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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病例教学在医学检验实习生带教中的应用

罗 丹1,皮潇蓉1,云发超1,王红红2,宋 谦1△

(1.乌鲁木齐市中医医院检验科,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0;2.新疆军区总医院

中西医结合科,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0)

  [摘 要] 目的 探讨在医学检验实习带教中应用典型临床病例教学法的效果。方法 选取2021年乌

鲁木齐市中医医院检验科的医学检验专业20名实习生为对照组,选取2022
 

年的
 

23
 

名实习生为教改组。通过

教学效果调查问卷、理论考试、临床沟通能力评定,分析典型病例教学模式在医学检验学生中的应用效果。结

果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教改组在“提高了学习兴趣”“提高了沟通能力”“提高团队合作能力”“提高了教学参与

度”“提高了分析、解决问题综合能力”“有助于相关内容的掌握、记忆”方面均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但2组在“提高了搜集、整理资料能力”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且至少70%的

实习生给予案例教学法“十分赞成”的评价。教改组和对照组学生的基础知识测试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但与对照组相比,教改组案例分析和临床交流能力却有了明显的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通过典型临床病例教学模式,使学生对实验室中常见的项目有了更好的应用和解读,增加了学

习兴趣,并使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临床思维能力得到了更好的锻炼,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更加紧密,提升了

授课效果。
[关键词] 医学检验; 实习教学; 典型病例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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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检验专业是一个具有现实使用价值的学科,
该专业人员所需知识冗杂,须糅合其他学科的知识,
学习难度大、专业性高[1]。乌鲁木齐市中医医院作为

市级医疗教学单位,检验科是以医疗、教学为一体的

综合性实验室,可为医学检验专业学生提供一个良好

的机会和平台,巩固理论知识,并与实际工作结合。
目前,医学检验学科的快速发展,暴露出传统教学模

式在人才培养中已无法满足医学现代化的发展需

求[2]。乌鲁木齐市中医医院检验科通过对医学检验

专业学生实践学习情况研究,设计以完成教学大纲为

基础,将临床典型病例教学应用于实习培训中,具体

方法和结论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2021年乌鲁木齐市中医医院检验

科的医学检验专业实习生20名作为对照组,选取

2022年的23名实习生为教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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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1.2.1 教学方法

1.2.1.1 对照组 应用传统理论讲授模式进行教

学,各专业组教师按照学生实习手册内容进行备课,
主要以PPT

 

讲授,学生可进行自由提问,教师即时回

答,最后对所学内容进行总结,授课模式以单向传授

模式为主。
1.2.1.2 教改组 应用临床典型病例解读教学法,
选取院内典型临床病例,让学生走近临床,与患者、医
生交流接触[3],教师根据患者体征结合检查报告单讲

授,组织学生组内讨论,将所学检查知识进行汇总,锻
炼学生日后进入工作岗位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具体实施程序:(1)首先,根据教学大纲进行课堂

授课,确保基本专业知识教学到位。(2)参照检验教

学要求,由各组长选择本专业组的临床典型病例,联
系相关科室,安排检验学生进入临床学习,根据患者

体征、主诉等,结合检验报告单现场教学。将常见病

例,如消化系统病例(选择肝脏疾病如病毒性肝炎、肝
硬化、原发性肝癌、胆石症、胆囊炎等)、泌尿系统病例

(肾小球肾炎、肾功能不全、泌尿系统感染等)、循环系

统病例(选择动脉粥样硬化、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

脏病等)、呼吸系统病例(选择肺炎、慢性支气管炎等)
等列入教学病例范围[4]。将检测项目引入案例分析,
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使所学理论知识灵活运用,培
养学生在实验室中的综合分析能力和资料运用能力。
在此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与医生、患者酌情进行交

流,提高学生沟通能力。(3)邀请临床医生进行典型

病例分享,讲述检查在疾病诊断、治疗及预后中的应

用及意义[5]。最后对学生在讨论中遇到的一些常见

的争议问题进行重点讲解,联系相关学科的最新进展

情况对相关的疑难点知识进行归纳和评价[6]。(4)科
室教研小组每月对培训活动进行检查,实习期末进行

专业理论知识、随机提问、案例分析等的考核,以及学

生对自身实习情况的问卷调查[7]。
1.2.2 教学效果评价

1.2.2.1 调查问卷 设计用于评估实习情况,主要内

容包括激发学习兴趣、培养语言表达和沟通能力、增强

收集和整理资料的能力、发展团队合作精神、提高分析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掌握所学单元内容。每道题给出
 

4
 

个选项供选择:十分赞成、赞成、不确定、不赞成。
1.2.2.2 理论考核 包含基本知识检测和相关病例

分析,各50
 

分。
1.2.2.3 实践考核 实践考核即临床沟通能力测

试,包括授课后的讨论及提问情况、门诊患者沟通、检
测报告异常解释、日常临床相关检测项目咨询等,由
各带教教师根据平时表现综合评定,总分50

 

分。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0.0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计数资料以率或构成比表示,组间率的比较采用

χ2 检验;对符合正态分布的测量数据,以x±s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t 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  果

2.1 问卷调查结果 教改组在“提高了学习兴趣”
“提高了沟通能力”“提高团队合作能力”“提高了教学

参与度”“提高了分析、解决问题综合能力”“有助于相

关内容的掌握、记忆”方面均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但2组在“提高了搜集、整理

资料能力”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且至少70%的学生给予案例教学法“十分赞成”的评

价。具体问卷结果见表1。

表1  2组学生问卷调查结果[n(%)]

项目 组别 非常赞成 赞成 不确定 不赞成 χ2 P

提高了学习兴趣 教改组 18(78.26) 4(17.39) 1(4.35) 0 8.451 0.038

对照组 10(50.00) 2(10.00) 5(25.00) 3(15.00)

提高了沟通能力 教改组 20(86.96) 2(8.70) 1(4.35) 0 8.382 0.039

对照组 14(70.00) 5(25.00) 1(4.35) 0

提高了搜集、整理资料能力 教改组 12(52.17) 7(30.43) 3(13.04) 1(4.35) 0.168 0.983

对照组 11(55.00) 5(25.00) 3(15.00) 1(5.00)

提高团队合作能力 教改组 19(82.61) 3(13.04) 1(4.35) 0 8.758 0.033

对照组 13(65.00) 0 4(20.00) 3(15.00)

提高了教学参与度 教改组 20(86.96) 1(4.35) 1(4.35) 1(4.35) 9.671 0.022

对照组 10(50.00) 7(35.00) 3(15.00) 0

提高了分析、解决问题综合能力 教改组 17(73.91) 2(8.70) 3(13.04) 1(4.35) 9.359 0.025

对照组 12(60.00) 4(20.00) 2(10.00) 2(10.00)

有助于相关内容的掌握、记忆 教改组 19(82.61) 2(8.70) 2(8.70) 0 10.412 0.015

对照组 10(50.00) 7(35.00) 0 3(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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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组学生考核成绩比较 2组学生的基本知识

检测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教改

法组在案例分析和临床沟通能力方面明显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2组学生考核成绩比较(x±s,分)

组别 n 基本知识检测 案例分析 临床沟通能力

教改组 23 37.09±4.34 38.57±3.70 42.22±2.98

对照组 20 36.47±4.59 35.10±3.65 39.10±3.03

t — 0.382 3.129 3.440
 

P — 0.704 0.003 0.001

  注:—表示无此项。

3 讨  论

  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临床对实验室的要求越来

越高,须迅速、精确地发出报告,实验室人员已经不限

于项目检测的各个环节,还要做好与临床医师、门诊

患者的沟通工作[8-12]。医学检验专业的学生在开始就

职后,在临床诊疗方面通常处于较为被动的局面,既
缺乏与临床医生对话的能力,又缺少与患者进行有效

沟通的能力[13]。在检验工作中,只会对结果是否在参

考值范围内进行判断,缺乏联系临床综合分析的能

力,所以容易忽视某些检测有误的结果;在听到临床

医生对有关检查结果的闻讯或质疑时,也不具备从临

床患者的角度去分析、处理这些问题的能力[14],这与

对检验专业学生的教育架构及培训方向有关。目前

大环境需要的是专业性强、具备一定临床实践能力的

检验人员,因此结合临床教学尤为关键。
临床病例教学法是以真实的临床诊疗为案例,在

教师的精心策划和指导下,让学生与学生、教师、医生

进行多方位的互动交流,以增强学生发现问题、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创新能

力和团队合作精神为目的,着重培养实用性强,更符

合现代医疗发展的开放式教学范本[4,15-16]。本实验室

在医学检验培训教学中,使用典型病例进行培训,也
是学生在今后工作学习中少有接触临床的机会。

本研究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由于资料搜集整理

属于学院内部课程安排,相关内容的学习在实验室没

有开设,因此,2种教学法中“提高资料搜集整理能力”
的差异并不明显(P>0.05)。在对教改组的实习教学

中,学生可接触不同类型的患者,接受不同领域教师

的教导,与学校中循规蹈矩的教学模式不同,具有一

定的新颖性,能大大激发学生的兴趣,根据授课教师

反映,带领学生走近临床可有效带动其积极性,在教

学中可感受到其精神面貌与对照组也是不同的,因此

在其他方面的比较中,教改组学生的学习兴趣、沟通

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分析与解决问题综合能力、相关

内容的掌握和记忆能力等,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
0.05),有超过70%的学生给予案例教学法“非常赞

成”的评价,表明典型的病例教学对学生来说是非常

有益的,学生们对此也是非常认可的。在2组考核成

绩比较结果中,教改组与对照组学生的基本知识考试

成绩相差不明显(P>0.05);然而,教改组的案例分析

及临床沟通能力较对照组有显著提升(P<0.05),这
是由于教改组学生在与临床接触中,更加直观地参与

患者的病情分析,并且能有效锻炼其沟通能力,这是

传统教学无法实现的。教改组学生在临床典型病例

解读、与临床医生学习等方面的积极性较高,同样有

研究表明,学生更喜欢实际病例与医学知识相结合的

教学模式[17]。疾病与检验结果结合的教学,让医学检

验学生认识到异常结果及时进行分析复查的重要性,
增加主观能动性,加强了日后作为检验 技 师 的 责

任心。
尽管病例教学模式在弥补传统教学方法不足方

面效果不错,能够激发学生自主学习,促进临床思维

的发展[18],但在本科室就医学检验专业学生使用典型

病例教学的实际操作中,也难免会存在一些问题。主

要有:(1)部分学生不善于与带教教师、临床医师、患
者沟通和交流,需要教师重复提问与解释,来确定学

生真实掌握情况[19]。(2)在临床典型病例的教学中,
存在带教期间有些案例可能不会遇到,或案例质量不

高、临床患者不配合等问题。(3)对于科室教师而言,
案例解读教学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必须熟知

专业理论知识,了解相关内容的前沿发展动态,了解

相关案例的详细临床诊疗流程,还必须具备缜密的思

维和一定的领导才能,在今后的教学中需要不断实践

总结经验,采取有效措施,提升教师的专业教学能

力[20-21]。(4)由于学生学习能力、基础水平、时间限

制,本学习法还需在更多的实践中加以完善。
综上,典型病例教学法相对于传统教学法在医学

检验专业实习教学中的应用,学生反馈良好,有扎实

的教学效果,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增强临床思维的能力。因此,这
种教学模式可以应用于医学检验学生的实习中,但病

例教学法的应用尚处于初步的摸索阶段,还存在一定

的问题和缺陷,需要不断总结经验,才能更好地体现

案例教学法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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