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进修生的好评#值得在今后的进修生教学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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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体诊断是诊断学临床技能培养的一项重要内容#全面+

系统+规范体格检查对疾病的诊断有不可替代作用#此门课程

掌握的优劣直接影响着医学生毕业后技能水平和职业生涯,

H

-

&

面对目前社会用人标准的不断攀升#需要在检体诊断实验教学

中不断探索高效的教学方法#作者在多年的实践中尝试几点新

思路取得满意效果#现阐述如下&

!

!

创新实验教学模式&改变教与学的思维方法

教师要提高认识#转变教学方法呈现以学生为主的教学模

式#培养学生的动脑+动手和创新思维$检体诊断实验课与理论

课放在同等地位统一排课#学校督导组跟踪检查#及时征求学

生意见#反馈给带教教师$同时强调只有检体诊断成绩合格#才

有资格参加理论课的考试#使医学生充分认识到检体诊断学是

走向临床工作的重要桥梁课程&

!0!

!

建立物理检体实验室配套设施
!

检体诊断学与人体解剖

学密切相关#学生检体时对其部位+顺序时常茫然#为了提高学

生的动手准确性#除了教师的指导外#更需学生自己的理解#因

此物理诊断实验室内放置每节课相关的教学模具和挂图,

D

-

#便

于学生观察和掌握准确操作部位#看图动手加深与基础理论课

联系和记忆&

!0+

!

带教教师规范的检体示教
!

检体诊断学是一门系统性很

强的基础课#基础理论和临床实践密切相关#有研究表明采用

固定教师带教方式#能促使学生重视基本技能训练#提高学生

对检体诊断的学习效果,

O

-

&教师选定
H

名学生示教#具体手

法#操作顺序#结合临床病例的一些注意事项及阳性体征做判

断简述#同时将理论课中的重点+难点向学生提出问题#学生给

出答案后#教师再说出正确答案#促使学生在思考中发现问题#

对学过的知识加深理解和记忆&

!0:

!

课堂以学生为主的教学模式
!

检体诊断是实践性很强的

学科#提高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改变传统的教师讲授示范为

主#学生听和看的教学模式$课堂上需要给学生充足的动手练习

时间#调动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的积极性$学生检体练习每组
HC

&

HP

名为妥#

O

名为一练习单元#如
D

名男生+

H

名女生为一单元进

行课堂练习#男生间互相练习#女生在男生身上练习#避免了传

统教学中女生之间因羞涩+尴尬不愿在课堂练习的局面,

C

-

#在练

习过程中教师帮助学生纠正不准确手法和回答提出的问题&

!0E

!

教师课堂练习总结
!

利用下课前
HJ=)'

#抽查学生对本

节课掌握情况#征求其他学生意见#教师进行归纳总结并安排

下节课预习内容#通过师生间的良性互动#提高学生更加重视

技能操作兴趣&

+

!

建立完善高水准检体诊断实验教学体系&加强与临床的

联系

+0!

!

多媒体实验室定时开放观看检体教学录像片'光盘(

!

在

专职教师指导下#根据课程进行程度#组织学生观看检体诊断

教学录像'光盘(#使学生接受规范+准确+统一的操作手法,

J

-

#

难点重点与课堂结合#教师重复示教与提示#有利学生临床技

能操作规范化+标准化#使学生能够清楚地看到操作步骤+方

法#掌握要领增加感官印象&

+0+

!

电脑标准化模拟人'心+肺+腹(辅助实验教学
!

电脑标准

化模拟人'心+肺+腹(实验设备的应用#弥补了课堂上典型阳性

体征患者的缺陷和教学上的枯燥抽象#拓宽了学生操作机会#

难点+重点可以重复练习$学生在模拟人身上可进行有步骤+有

次序的心脏听诊#从而掌握心脏瓣膜在体表的听诊部位+顺序+

杂音性质$可听诊肺脏正常呼吸音+异常呼吸音+干湿音及胸

膜摩擦音#了解肺脏常见病变部位$还可以进行腹部肝+胆+脾

的触诊#学生可以触及到肿大的脏器#进一步熟悉触诊手法&

这些都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学生的操作技能,

B

-

#拉

近临床实习距离#拓宽了学生的思维和视野&

+0:

!

建立虚拟诊断学网络实验室
!

DKKP

年建立虚拟诊断学网

络实验室#购置计算机
JK

台#开发配套软件#包括模拟临床问

诊#临床病历体检#心电图模拟诊断分析软件#化验单判读等#以

病史询问为主线#贯穿体格检查+器械检查和实验室检查结果#

采用人
A

机对话形式#建设一套诊断学自主学习平台#在教学实

践中#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临床问诊能力和医患沟通的能

力#通过对模拟病例的问诊+检体及辅助检查#加强了医学生与

临床的联系&

+0E

!

建立
<)=2+'

综合模拟人实验室
!

同年又引进
<)=2+'

综合模拟人实验教学系统'挪威
/+$#3+)

公司出品(#该系统有

配套的教学设备及教学软件#

<)=2+'

综合模拟人和虚拟诊断

学网络实验的应用#较好地解决了国家教育部反复强调0大力

加强实践教学#切实提高大学生的实践能力1#而近年来由于医

院诊疗安全的提高和医学伦理的发展#使医学生直接在患者身

上操作实践机会减少,

L

-

&为缓解医学生临床实践资源的不足#

可利用多媒体教学结合
<)=2+'

综合模拟人临床技能培训课

程&当学生诊断学#内+外科等重要课程完成时进行培训#由于

模拟人头部装有扬声器#可以医
A

患对话#方便问诊$此模拟人

具有编辑病例功能#可以系统训练学生临床技能#使学生直接

了解并参与危重患者的抢救过程#体现教师指导下的团队精

神#并能作心肺复苏+心电监护+气管插管+心室除颤及成功后

L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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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KHD

年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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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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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颈
S

+肱
S

+桡
S

+股
S

的搏动$液路的建立及用药#可以看

出生命体征的变化#在模拟人身上能体现多项技能操作功能#

直观地增强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使命感&

+0Q

!

实施有规划的检体诊断实验室开放制度
!

检体实验室设

有教学及临床经验丰富的教师指导#按课程进度有次序的多个

技能实验室开放学习制度#充分利用穿刺模拟系统#进行胸+

腰+腹及骨髓穿刺练习$心肺复苏实验室能体验模拟人通过直

接抢救#模拟人会给出成功与否的答复$心电图+

[

超+

_

线片

等#后期进行
<)=2+'

综合模拟人及虚拟诊断学网络实验室的

次序开放#加强了学生的临床联系和训练$同时建立进行体格检

查手法考试制度#如制作题卡#题卡分两类#必考'重点+难点+必

须掌握(#酌考'熟悉内容(这样做既有深度#又有广度#避免高分

低能现象发生#为医学生进入临床实习打下良好基础,

P

-

&

:

!

加强临床思维和综合素质的培养

医学诊断学是训练基本技能和综合运用所学理论知识来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确立诊断的桥梁课程#要加强临床内+外+

妇+儿科的思维平衡化#在实验教学中将涉及的各系统+各学科

的知识#有计划+有目的地对学生进行分析性思维训练#并逐渐

过渡到直接思维#由理性思考引导学生向判断和结合能力训

练,

I

-

&学院在传统实验检体教学模式的基础上#对实验室实施

合理的开放制度#充分利用现代教学设备和技术#结合改进后

的教学方法#将实验教学分为两个阶段&'

H

(检体诊断为主要

内容#使学生熟练掌握检体正确操作方法#阳性体征与临床疾

病相联系,

HK

-

&如#在模拟人触及肿大的肝胆时#引导学生向导

致的疾病联想&'

D

(涉及临床各学科的知识#在专职教师的主

导下#组织学生开展有计划+有目的思维训练&如#虚拟诊断实

验室和
<)=2+'

综合模拟示教与开班式训练#从患者的问诊+

检体+辅检及重病患者的救治等#到课堂教学+实验室+临床见习

的紧密联系#对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有针对性进行分析思

维训练$分阶段实验室的开放与各学科进展情况结合#有效的启

发了学生独立思维能力$临床见习过程中#让学生了解医院各项

规章制度#了解临床医生遵循的医德医风规范和工作职责#了解

临床实习时该做什么#如何与患者思想沟通$结合在科室的所见

所闻对学生进行医学法律意识教育和综合素质的培养&

另外黄河科技学院医学院还尝试学生去实习医院前#以班

为单位开展0诊疗技能1大赛#大赛分
S

+

[

+

!

+

3

组#各组有制

定的相应题卡#

S

组"各种疾病的病历书写$

[

组"系统检体'分

为小题($

!

组"各种穿刺术$

3

组"辅助检查结果分析#如化验+

_

线片+心电图+

[

超等&学生在普遍复习的情况下抽取题卡#

根据提卡内容进行操作#各组均包括综合素质方面的提问#最

后由教学办+医疗系+教研室+带教教师组成的评委打分#提出

希望#不合格者留校继续练习&大赛结束后#分配学生到实习

医院#形成了实习前的在校大练兵热潮#极大地促进了学生的

学习热情#同时激励了带教教师的积极性#大赛收到了良好效

果&

总之#医学院校面对知识经济#要培养高素质医学人才#在

提高理论教学的基础上#需要构建多层面的创新实验教学体

系#合理的实验内容安排与实现手段#为学生创造了良好的诊

断技能训练和诊断思维培训的实验自我训练平台#使学生学的

直接知识与书本紧密联系起来#获得比较完全知识#同时又培

养了学生的动脑+动手能力和科学研究兴趣&黄河科技学院医

学院尝试新思路的检体诊断实验教学#以创新临床技能训练为

主#从模拟训练#到虚拟训练#再到临床实训循序渐进#向临床

诊断技能教学和诊断思维培养发展#将临床理论教学和实践教

学紧密结合#从而提高了教师的业务素质和教学水平#增加了

学生课外技能训练机会#提升了学生技能操作水平#增强了学

生毕业后的社会适应和竞争能力&但在实验教学中仍需完善+

稳定+具有丰富临床经验和教学经验的双师型实验教师队伍$

同时在医学生实习前应留有合理+足够的练习时间#为医学生

走出课堂#走进实习医院打下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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