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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验是《临床检验基础》课程教学的重要辅助手段和组成部分。《临床检验基础》课程实验教学功能这一角度出发,

对《临床检验基础》课程实验在认识论、学习兴趣、科研精神和生物安全意识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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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periment is an important auxiliary means and component of the teaching of "Clinical Examination 

found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xperimental teaching function of the "Clinical Examination foundation" 

course, the "Clinical Examination foundation" course experiment explored several aspects of epistemology, 

interest in learning, scientific research spirit and biosafety awar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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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检验基础》是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

业课程,同时,也是一门以实验事实为基础的课程。一定程度

上来说,实验是《临床检验基础》课程的灵魂和生命。在日

常的教学过程中,实验发挥着独特而不可替代的教学功能。

下面结合本人在教学中的一些心得体会,对《临床检验基础》

课程实验的教学功能做一些简单的讨论。 

1 实验能增加学生对理论知识认识的直观感 

从医学角度来看,人体内各种体液的组成以及各组分之

间的反应变化是一个及其复杂的。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临

床检验基础》课程教学过程就是一个对人体代谢的一个特殊

的认知过程。因此,教学过程中学生获得知识的过程也应符

合人类认识事物的规律,即从感性到理性,再从理性到实践。

而对于《临床检验基础》课程教学而言,学生感性认识的获

得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实验,所以实验对于学生完成课程学习

的认识过程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对于一些细胞形态、尿液残渣形

态等知识点的教学,如果仅靠课堂讲授,板书等手段,既枯燥

乏味,学生容易缺乏学习兴趣,也很难通过语言文字的描述

让学生透彻的理解和掌握。而实验恰好能弥补这一缺陷。一

方面,实验能让学生通过亲手操作,亲身观察和体会一些细 

 

性肺疾病患者的年医药费成本,进一步证实了社区慢性阻塞

性肺疾病患者通过坚持运动锻炼,能够在改善自身身体状态

的同时,减少治疗成本的输出,这对于社区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患者而言,属于一种实现“双赢”的有效措施。 

综上所述,参与本研究的60例社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患者均具有参与运动与锻炼的自主积极性,但需要对其给

予规范的、科学的组织指导才能够真正实现对疾病的有效

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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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残渣这类知识点的形态等。另一方面,实验能为学生检

验、巩固课程知识和理论,验证理论知识的事实性,使得学生

的理论知识学习得到巩固和加强。 

2 通过实验可以激发学生对课程学习的兴趣 

学习兴趣是学习动机中 现实、 活跃的成分,它是促

进学生探究事物的一种重要内在动力,是提升学生学习动机

有效的方法。 

兴趣能推动人们去探究知识、钻研问题、开阔视野,是

学习的高效能的催化剂。而实验正是《临床检验基础》课程

的魅力之一。实验现象具有生动、直观、新奇等特点,能激

发学生学习的直接兴趣,推动学生愉快地、主动地去学习和

探究。教学中让学生通过实验发现问题,产生探究其原因的

兴趣和揭开“谜底”的期待,教师因势利导进行剖析,有助于

调动学生积极主动参与教学的积极性,形成善于质疑、勇于

探索、努力求知的态度,增强学习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信

心和动力。实验过程中,可以通过许多生动、奇妙的现象,

引起学生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究欲望,引起学生浓厚的学习兴

趣,产生持久的学习动力。 

3 通过实验可以培养学生探究能力和科学精神 

科学态度有丰富的含义,如尊重客观事实、实事求是、

严肃认真、勤于实践、勇于探索、大胆创新等,都可以包含

在科学态度之中,其核心则是“实事求是”。这也是医学检验

技术专业对学生职业素养培养的核心要素之一。显然,科学

态度的培养应贯穿于各个教学环节和阶段,但是,基《临床检

验基础》课程的特点,实验教学必能发挥其独有的教育功能。 

科学探究是严谨的科学活动,通过探究,可以培养实事

求是、敢于质疑的科学精神,启迪科学思维。通过探究实验,

可以体验科学探究的过程,学习科学探究方法,有利于课程

三维目标的落实。针对目前的基础教育过于强调接受学习、

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新课程倡导以科学探究为主的

多样化的学习方式,要求实现讲授式教学向探究式教学进行

转变,这对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落实培养科

学素养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实验是进行科学探究的主要方式,

也是培养学生探究意识和提高探究能力的重要途径。通过科

学探究体验,使学生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

价值观三个方面都得到发展。 

从现代医学检验技术的发展来看,临床医学检验技术正

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自动化、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而在实

际教学过程中,更侧重于传统方法的教学。但是无论是自动

化仪器还是传统方法其基本原理、基础知识点是一致的。因

此,在实验过程中,可以培养学生通过实验理解原理,在将原

理应用至自动化新式设备,有助于学生进入实习岗位后,更

快的适应和熟悉相关自动化仪器的操作。 

4 通过实验可以提升学生的科研意识 

医学检验技术作为一门特殊的检验类别,其接触的样本

大多是人体的体液或代谢产物,这些样本潜藏着对人体健康

有害的病原体、毒素等。从对检验人员自身的安全和社会、

环境安全的角度出发,培养学生的生物安全意识,是《临床检

验基础》课程教学中,十分重要的一项任务,也是培养具备专

业职业素养学生的基本要求。 

在实验中,通过实验操作,让学生充分意识到生物安全

的重要性和正确的操作方法,在这些潜移默化的过程,能够

使得学生真正树立起生物安全的意识。从而,为成为一名合

格的医学检验人员打下良好的基础。 

实验既是《临床检验基础》课程教学重要的辅助手段,

又是《临床检验基础》课程科教学的重要组成成分。《临床

检验基础》课程实验还有着许许多多的教学功能,如人文教

育功能,引导学生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认识和分析客观

事实,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如逻辑思维培养,培养学

生运用科学理性的思路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限于本文

篇幅,不再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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