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学教育!

网络课程辅助教学在实验诊断学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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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诊断学是医学教育中一门重要课程#对医学生从基础

学习转向临床课程学习具有重要的过渡意义'但是#多数医学

生对该课程不够重视#在学习这门课程时缺乏兴趣#成绩不够

理想'成人教育学院学生由于学习方式的原因存在更多问题#

该课程的学习困难也大于全日制学生'计算机网络技术在教

学中的应用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网络资源和信息技术的利用

可有效促进现代医学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高医学教育水

平(

7

*

'针对当前大学生#尤其是接受成人教育的学生上网条件

好#本教研室利用校级精品课程建设平台#加强实验诊断学网

络教学课程建设#引导医学生利用网上教学资源#加强学生与

老师的沟通#提高医学生课外学习效率#提升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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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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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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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校成人教育学院临床医学专业专升本学

生为研究对象#其中#

.--J

级
8,

人$男
.J

人#女
;J

人%#

.--8

级
8?

人$男
.B

人#女
B3

人%#

.--?

级
8,

人$男
.;

人#女

;J

人%&平均年龄分别为$

37=-.A;=?;

%)$

3-=8-A;=;3

%及

$

3-=,-A;=?3

%岁#

3

个年级学生的性别)年龄无统计学差异#

资料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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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

根据实验诊断学教学大纲内容安排教学#教

学大纲内容包括!血液细胞学检查#血栓与止血检验)血型检

测#尿液)粪便)脑脊液及浆膜腔积液检验#肝)肾功能检验#临

床生物化学常用检验#临床常用免疫学检验#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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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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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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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成人教育学院学生的实验诊断

学没有采用网络课程辅助教学'

.--?

级学生学习时#启动校

级精品课程建设#实现网络课程辅助教学#所有授课教师的课

件及思考题均置于学校精品课程网络平台#要求学生在业余时

间应用思考题提前预习)课后复习#利用论坛进行问题探讨&同

时#将教学大纲)部分教师授课视频及实验演示视频亦置于该

平台#作为实验诊断学课堂教学的补充&建立实验诊断学教研

室公共邮箱进行邮件答疑&采用提问式互动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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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相当'考试

后分析学生成绩#以观察学生的理论知识掌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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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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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诊断学是学生从基础转向临床学习的桥梁课程#为提

高教学质量#本教研室参考本校及其他院校的医学教学经验#

探索科学的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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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课程应用于实验诊断学教学成

为本教研室的改革措施之一'成人教育学院的学生上网条件

较好#能充分利用网络课程资源进行学习#并通过实验诊断学

公共邮箱与授课教师进行交流#学生的学习成绩有了很大提

高'应用网络课程辅助教学的
.--?

级学生平均成绩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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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学生'分析认为缺勤考生利用网络

课程自学效果好于没有网络课程的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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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课程辅助教学在成人医学教育领域具有显著的优势#

能明显增强学生和教师的互动性'以往学生只能在当堂课后

或有限的实习课后向教师提问#而通过网络精品课程建设平台

和教研室公共邮箱#学生可以随时与授课教师沟通#及时解决

学习中的困难'网络课程中的视频材料增加了学生对实验诊

断学内容的感性认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学习成绩

明显提高'在成人教育中开设网络课程#可有效解决学生工作

与学习之间的矛盾#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工作时间#科学地安排

学习计划#实现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学习#从而提高成人

高等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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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如此#网络课程辅助教学尚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

究'本课题中#

.--?

级辅助教学班学生的最低分和及格率有

所提高#但
3

个年级的优秀率和及格率没有明显差异#优秀率

甚至不如前
.

届学生#分析其原因#考虑为实验诊断学考试内

容中需要记忆的知识较多#而这部分内容需刻苦学习才能获得

好成绩#仅依靠网络课程学习难以奏效'医学是一门经验科

学#医学网络课程虽然可提供典型的病例)完整规范的操作)手

术程序#甚至是视频演示#但这都不能代替临床实践操作#而教

师的言传身教对学生的心智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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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教育

实验诊断学的实验课时明显少于全日制学生#而教学视频不能

取代实际操作#本教研室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拓展'

网络课程辅助教学对学生学习有益#同时也有利于教师教

学)业务)计算机水平的综合提高'在网络课程中不仅要求教

师课件制作符合教学大纲#突出教材的重点和难点#方便学生

预习)学习与复习&还需要教师在课件制作时合理地应用多媒

体教学技术#以音像)电视节目)视频资料)网络信息及图片作

为丰富的教学资源#使演示课件做到信息量丰富)图文并茂#从

而更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J

*

'网络课程对课件制作的高

要求使教师自身也不断学习#以掌握最新的计算机与网络

知识'

网络课程辅助教学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能

力#它在成人医学教育专升本医疗系实验诊断学教学中的应用

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和价值'但是#成人高等教育以成年人为

主体#学生年龄差距较大#且以在职学习者居多#文化程度参差

不齐#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比较薄弱#因此#尽管网络课程辅助

教学对成人医学教育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值得推广#但课堂教

学仍是成人医学教育的主要形式'

参考文献#

(

7

* 尹荣章#李朝品#宋吉祥
=

开放网络课程互动平台 提高医

学生学习兴趣(

b

*

=

医学教育探索#

.--8

#

J

$

B

%!

B,.&B,3=

(

.

* 姚洁#董宁#吴晓光#等
=

提问式互动教学在实验诊断学课

堂教学中的应用(

b

*

=

重庆医学#

.-7-

#

3?

$

8

%!

7-73&7-7,=

(

3

* 王培昌
=

骨髓细胞实验课时数与学习效果的关系(

b

*

=

重

庆医学#

.--8

#

3J

$

7J

%!

7;?8&7?;?=

(

,

* 李晋芳#邓芬#陈阳美
=

神经病学教学中多种方法的应用

(

b

*

=

重庆医学#

.-7-

#

3?

$

8

%!

7-7-&7-77=

(

;

* 黄海樱#陈波
=

构建+网络课程与传统教学相结合的模式,

应用于临床检验基础教学(

b

*

=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8

#

$

8

%!

..&.,=

(

B

* 房维强
=

医学形态学科网络课程模板设计探讨(

b

*

=

中国

医学教育技术#

.--;

#

7?

$

.

%!

?J&7-7=

(

J

* 蔡绍先#陈玮莹#张大鹏#等
=

成人医学教育网络课程实施

浅析(

b

*

=

中国医学教育技术#

.--?

#

.3

$

7

%!

?;&?J=

(

8

* 郭鄂平#张光玉#余志玲
=

医学网络课程评价之探讨(

b

*

=

西北医学教育#

.--J

#

7;

$

B

%!

7-;J&7-;8=

$收稿日期!

.-77&7-&.,

!

修回日期!

.-77&77&.?

%

!医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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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教学查房是培养医学生临床观察)诊疗)思维和决策

以及学习处理医患关系的重要环节'传统的教学查房多以教

师讲解为主#辅以问诊与查体纠错#结合患者实际情况对疾病

诊断与鉴别诊断进行分析)讲解#介绍学科进展等#学生除汇报

病史外#基本处于被动接受状态#尽管也有启发式提问#但仍未

摆脱灌输式教学模式的桎梏'本研究旨在探索案例教学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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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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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查房中的作用#建构医学生符

合现代医学模式的知识结构和临床经验#提高其分析和解决临

床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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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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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临床医学儿科专业七年制实习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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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将其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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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实习小组#分布在全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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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病区#每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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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指南
!

分别编印0教师操作手册1)0学生操作手册1

及+操作流程图,发放参与师生'0教师手册1内容以引导教师

的查房备课为主#主要包括!查房基本情况)查房目的)病例选

择及准备)教学方法与手段)查房重点难点)思考题)学习路径

指导)执行查房内容)案例教学的自我分析)对同学参与情况的

评价等&0学生手册1以引导学生进行病例讨论与分析为主#包

括!病历摘要)病史特点)初步诊断及依据)需要鉴别的疾病)进

一步辅助检查及意义)治疗要点)诊疗计划)健康教育要点)相

关医学伦理与心理问题)复习与思考)对教师查房质量的评价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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