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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以研究为基础的学习(RBL)教学模式在医学检验专业本科生实习中的教学成效。
方法 以江苏大学医学院医学检验专业2019级本科生78名作为研究对象,施行在医院内进行毕业设计的新

模式后,利用问卷调查学生在医院内的科研实践及评价、学生的自我评价,以及在医院内进行科研实践的总评

价。结果 与传统实习模式比较,在指导教师的关注度方面,80.77%(63/78)的实习医院对本科生进行了毕业

设计指导教师分配,93.59%(73/78)的指导教师对学生的选题进行了指导;在对学生临床思维培养的影响力方

面,大多数学生在毕业设计期间得到了科研思维[80.77%(63/78)]、操作技能[62.82%(49/78)]、沟通能力

[64.10%(50/78)]等多方面的提升;在总评价方面,67.95%(53/78)的学生认为毕业设计的时间设置合理,
58.97%(46/78)的学生建议学校依然采用此培养方式。结论 实习期间构建更优化的RBL教学模式有助于

培养学生科研思维能力、科研技能和文献检索能力,在创新性检验医学人才的培养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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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医学

教育对医学检验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目标和需求,
将基础能力(检验专业知识、医学理论、动手能力)、基
本能力(外语和计算机的使用)和发展能力(科研能

力、创新能力、适应社会能力)的训练作为医学检验教

育的侧重点[1-3]。传统检验医学实习教学模式以带教

教师为主导,学生只是按教师教授的方法进行操作,
这种教学方式限制了学生的创新思想和创新能力的

培养[4]。因此,探索新的带教方法以改善医学检验专

业教学效果势在必行。
以研究为基础的学习(RBL)是一种将教学、学习、

科研、实践有机结合的开放式教学模式[5]。RBL教学

模式以探索未知问题为基础,通过设计一系列综合实

验,形成了学生自主参加的开放式教学模式,力求通过

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创造性,培养学生发现问

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训练学生的科学

思维并激发其创造力,提升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6-7]。
医学检验专业本科生作为高质量医学人才培养

的重要组成部分,毕业后大多数以从事专业相关岗位

作为职业规划,这需要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培养从

临床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基本技能。为此,经初

步调查研究,在江苏大学医学院医学检验专业实习教

学过程中推行了RBL教学模式,旨在培养具有创新

精神和批判性思维的高素质医学人才,取得了一定的

教学效果,并对RBL教学模式在医学检验专业实习

阶段的应用进行了总结和反思,以期为医学检验专业

的教学改革提供理论基础。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江苏大学医学院医学检验专业

实施毕业设计改革的2019级本科生78名作为研究

对象。
1.2 方法

1.2.1 教学方法

1.2.1.1 导师选择标准 实习开始前江苏大学医学

院筛选了拥有进行毕业设计条件的38所医院,与院

方积极沟通后采用“半年医院实习+半年院内毕业设

计”的新模式。指导教师在达成合作意向的校外实习

医院中选择,所选导师不仅科研实践基础扎实,可对

学生进行开题选题的指导,还具有丰富的教学工作经

验,可启发学生对实习期间实际工作中的问题进行思

考和探索。
1.2.1.2 RBL教学方法 (1)毕业设计期间学生自

主选择或实习医院在医院内分配导师,导师指导学生

进行课题申报并下派任务书,学生通过任务书在导师

指导下填写开题报告。毕业设计中期为提升学生对

外文文献检索和阅读的能力,导师指导并审核学生完

成的外文翻译。此外,毕业设计中期学生将进行中期

汇报,对已完成的工作进行小结和反思,医院内导师

对毕业设计进度情况、工作态度情况(学生对毕业设

计的认真程度、纪律及出勤情况)、学生已完成部分的

工作质量情况进行评价,提出存在的问题及相应建

议。毕业设计后期学生根据毕业设计期间的研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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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和文献阅读进行毕业论文的撰写,导师与学生对修

改意见进行探讨和交流。学生将查重合格的论文定

稿上传至系统并完成毕业答辩。(2)RBL教学重点。
RBL教学以科研实践为中心,以导师教学为重点,关
键在于毕业设计期间学生是否能将所学技能转化为

自身能力,集中体现在科研思维能力、科研技能、文献

检索能力的培养。科研思维能力方面,导师将指导学

生培养勤读、勤思、勤问、勤记的好习惯,学生在学有

所思、思有所悟的同时学会积极沟通和交流自己的想

法,在申报课题和填写开题报告的任务要求下,培养

学生实验设计和时间规划能力。区别于传统医学检

验实习教学,RBL教学模式在科研技能方面要求导师

调动学生的能动性和创新性,帮助学生将“割裂”的实

验理论学习和单纯的技能培训融入科研创新实践工

作中,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此外,文献检索能力作

为科研实践的基础能力之一,毕业设计期间要求导师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在阅读前沿文献时学会归纳

总结、提取创新点。
1.2.2 教学评价 设计问卷了解学生对毕业设计改

革的教学评价,问卷内容包含学生毕业设计期间在医院

的科研实践及评价、毕业设计期间学生的自我评价和在

医院内进行科研实践的总评价3个维度,共13个问题。
通过问卷星发布问卷,采用不记名方式填写。
1.3 数据处理 计数资料以率或构成比表示,采用

描述性统计分析。
2 结  果

2.1 医学检验专业本科生在实习医院内毕业设计模

式 江苏大学医学院检验专业通过依托毕业设计(论
文)智能管理系统结合往届校内毕业设计的经验总结

构建了在医院内进行毕业设计的新模式。见图1。

图1  医院内毕业设计模式

2.2 毕 业 设 计 期 间 医 院 内 科 研 实 践 及 评 价  
80.77%的实习医院对本科生进行了毕业设计指导教

师分配,93.59%的指导教师对学生的选题进行了指

导。而自主选择导师的15名学生中,最看重的是导

师的课题和研究方向,其次为教师人品和导师的科研

教育水平。毕业设计期间经费主要由实习单位和导

师课题经费资助,且多数学生得到了指导教师的培训

并对在医院内的毕业设计表示满意。但52.56%的学

生未在实习医院内参与学术讲座和预 答 辩,仅 有

3.85%的学生在毕业设计期间拟发表或已发表学术

论文。见表1、图2。
表1  毕业设计期间医院内科研实践及评价(n=78)

项目 n 构成比(%)

毕业设计时指导教师来源

 医院分配 63 80.77

 自主选择 15 19.23

 自主选择的依据

  教师课题和研究方向 15 100.00

  教师人品 9 60.00

  科研教育水平 9 60.00

  性别 0 0

  职称 1 6.67

毕业设计选题来源
  

 自主设计 5 6.41

 教师指导 73 93.59

毕业设计方向

 基础研究 41 52.56

 临床研究 36 46.15

 其他(如生物信息分析) 1 1.28

经费来源情况

 实习单位资助基金 34 43.59

 导师课题经费 41 52.56

 大学生科研项目基金 3 3.85

指导教师对你进行了哪些培训a

 课题设计(可行性和先进性分析) 70 89.74

 文献检索阅读 51 65.38

 专业用语应用 50 64.10

 数据整理 53 67.95

 杂志投稿技巧 11 14.10

您是否在毕业设计期间参加实习医院的学术讲座

 或预答辩

 是 37 47.44

 否 41 52.56

您是否在毕业设计期间拟发表/已发表学术论文

 是 3 3.85

 否 75 96.15

 您在毕业设计期间拟发表/已发表学术论文中的

  作者位次

  第一作者 0 0

  共同第一作者 2 66.67

  第二作者 0 0

  其他 1 33.33

  注:a多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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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毕业设计满意度评价

2.3 毕业设计期间学生的自我评价 大多数学生在

毕业设计期间得到了科研思维(80.77%)、操作技能

(62.82%)、沟通能力(64.10%)等多方面的提升。遇

到的问题从高至低排前3位分别为写作能力不足、专
业水平不足、写作时间紧张。绝大多数学生熟练掌握

或基本掌握了科研思维能力、科研技能、文献检索能

力。见表2。
表2  毕业设计期间学生的自我评价(n=78)

项目 n 构成比(%)

毕业设计期间是否有得到能力上的提升a

 科研思维 63 80.77

 操作技能 49 62.82

 沟通能力 50 64.10

 自主学习能力 63 80.77

 资料整理能力 53 67.95

 团队协作能力 23 29.49

您在毕业设计期间遇到的困难有a

 专业水平不足 64 82.05

 写作能力不足 65 83.33

 资料难以获得 31 39.74

 写作时间紧张 49 62.82

 经费有限 21 26.92

 缺乏指导 25 32.05

医院毕业设计对科研能力培养的自我评价

 科研思维能力

  熟练掌握 12 15.38

  基本掌握 51 65.38

  没有掌握 7 8.97

 科研技能

  熟练掌握 13 16.67

  基本掌握 47 60.26

  没有掌握 8 10.26

 文献检索能力

  熟练掌握 16 20.51

  基本掌握 53 67.95

  没有掌握 4 5.13

  注:a多选题。

2.4 在医院内进行科研实践的总评价 67.95%的

学生认为毕业设计的时间设置合理,58.97%的学生

建议学校依然采用此培养方式。有32.05%的学生认

为时间设置不合理,且其中有17名学生建议延长毕

业设计时间。缺乏指导和经费有限是造成不建议学

校继续采用该模式的两大成因。见表3、图3。
表3  在医院内科研实践的总评价(n=78)

项目 n 构成比(%)

您认为半年时间做毕业设计,时间设置是否合理

 合理 53 67.95

 不合理 25 32.05

 若不合理,建议如何调整

  缩短毕业设计时间 2 8.00

  延长毕业设计时间 17 68.00

  不确定 4 16.00

  其他 2 8.00

您是否建议学校继续使用此类培养模式

 建议 46 58.97

 不建议 32 41.03

图3  
 

交叉分析不建议采用该模式的成因

3 讨  论

  当前,RBL教学模式常见于各大高校,为深度融

合教学与创新科研提供了新的机遇[8-9]。本科学习期

间医学检验专业教育改革应着重提升学生的批判性

思维、沟通协作意识、应用实践能力、创新思维能力、
终身学习能力等综合素养[10-11]。在检验专业的毕业

设计改革中整合学校和医院的教学资源,以毕业论文

的方式在各医院的实习学生中展开RBL教学,为基

于RBL的检验医学专业教学模式的探索提供了新

思路。
本研究综合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实习医院中进

行毕业设计改革在RBL教学中有以下2个方面的优

势:(1)校内的科研实践虽然也有很多途径可以实现,
包括大学生创业创新训练计划项目、“互联网+”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系列科技学术

竞赛等多个项目和赛事,但大多数情况下是有门槛

的,是在学生学有余力的情况下完成的,且需通过前

期筛选和导师后期选拔,对学生的完成度和能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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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对校级以上科研项目来说,往往需要多人合

作,虽然提高了学生的沟通交流能力和团队协作能

力,但校内导师对组内每名学生的关注度可能没有实

习医院中进行的“一对一”指导模式高。此外,毕业设

计和毕业证书直接相关联,不仅具有普遍性,即基于

实习医院进行毕业设计的RBL的接受人数更多,学
生本人对该项目的重视程度也比较高。(2)医学检验

技术本科教育不仅需要培养医学检验技术基本知识、
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还需要学生掌握与之关联的基

础医学、临床医学的相关知识[12]。要求医学检验专业

本科生不仅要在基础研究方面继续深造,还要与临床

紧密联系,而校内RBL教学中多数学生参与的课题

还是基础研究,相对而言,在医院的科研实践中基础

研究和临床研究的比例分别为52.56%和46.15%,
临床研究的比例大大增加了,有助于实习学生在临床

实践中发现问题并将科研思维带入日常工作,无论是

继续读研深造,还是走向工作岗位,均能对其今后的

思维习惯产生深远影响。
本次问卷调查也暴露了一些在医院内进行毕业

设计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1)各医院能提供

的设备、环境不一样,对待实习学生毕业设计的政策

也不一样。个别医院在保证学生毕业设计时间的情

况下要求学生继续参与临床工作,但很多学生因为专

业能力和写作能力不足,认为毕业设计的时间比较紧

张。但经过交叉分析后发现,导致学生不建议继续采

用该模式的问题更多在于缺乏指导、经费有限及资料

难以获得,且鉴于绝大多数学生的毕业设计资金来源

于导师课题经费及实习单位的资助,提示指导教师的

科研项目或医院的实验教学水平是否能支持一个较

为高水平的RBL教学的问题。很多导师由于临床工

作较忙、实验项目较多、缺乏教学经验或科研经费不

足等原因疏于对实习学生的指导,导致教学质量不尽

如人意。(2)毕业设计的时间限制了研究的深度和广

度,成果转化也较为有限,仅3.85%的学生拟发表或

已发表自己的毕业论文,更加考验了学生对时间规划

的能力和对研究项目的熟悉程度。
综上所述,江苏大学医学院2019级医学检验专

业本科生作为第一批接受毕业设计改革的学生,对在

实习医院内进行RBL的教学模式提供了新思考。虽

然从整体而言,此教学模式顺应了医学检验专业改革

的要求,学生在毕业设计期间的满意度和个人评价尚

可,但依然有需要优化和完善的问题。通过总结RBL
教学模式在医学检验专业本科生中的实践与思考,期

望今后在实习医院中开展的毕业设计能扬长避短,提
升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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