学以后,教学管理质量不断提

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教学目标更加明

确。通过定期和不定期地教学检查及教学指导,确保

了实验课的整体流程,从初始制定改革计划,到建立

新教学体系,再到完善考评体系,都紧紧围绕“以教学

大纲为基础,实验的创造性、实践性、能动性相结合,
互为补充”的教学目标进行。在教学目标得到全面落

实的基础之上,通过及时地反馈和总结,推动了教学

流程的不断进步和完善。(2)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PDCA循环管理的灵魂是“持续改进”。每学期期末,
由学系的教学秘书组织教师座谈会、对学生开展“问
卷星”调查,同时收集本学期所有教学检查反馈的信

息,学系对相关信息进行认真分析和处理。对于教师

和同学们均表示满意,实施措施有力并能积极推进的

改革,及时总结相关经验,和其他学系进行教学经验

交流,同时进一步推广应用;对于措施不到位,反馈不

理想的改革方案,教师们会努力找出问题,对问题进

行详细研究,总结经验教训,使其在下一个循环中重

新得到计划、实施、处理和改进。通过这样的方式,师
生双方均能及时了解自身在“教”和“学”中存在的问

题,教学质量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中不断提高。(3)教
师能力不断提升。新形势和新目标对教师的个人能

力及知识储备提出了新要求。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通
过组织教师的集体备课活动,大家可以共享手中的教

学资源,同时学习其他教师优秀的教学经验,教师可

以通过这样的方式使得自己备课的教学知识内容更

加准确、教学方法应用更加恰当,从而克服了以往教

学内容较为单一的不足之处,教师的个人能力得到了

有效提升。(4)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不断加强。改革后

的教学体系,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学生不再被动

地去接受教师授予的教学知识,而是自己主动参与到

整个教学活动过程当中。新的培养模式既锻炼了学

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又强调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经

过教学改革后的实验教学,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独立思

考能力都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3 结  语

  随着医学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各种教学方法层

出不穷,为医学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伴随着新

方法的推广和应用,总是一个逐渐摸索和探究的过

程,学系教师应该注重对于新教学制度改革模式的评

价和反馈,如何更好地把这些改革落实到实处,努力

做到发散思维,开拓创新,是未来要奋斗的方向和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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