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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检验基础》是检验专业医学生的一门主干课 ，它既是 

一 门理论性学科 ，又是～门应用性极强 的实践 性学科_】]。随着 

检验医学的迅速发展 ，本课程也不断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这 

就要求授课者要在把握学科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开 

展课堂教学【 。由于教材编写的内容比较宽泛，而上课时间非 

常有限，特别是检验专业 5年制改 4年制后，课时更加紧张，因 

此 ，依据教学大纲选定 教学内容显得非常重要 。选定教 学内容 

后 ，如何讲授好每一堂《临床检验基础》理论课，积极探求高效 

的课堂教学模式必然是摆在临检教师面前的一个值得探究的 

课题。笔者将多年来从事本课程教学的体会 ，从教材选用、授 

课基本模式 、互动教学、PPT制作以及网络课程建设等方面做 

了一个简单的梳理，希望能对提高《临床检验基础》理论课教学 

效果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1 认真 阅读使用教 材 。查 阅参考 资料 

目前 ，我 国常用 的《l临床检验基础 》理论课教材 主要有人 民 

卫生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和科技 出版社等几种不同版本。 

首先要根据本校要求和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教材。我校建立 

检验医学院 3O年来，基本上都采用人民卫生出版社教材，目前 

人民卫生出版社《临床检验基础》教材已经更新到第 5版，由于 

每版教材都有各 自新的内容和特点，因此，上好本课程最基本 

的前提就是要认真阅读钻研教材，重点发现哪些是新版更新的 

内容 ，对比分析两版教材 的优缺点 ，将教材 的知识 点融会贯通 ， 

才能使讲授的内容达到以教材为主体的授课要求。在吃透教 

材的基础上查阅各类教学参考书，网上查 阅相关资料 ，了解对 

教学内容延伸知识，然后根据自己的领悟备课 。笔者常使用的 

参考教材主要有《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第 3版》、《实验诊断学》有 

关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临床检验基础》以及英文原版书 

《Laboratory Diagnosis$。教材是大学课程教 育的重要 资源 ，它 

具有知识 的系统性 ，但又有时效性 ，因此在研读教材 时 ，教师要 

客观地认识教材 ，整体把握教材 ，这样才能利于教学的定位。 

2 理 论教 学基本模式 

教学模式是在一定的教育思想、教学理论、学习理论的指 

导下 ，在一定 环境下展开 的教学 活动进 程 的稳 定结构 形式 ，是 

开展教学活动的一套方法论体系，是基于一定教学理论而建立 

起来的较稳定的教学活动的框架和程序，是教学目的、教学内 

容 、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 、教 学评 价等 的总体概 括_3]。由于《临 

床检验基础》理论课涉及的是众多的检验项 目，内容多而繁杂， 

因此在讲授中需要构建将每个检验项目有条理的讲解清楚一 

套教学模式，以便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 ，提高教学效率。经过 

多年的教学实践，笔者摸索出针对《临床检验基础》理论授课基 

本模式 ：基本概念、实验方法的原理评价、质量控制及临床意义 

的讲授。例如对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的讲解 ：(1)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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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G的基本概念；(2)讲解l临床 HCG不同检测方法的原理及 

其评价 ；(3)讲解 HCG检测的质量控制要点；(4)简单介绍 

HCG检测的临床意义。这种基本的教学模式，首先要求教师 

必须具备扎实专业理论知识及临床经验，善于将临床实践案例 

贯穿于整个课堂教学之中，以理论联系临床实践的方式丰富教 

学内容 ，其次要求教师具备一定语言功底，因为教学语言是教 

师传授知识的重要途径 ，是衡量教学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构 

建基本 的教学模 式 ，通 过教师丰 富的教学语 言去实施 ，达到 有 

效地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目的，否则课堂教学将显得苍白、空洞。 

3 启发式互动教学充分发挥学生学 习主动性 

素质教育是要培养学生 自主学习，终身学习的能力，培养 

学生创造性思维及能力的教育。而这些能力的培养必须以培 

养学生的主体能动性为基础。课堂教学是学校教育活动的重 

要场所，也是实现学生素质培养目标的重要途径 ，要让学生主 

观能动性充分发挥 出来 ，教师必须把好“课堂教学”关 。启发式 

教学的理念启发式教学不仅是一种教学方法 ，更是一种教学原 

则和教学思想_4]。一个好的教师就是一个好的组织者 ，教师除 

了对上课内容的认真准备，还要精心设计教学方法和教学手 

段，笔者的做法是：(1)营造和谐、活跃的课堂气氛，教师亲切的 

教态，真诚地对待学生，使师生关系融洽，心灵相通，有利于学 

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2)上新课前要求学生通过课外书籍查 

阅相关资料 ，复 习以前学过 的相关 的知识 ，这样才能对 教师授 

课 时提 出的 问题发生“碰撞 ”；(3)上课 时教 师应 把 自己的情绪 

调整到最佳状态，通过口头或肢体语言等激发学生的思考，使 

学生生疑并产生强烈的求知欲望；(4)针对重要的知识点采用 

“教师提问一思考一学生回答 教师最后讲解”的互动式教学方式； 

(5)引导学生对本节课知识点进行归纳和整理 ，设计课堂精炼 

的练习题，结合病例分析讨论、使学生既掌握了知识要点，又提 

高 了学 习兴趣。以教师为 主导 ，学生为 主体 ，让 学生 积极 主动 

的参与互动 教学 是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的重要的教学手段 ，只 

有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能动性，才能活跃课堂气氛，改变 

过去那种满堂灌 、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实现素质教育的目标。 

4 制作 图文并茂 的幻灯 片 

随着多媒体新技术的发展 ，它对课堂教学质量提高作用 El 

益 凸现 出来 ]。授课 中使 用生动、直观 、图文并茂的幻灯片 ，能 

牢 牢抓住学 生的注意 力 ，充分 调动学 生的学 习兴趣 及积极性 ， 

促进学 生的思考和记忆 ，从 而达到 良好 的教学效 果l6～J。对于 

每次课的 PPT制作 ，笔者的体会是：(1)在幻灯片首页用思考 

题 的形式 明确提 出本 次课 要求掌握和了解知识点 ，幻 灯片的最 

后一页是用多选题或病例分析的形式总结本次授课内容；(2) 

用 1张幻灯片制作本次课所讲授的内容，使学生对本次授课的 

内容做到心中有数；对重点内容有提醒的作用；(3)根据主要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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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点，层次 、逻辑清楚 地展开 阐述 ，尽量做 到提 纲挈领 ，上课 时 

再根据知识点，结合临床进行详细阐述，切忌将每一个要讲的 

字都写在幻灯片上，这就要求教师具有一定的知识结构和专业 

水平；(4)每张幻灯片字数不宜过多 ，使用黑体字效果较好 ， 

每排字之间要有 1．5倍的间距。标题多采用 32～36号字，正 

文采用 28号字；(5)因为本课程涉及形态学的知识点多，所以 

幻灯 片中应多放圉 片。图片主要是 从书 ，网上精 心的查 阅，也 

可 自己拍。责任，是教师之本职，教师一定要有高度的责任感， 

精一fl,地备好每一节课。尽管每年讲授的内容大致相同，但一定 

要根据学科发展进行必要的更新修改，不能每年上课都用相同 

的幻灯 片。 

5 利用 网络教学资源 

由于时间和空间因素的影响，教师很难做到充分的与学生 

交流，另外，由于教学 目标等因素影响也很难给学生 自主探究 

的时间 ，而 网络教 学所 具备 的强 大功 能圆满 地解 决 了这些 难 

题。因此，网络教学是提高教学效率的一种重要手段，它能提 

高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和能力，促进师生交流，提升理论和 

实验教学的效率 。本校开展网络课程已有多年，笔者也对 

《临床检验基础》开设 了网络课程 ，主要 内容包括 ：教学大纲 、教 

学幻灯片、以问答形式编写的重点知识点解释、检验专业的行 

业标准、重要知识点的拓展知识、病例分析、图片及题库等。在 

教学 邮箱 中可 以随时对学生提 出的问题进行解答 ，在学 习的不 

同阶段出题检测学习情况。《临床检验基础》网络课程为学生 

搭建 了一个良好的自学平台，使教学内容更全面丰富，有利于 

学生 的 自主学 习，丰富和拓展 学生 的知 识结构 ，网络课 程 已成 

为当今社会学习的一种重要形式，是教与学的重要纽带，是一 

种值得大力推广的全新的教学形式。医学领域的快速发展对 

医学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获取更多、更新、更有价值的医学 

相关教学素材 ，对于丰富授课形式、提高教学效果、介绍最新研 

究成果具有重要意 义l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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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不论是教授哪门专业课 ，为了使学生得到更大的收 

获，教师都必须熟悉专业、认真备课、抓住重点、生动讲解。正 

所谓“要给学生一碗水，教师必须有一桶水”，自身工作能力和 

专业水平的不断提升是每一位教师永恒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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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属教学研究型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现状调查与改革建议 

刘建瑛 ，窦 焱 ，邓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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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学术组织作为大学基本组成单位，承担着教学科研、 

咨询服务等学术活动的具体实施，是大学履行学术职能的核 

心，也是现代大学制度框架建构的重心 ]，其结构是否合理，直 

接关 系到大学 的质量 和效益 。为更 好地 了解 重庆 市属教学研 

究型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状况，笔者就承担的重庆市社科联课题 

“重庆市教学研究型大学基层 学术组织 结构及 管理优化 研究” 

任务，对重庆市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别的教学研究型大学基层学 

术组织现状进行了调查和了解，期冀为促进重庆地方大学现代 

大学制度建设，深化地方大学人事体制机制改革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从 2O12年 1月至 6月采用问卷形式对 7所 

被调查高校基层学术组织一线 的教学科研人员 、基层学术组织 

的负责人以及相关职能部门行政管理人员进行综合调查。问 

时，通过座谈会、访谈等形式对个别高校进行深入 了解。共发 

放问卷 320份，收回有效 问卷 228份，有效 问卷 回收率为 

71．25 。调查区域：调查高校分布在渝中区、沙坪坝区、南岸 

区、九龙坡区、渝北区、涪陵区；调查高校类别：理科、工科、文 

科、医药、师范、综合等 6种不同类别的高校。 

*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项目(2010YBJY34)。 作者简介：刘建瑛(1964～)，硕士，研究员，主要从事社会医学与卫生事 

业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