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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结合案例情境教学方式在临床检验基础 
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张仕华 戈宏焱 

【摘要】 目的 探讨多媒体结合案例情境教学方式在临床检验基础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择

内蒙古民族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2017 级 1 班、2 班和 2018 级 1 班的 146 名医学检验技术本科生作为研究

对象，分别作为案例情境教学组（2017 级 1 班，56 名，采用案例情境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组（2017 级 2 班，

47 名，采用多媒体教学方法）、多媒体结合案例情境教学组（2018 级 1 班，43 名，采用多媒体结合案例情境

教学方法）。比较各组学生临床检验基础课程结业考试成绩，以及对教学质量的评价得分。结果 多媒体结

合案例情境教学组在结业考试中总成绩、理论成绩和技能成绩均高于案例情境教学组和多媒体教学组〔总成

绩（分）：83.33±7.67 比 76.32±9.16、75.43±9.89，理论成绩（分）：49.65±5.05 比 44.96±6.01、44.23±5.87，技能

成绩（分）：33.67±2.94 比 31.39±4.10、31.19±4.34〕，3 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采用不

同教学方式 3 组学生在激发形态学学习兴趣（F＝6.180，P＝0.004）、提升学习效果（F＝6.440，P＝0.003）和

教学满意度评价（F＝5.661，P＝0.006）方面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组间两两比较，多媒体结合案例情

境教学组的更深入理解和记忆得分明显高于案例情境教学组（分 ：2.89±0.96 比 2.13±0.99，P＜0.05），激发

形态学学习兴趣得分明显高于案例情境教学组和多媒体教学组（分 ：3.44±0.62 比 2.53±1.06、3.14±0.88，

均 P＜0.05）。结论 多媒体结合案例情境教学不仅能明显提高学生的临床检验基础课程成绩，还能加深学

生对形态学知识的理解记忆，激发学习兴趣，值得在以后的教学工作中推广。

【关键词】 多媒体结合案例情境教学 ； 临床检验基础 ； 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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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multimedia combined with case-based 

situational teaching method in teaching of clinical laboratory tests basis. Methods A total of 146 medical 

laboratory technology undergraduates from the Second Clinical Medical College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in Class 1 and Class 2 of Grade 2017 and Class 1 of Grade 2018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3 groups, such as case-situational teaching group (Class 1 of Grade 2017, 56 students,  

using case-situational teaching method), multimedia teaching group (Class 2 of Grade 2017, 47 students, using 

multimedia teaching method) and multimedia combined with case-situational teaching group (Class 1 of Grade 

2018, 43 students, using multimedia combined with case-situational teaching method). The results of the final 

examination of clinical laboratory tests basis and the evaluation scores of teaching quality of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score, theoretical score and skill score of multimedia combined with case-situational 

teaching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case-situational teaching group and multimedia teaching group (total score: 

83.33±7.67 vs. 76.32±9.16, 75.43±9.89, theoretical score: 49.65±5.05 vs. 44.96±6.01, 44.23±5.87, skill score: 

33.67±2.94 vs. 31.39±4.10, 31.19±4.34),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he three groups (all P < 0.05).  

Using different teaching method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the three groups in stimulating morphological 

learning interest (F = 6.180, P = 0.004), improving learning effect (F = 6.440, P = 0.003) and teaching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F = 5.661, P = 0.006). Comparing the two groups, the score of deeper understanding and memory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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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医学科学的飞速发展，临床实验室检验发

生着巨大的改变，很多人工检验项目不断被仪器替

代，但骨髓、外周血、体液等形态学检测项目仍然以

人工检验为主，不仅无法被仪器检验替代，而且需要

经验丰富的临床检验医师阅片，并由具有高级职称

的检验医师进行审核后出具报告。临床检验基础作

为高等医学院校医学检验专业的一门必修课程，内

容涵盖较多形态学知识，是联系基础医学和临床医

学的桥梁，也是对培养学生实习和从业后具有良好

临床思维和独立解决问题能力具有重要作用的一门

课程。血液、穿刺液、痰液、尿液、分泌物等各类标

本在临床上检出病原菌的阳性率较高［1］，很多仪器

检测结果均需涂片复检，这对新一代临床检验工作

者的镜检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往临床检验基

础课程教学多采用传统的板书教学，形态学内容枯

燥乏味，且标本形态多样，难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而实际临床工作中的形态学相关检测项目具有

不可替代性，对人员操作技术有较高要求，因此培

养形态学专业检验人员对检验工作的推进至关重 

要［2］。案例教学在 19 世纪由兰德尔首创，之后被

推广应用于不同学科中。临床检验基础学科涉及的

病例多样，且形态学内容涵盖较广，借助多媒体技术

可以生动展现形态多样的标本图片，方便学生随时

学习和交流，加以案例情境教学，能将抽象的知识具

体化［3］。近年来，内蒙古民族大学在临床检验基础

教学中采用多媒体结合案例情境教学方法，调动了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形态学教学方面取

得较好的效果，同时为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打下坚

实的基础，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及分组　选择内蒙古民族大学第二临

床医学院 2017 级 1 班、2 班和 2018 级 1 班的 146 名 

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本科生作为研究对象，分为案例

情境教学组、多媒体教学组和多媒体结合案例情

境教学组。案例情境教学组为 2017 级 1 班 56 人，

平均年龄（23.5±1.2）岁 ；多媒体教学组为 2017 级

2 班 47 人，平均年龄（23.3±1.4）岁 ；多媒体结合

案例情境教学组为 2018 级 1 班 43 人，平均年龄

（22.4±1.42）岁。3 组学生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

1.2 教学方法

1.2.1 教学实施过程　课程设计以临床检验基础课

程作为授课科目，根据教学大纲要求，由授课教师和

教学秘书精选教学实施的章节和内容，最后统一制

定教学资料和内容，3 组均由同一名授课教师分别

采用案例情境教学、多媒体教学和多媒体结合案例

情境教学 3 种教学方式讲授同一授课内容。

1.2.2 教学方式　3 组学生在传统教学方式即板书

的基础上，分别加以案例情境教学、多媒体教学和

多媒体结合案例情境教学 3 种教学方式。多媒体教

学即上课时授课老师将相关内容和形态学图片以幻

灯片的形式进行展示并加以讲解，课后通过微信等

电子通信平台将相关知识和形态学教学内容配合动

态视频与声音文字等介质进行放映和讲授，遇到不

懂的问题学生可以随时与教师进行沟通交流。对一

些基础和常见的形态学图片定期进行线上测试并反

复练习。案例情境教学即在传统板书的基础上将临

床中遇到的案例融入课堂中，教师提前准备好案例，

将案例相关内容布置给学生进行相关知识的查阅和

了解，在授课过程中将病例资料融会贯通，鼓励学生

带着问题听课，并结合相关知识，在对病例进行分析

的同时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师生共同讨论得出结论，

最后结合所学知识对病例进行总结，加强学生对所

学知识的理解和综合分析的能力。多媒体结合案例

情境教学即为将上述两种方法综合运用。

1.2.3 教学评价方式和内容　教学任务结束后，对

学生进行结业考核，采用理论和技能考核的方式进

行，考试均使用同一试卷，参与本次教学任务的老

师均不参与考试命题。考试理论成绩占 60 分，技能

成绩占 40 分，技能考核以阅片和病例分析的形式进

multimedia combined with case-situational teaching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case-situational teaching group 

(2.89±0.96 vs. 2.13±0.99, P < 0.05), and the score of stimulating morphological learning interest was higher than 

those in case-situational teaching group and multimedia teaching group (3.44±0.62 vs. 2.53±1.06, 3.14±0.88, 

both P < 0.05). Conclusions Multimedia combined with case-situational teaching can not only significantly 

improve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but also deepen students' understanding and memory of morphological 

knowledge and stimulate their interest in learning. It is worth popularizing in future teaching work.

【Key words】 Multimedia combined with case-based situational teaching; Clinical laboratory basis;  

Effect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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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总成绩为 100 分。

 学生通过填写“教学课程质量评价表”对授课

方式、教学效果等进行评价。“教学课程质量评价

表”由研究者通过查阅大量国内外文献，在多名专家

指导下设计。调查表内容包括 7 个条目，分别为更

深入理解和记忆、值得推广到其他课程、促进师生

互动交流、激发形态学学习兴趣、综合分析能力、提

升学习效果、教学满意度，每个条目的评价程度分

为优、良、一般、较差 4 个等级，分别赋值 4 分、3 分、 

2 分、1 分。调查者讲明研究目的后，学生匿名填写

教学课程质量评价表，采用集中发放评价表，评价后

立即收回的方式，共发放问卷 146 份，收回 146 份，

有效问卷 146 份，有效率为 100%。对各组学生的

教学课程质量评价评分进行统计分析。

1.3 伦理学　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并经本

单位伦理批准（审批号 ：20201230）。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Excel 2007 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录入，双人同时录入并校对数据，保存原始数据

以便随时回查。采用 SPSS 17.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

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

（x±s）表示，多样本均数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LSD-t 检验。P＜0.05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采用不同教学方法各组学生的临床检验基础

课程结业考试成绩比较　3 组间比较，总成绩、理论

成绩和技能成绩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组间两两比较，多媒体结合案例情境教学组的总成

绩、理论成绩和技能成绩均明显高于案例情境教学

组和多媒体教学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
0.05）。见表 1。

2.2 采用不同教学方法各组学生的教学质量评价

得分比较　3 组间比较，各组学生在激发形态学学

习兴趣、提升学习效果中的评价得分比较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均 P＜0.05）；组间两两比较，多媒体结

合案例情境教学组的更深入理解和记忆得分明显高

于案例情境教学组，激发形态学学习兴趣得分明显

高于案例情境教学组和多媒体教学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均 P＜0.05）。见表 2。

表 1 采用不同教学方法各组学生
结业考试成绩比较（x±s）

组别
人数

（名）
总成绩
（分）

理论成绩
（分）

技能成绩
（分）

案例情境教学组 56 76.32±9.16 44.96±6.01 31.39±4.10
多媒体教学组 47 75.43±9.89 44.23±5.87 31.19±4.34

多媒体结合案例
　情境教学组

43 83.33±7.67 ab 49.65±5.05 ab 33.67±2.94 ab

F 值 10.410 11.990 5.703
P 值   0.000   0.000 0.000

注 ：与案例情境教学组比较，aP＜0.05 ；与多媒体教学组比较，
bP＜0.05

表 2 采用不同教学方法各组学生教学质量评价得分比较（x±s）

组别
人数

（名）

教学质量评价得分（分）

更深入理解
和记忆

值得推广到
其他课程

促进师生
互动交流

激发形态学
学习兴趣

综合分析
能力

提升
学习效果

教学
满意度

案例情境教学组 56 2.13±0.99 2.86±0.99 3.00±0.75 2.53±1.06 2.33±0.89 2.53±0.85 2.33±0.81
多媒体教学组 47 2.48±0.96 2.68±0.92 2.94±0.92 3.14±0.88 2.81±0.75 3.00±0.81 2.50±1.03

多媒体结合案例
　情境教学组

43 2.89±0.96 a 2.61±0.98 3.11±0.83 3.44±0.62 ab 2.94±0.73 3.27±0.57 3.28±0.75

F 值 2.540 0.230 0.180 6.180 2.630 6.440 5.661
P 值 0.090 0.280 0.830 0.004 0.080 0.003 0.006

注 ：与案例情境教学组比较，aP＜0.05 ；与多媒体教学组比较，bP＜0.05

3 讨论 

 临床检验基础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在疾病的

预防、早期诊断、预后评估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

用［4］。近年来，随着检验自动化的飞速发展，很多

检验项目能通过高端医疗检验设备在短时间内给出

结果，使一部分检验人员被高端医疗设备取代。然

而在临床工作中，血液、尿液、脑脊液、胸腹水等有

形成分的形态表现复杂多样，仪器无法完全替代，需

要在检查过程中配合显微镜人工复检，才能确保结

果的准确，降低漏诊率和误诊率［5］，同时对于一些血

液检测项目，危急值推片镜检也是必不可少的［6］。

由于镜下标本形态复杂多样，需要高年资且经验丰

富的检验医师进行观察，且镜下观察工作枯燥乏味，

长期观察显微镜容易疲劳，因此很多年轻的检验医

师不愿从事相关项目的学习和检测，诸多因素使得

年轻的检验工作者镜下经验比较缺乏［7］。临床检

验基础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存在临床教学样本不足、

教学仪器落后、实验和理论教学设计均缺乏趣味性

等问题［8］，为此作为检验专业培养院校，我们近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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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不同教学模式的探索，意在培养医学检验专

业学生对镜下形态观察和学习的兴趣，为以后给医

院培养优秀的镜下检验工作者打下坚实的基础。

 采用不同临床检验基础教学方法的 3 组学生在

结业考试中成绩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多媒体结

合案例情境教学组学生在结业考试中成绩明显优于

案例情境教学组和多媒体教学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临床检验基础是医学检验专业必修的一门课

程，课程涉及尿沉渣、胸腹水常规检查、外周血和骨

髓涂片细胞识别等多项内容，这些内容都涉及形态

学知识，不仅要求学生具有较高的理论知识水平，还

需要一定的临床实践经验，学生很难在短期内获得

较大的提高，同时也对授课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授课教师需要很好地将实践与理论结合，提高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采用案例情境教学方法能

将枯燥的知识变得形象生动，将理论知识与临床实

践进行有机结合，同时临床检验基础涉及较多的标

本图片且标本形态多样，需要反复识别练习，从而加

深印象。采用多媒体手段将图片保存下来，供学生

随时随地学习，以便遇到问题时能与老师及时有效

地沟通交流［9-10］。将两种教学方法结合起来，既能

将枯燥的知识形象生动地呈现出来，又能将临床案

例的趣味生动融入教学中，很好地规避检验基础课

程教学中形态学知识枯燥乏味、不易理解的难点。

该教学方法能明显提高学生临床检验基础课程的学

习成绩，值得在以后的教学中加以推广。

 采用多媒体结合案例情境教学方法的学生对

教学质量的评价得分在激发形态学学习兴趣和提升

学习效果两方面均明显高于案例情境教学法和多媒

体教学法，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临床检验基础课

程内容多涉及形态学知识，枯燥乏味，且学生难以在

短时间内取得较好的学习成绩，针对上述问题，我校

检验教研室从实践出发，不断改进，探索新的教学方

法，将多媒体和案例情境教学相结合，综合两种教学

方法的优点，不断激发学生对形态学的学习兴趣，提

升学习效果。组间两两比较中，多媒体结合案例情

境教学组在更深入理解和记忆内容方面的得分明显

高于案例情境教学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分析原

因可能是由于多媒体结合案例情境教学融合了多媒

体教学的优点，能方便学生反复对不同教学影片进

行观察练习，并及时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从而更深

入地理解和记忆学习内容［11］。多媒体结合案例情

境教学组在激发形态学学习兴趣上得分明显高于多

媒体教学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教学过程中，多

媒体结合案例情境教学在多媒体教学的基础上结合

临床中遇到的实际病例进行讲解和讨论，在增加教

学趣味性的同时调动课堂气氛，鼓励学生积极参与

讨论，融入教学情境，更利于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

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学生对形态学学习的兴趣［12］。

 我校检验教研室近年来将多媒体和案例情境教

学结合运用在临床检验基础教学中，在实际教学工

作中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中华医学会医学检验

分会协办的第四届全国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大学生在

线形态学大赛中，我校医学检验技术专业两名学生

分别荣获大赛二等奖和三等奖 ；我校 5 位医学检验

技术专业老师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团队二等奖。在以

后的教学工作中，我们将不断总结，探索新的更有益

于学生的教学方法，并将好的教学方法推广应用到

其他学科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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