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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检验基础》多维教学模式 
的构建 

胥文春 罗春丽 唐敏 欧俐苹 胡晶 施琼 左国伟 罗进勇 

【摘要】 建构主义理论的核心是 “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学生对知识的主动探索、主动发现和 

对所学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以此理论为指导，在《临床检验基础》课程中构建基于课堂教学、 

网络平台和创新实验的三维立体教学模式，使学生在教学活动中不再是被动接受者，而是积极主 

动的参与者。实践表明，这种模式培养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创新 

能力以及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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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onstructivism approach，instructors have to adapt to the role of fa- 

cilitators but not teachers．Whereas a teacher gives a didactic lecture that covers the subject matter，a fa- 

cilitator helps the learner to get to his or her own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ent．In the former scenario the 

learner plays a passive role and in the latter scenario the learner plays an active role in the learning pro— 

cess．Under the guidance ofthis theory，a muhi—dimension teaching model based on classroom teaching， 

network platform and innovate experiments has been established in the course of bas／s of clinical labora— 

tory．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is model is conducive to raising students’interests in learning and to cuhi— 

vating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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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的最早提出者可追溯 

至瑞士的皮亚杰(Piaget J)，其是认知发展领域最有 

影响的心理学家之一l1_。建构主义认为，知识不是通 

过教师传授得到．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 

文化背景下，借助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 

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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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建构主义提倡在教师指导下的、以学习者为中 

心的学习，也就是说 。既强调学习者的认知主体作 

用，又不忽视教师的指导作用。教师是意义建构的 

帮助者、促进者，而不是知识的传授者与灌输者。学 

生是信息加工的主体、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而不是 

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者和被灌输的对象 。基于以 

上建构主义理论，研究者决定打破传统的“以教师为 

中心，教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模式，探索“以学生为 

中心，教师为教学过程的组织者、指导者”的教学模 

式，通过在《临床检验基础》课程的实践，取得较好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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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统一任课教师认识．制定课程教学改革计划 

《临床检验基础》是我国高等医学院校医学检验 

专业本科生的专业课程之一。该课程综合运用生物 

学、物理学、电子学、计算机以及生物化学、免疫学等 

多方面的知识和手段，以手工操作或自动化分析方 

式，着重对人体血液、尿液、粪便及其他各种体液和 

分泌物进行一般性状观察及物理学、化学和形态学 

方面的检查，以获得有关病原体、体内病理改变和脏 

器功能状态等方面的信息，为疾病诊断、疗效观察及 

预后判断提供依据。该课程的特点是：项目多，但项 

目之间的联系少；内容简单易理解，但记忆难。学生 

对该门课的印象就是“繁、杂、乱、难”，从而影响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因此，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提 

高教学质量是摆在任课教师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通过思索和讨论．重庆医科大学检验医学院实 

验诊断学教研室决定改革现有的教学模式。①组织 

任课教师学习教学法．统一认识。通过学习，教师认 

识到建构主义理论及方法可以应用于本门课程的教 

学，认为其改变了师生角色：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 

法不但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而且还可培养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②分析授课对象的基本情况。 

授课对象为医学检验专业本科学生 。授课时间为大 

四上学期。假期中已按要求到医院见习过，了解部分 

实验过程，知晓该课程的重要性。③制定教学模式 

和计划。决定以学生为中心，以构建主义为指导，探 

索一种基于课堂教学、网络平台和创新实验的三维 

立体教学模式，促使学生主动联系所学知识，并进一 

步思考和创新。 

2 教学改革实施 

2．1 以学生为中心，让学生上讲台 

“联系”与“思考”是意义构建的关键，在建构意 

义过程中要求学生主动搜集并分析有关的信息和资 

料．要把当前学习内容所反映的事物尽量与已知事 

物相联系，并对这种联系加以认真的思考。《临床检 

验基础》课程理论知识易理解，学生又有临床见习经 

历．因此决定以学生为主体，在教师的帮助和指导 

下，让其结合自身见习体会，走上讲台讲解部分检验 

项目。《临床检验基础》是医学检验系本科生的主干 

课程，理论课54学时，每周3学时，18周完成。第一 

堂课教师就向学生布置任务，每周安排 1名学生上 

台讲解 1个完整的小实验，10 min左右，在自愿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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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由班长安排上台讲解的顺序，参号隋况计人平 

时成绩。将此安排同时发布到网络教学平台进行宣 

传。上台讲解的内容根据教学日历安排可以自己选 

择或教师指定。如网织红细胞计数、血小板计数、血 

细胞分析仪的原理、尿蛋白测定、亚硝酸盐测定等。 

首先，学生自学相关内容，参考其他资料，结合自己 

见习体会．组织内容并制作P 。然后，将制作好的 

课件发给任课教师修改。按照教学 日历进度安排， 

请学生上台讲解相应内容 ，教师坐在台下与其他学 

生一起听讲。待学生讲完后教师上台讲评，包括讲 

课姿势、声音、语速、表情，P 制作时模板选择、字 

体、颜色、行间距、动画等以及讲课内容安排、逻辑 

性、详略等，同时教师再强调相关教学内容的重点、 

难点和注意事项。 

2．2 让学生主动参与网络教学平台建设 

校园网络教学资源的建设不但可以弥补课堂集 

中式教学的不足，提供与课堂教学同步的辅导性资 

料，还可为学生的课后自主学习提供系统的指导与 

丰富的资源，从而满足学生自主学习的需要[31。网络 

教学平台建设的目的主要在于架设从接受性学习向 

自主学习过渡的桥梁，帮助学生转变学习方式，使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获得发现和解决问题后成功的体 

验．从而提高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网络教学决不仅 

是将主讲教师的教材、教学大纲、教案、课件、教学录 

像等挂在网站上，成为课堂教学的翻版[41，而是充分 

利用网络信息量大、广的优势来促进课堂教学。一 

方面。将大量学习图片、视频等参考资料置于网络教 

学平台，将需要自学的内容也放到平台上，让学生自 

学：同时利用平台的作业管理功能，监测学生 自主学 

习的情况。使学生的学习方式逐渐从被动转变为主 

动。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平台功能，加强师生的讨论 

和互动．这里不仅有学生学习的烦恼或疑惑。教师的 

解答，更有相互的讨论甚至争论，使学习在讨论中升 

华。最重要的是教师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网络教学资 

源库的建设．让学生去查找教学相关资料，并将其放 

到平台上与大家共享。对于提交资源的学生，一律 

给予相应加分，大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 

的自主学习能力，同时还培养其互助、无私和奉献的 

团队意识。 

2．3 根据学生的能力和兴趣。鼓励参与创新实验 

高等学校肩负着为国家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重 

任。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水平反映人才的质量，努力提 

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是高等学校办学的根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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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检验办学水平的根本标准。其中，创新性素质 

是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开展创造 

性活动所需要的素质[51。《临床检验基础》的实验课 

内容主要以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为主，因此，要加强 

创新教育，提高医学检验本科生科学思维和实践能 

力，仅靠第一课堂的理论课与实验课远远不够。开 

展第二课堂，恰是医学教育不可缺少的有益补充[6]。 

通过教师推荐，以自愿为原则，选出几名学生组成2 

个创新实验小组，每组负责完成 1个课题。其中一 

组由教师指定题目——尿沉渣分析仪质控物的研 

制，该课题紧密联系课程内容；另一组则自主选题。 

学生 自己查找资料，然后和教师讨论后共同制定技 

术路线、实验方案，利用晚上、周末和假期完成，最后 

撰写论文。目前已有 1篇文章公开发表，另一篇文 

章已投稿修回。在此过程中，学生的潜力被充分挖 

掘，对知识的渴求和兴趣也大大提高。为尽早完成课 

题，他们把一切能利用的时间都利用起来。学生必 

须将学过的基础和相关专业知识联系起来，并且还 

要学习新的知识加以融会贯通．才能很好完成一个 

课题。因此，让学生参与创新实验，是培养其创新能 

力的有效方式 

3 教学改革效果评价 

3．1 问卷调查结果 

为了解教学改革效果，设计制作调查问卷．2007 

级检验本科学生 83人接受了调查 。调查结果见图 

l一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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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对给参与网络平台建设者加分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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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接近 80％的学生赞同上讲台这种方 

式，讲解内容最好由教师指定。该方式主要有利于 

提高学生的讲演、自学和 P 制作能力。少数学生 

认为学生讲解没有教师生动，重点不突出，如果讲得 

不好，会耽搁其他学生的时间(图1一图3)。94％的学 

生对本门课的网络教学平台建设感到满意和较满意 

(图4)，同意给参与网络教学平台建设者加分(图5)， 

认为上传的资料能让大家受益，自身很有成就感。 

由于参与创新实验的学生有文章公开发表，很多人 

都跃跃欲试，约 50％的学生愿意参加创新实验，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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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有机会得到教师指导(图6)。 

3．2 期末考试成绩分析 

、 

年级 

图 7 学生期末考试成绩分析 

4 讨论 

建构主义理论的内容很丰富，但其核心就是：以 

学生为中心，强调学生对知识的主动探索、发现和对 

所学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培养其学习兴趣和自主 

学习能力，引导和启发其创新与探索意识。因此，改 

革的重点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其自主学习 

和创新能力。通过实践发现，无论是让学生上讲台、 

参与网络教学平台建设，还是参与创新实验，其对本 

课程的学习兴趣都被较好调动起来 ：同时这些教学 

方式都需要主动学习，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 

能力。成绩分析结果表明，进行教学模式改革后的 

实验组学生的成绩高于进行传统灌输式课堂教学的 

对照组，教学改革的效果得以充分体现。 

《临床检验基础》这种多维的教学模式可使学生 

在教学活动中不再是被动接受者，而是积极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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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不但可以达到意义建构的目的，而且可有效 

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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