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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通过临床寄生虫学检验理论和实践教学改革，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方法 对理论和实践教学内容、教学方

法、教学手段等进行改革，然后通过考核和教学评估等方式评价教学效果。 结果 教学改革后，理论教学效果较传统教学有

所提高；实践教学中，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标本观察的准确度较以往明显提高。 结论 根据临床寄生虫学检验教学要求与学

生实际情况，对临床寄生虫学检验理论和实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进行改革，提高了学生对临床寄生虫学检验

课程的学习兴趣，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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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临床寄生虫学检验理论与实践教学改革
刘俊琴

（山西医科大学汾阳学院，山西 汾阳 032200）

临床寄生虫学检验是本科医学检验专业的主干课程，该课

程除了介绍与人体有关的寄生虫的形态结构、生活史、致病特

点以及在寄生虫和人体及外界环境因素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归

纳寄生虫病的发生与流行规律外，还对寄生虫感染的实验室诊

断做了重点介绍。在本课程多年的教学过程中，我们不断进行

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改革，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本文是笔

者承担临床寄生虫学检验课程的教学工作以来对该门课程教

学改革的一些体会，现介绍如下。
1 理论教学

1.1 理论教学内容改革

临床寄生虫学检验这门课程由于寄生虫种类多，生活史较

为复杂，且各虫种不同发育时期形态不同、寄生部位不同，所引

起的疾病不同，其标本采集以及诊断方法亦不同，给学生的学

习和记忆带来很大困难。本科医学检验专业教材《临床寄生虫

学检验》以寄生虫在人体主要的寄生部位为序介绍各种寄生虫

病及其检验方法，并重点介绍与临床有关的内容，例如实验室

诊断技术、方法等。这种编排模式相对复杂，学生学习起来容易

条理不清，不便于归纳和总结。因此，我们在教学中对教材内容

进行了调整，先按照临床寄生虫生物学分类进行理论教学，让

学生了解各虫种及其生物学归属，对常用的诊断方法粗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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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让学生有一个初步的认识。然后按寄生部位对寄生虫检验

方法进行归纳和总结，让学生在生物学分类的基础上，清晰地

知道哪些寄生虫寄生于人体的什么部位[1]。
1.2 理论教学方法改革

1.2.1 LBL 教学法 以授课为基础的教学方法 （Lecture-Based
Learning，LBL）是至今一直沿用的教学方法[2]。在临床寄生虫学

检验教学中，总论和线虫部分内容，学生能集中精力听，课堂气

氛也较为活跃，因此采用 LBL 教学法。但吸虫和绦虫部分，由于

吸虫和绦虫生活史较为复杂，宿主较多，且每个虫种均有形态、
生活史、致病、诊断、流行及防治等内容，学生就失去了起初的

新鲜感，学习兴趣逐渐降低，因而不宜采用 LBL 教学法。
1.2.2 PBL 教学法 PBL 教学法即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法

（Problem-Based Learning，PBL），此法是由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

学的 Barrows 教授于 1969 年首创[3]。我们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

实际情况，在教学中恰当引入 PBL 教学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结合问题展开教学。例如，在讲授“弓形虫”这部分内容时，

首先引入目前世界上以及我国弓形虫正常人群感染率、吸毒人

员感染率、精神病人感染率等数据，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

时，提出相关问题，让学生围绕问题进行学习。
1.2.3 CBL 教学法 CBL 教学法即以病例为基础的教学法

（Case-Based Learning，CBL），此法是在 PBL 教学法的基础上针

对临床医学专业特点，旨在提升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而提出的

新的教学模式[4]。例如，在讲授“旋毛虫”这部分内容时，首先引

入病例：患者，男，28 岁。与同事共食生拌狗肉。5 日后出现恶

心、呕吐、腹痛，伴有厌食、乏力、低热等全身反应而就医。血常

规：WBC 和 EOS 显著增高，按肠炎用抗生素治疗无明显好转。
同餐者也相继发病，以食物中毒被医院收治。其后，同餐者均发

生肌肉酸痛，以腓肠肌最为明显，眼睑及面部水肿，咳嗽。血清

学 ELISA 查旋毛虫抗体，均为阳性，并于一患者肌肉组织内发

现旋毛虫囊包，确诊为旋毛虫病[5]。围绕此病例，从感染来源、临
床表现、实验室检查等展开对旋毛虫的介绍。在 CBL 教学中，首

先通过病例启发学生对后面要学习的虫种进行思考，然后带着

问题结合病例进行学习，使学生由原来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思

考，充分调动了学习热情，提高了学习兴趣[6]。
1.3 教学手段改革

在临床寄生虫学检验教学中，不断改进教学手段，从挂图

结合板书教学，到现在利用多媒体教学。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发

展和普及，极大地丰富了教学内容，节省了教学时间，收到了良

好的教学效果。将多媒体与传统教学手段有机结合起来，能充

分发挥各自优势，提高教学质量。
1.4 理论教学考核方式改革

临床寄生虫学检验一直采用传统的考试方式，题型为名词

解释题、填空题、选择题、判断题和问答题，选择题以单项选择

为主。我们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病例分析题，且调整了各题型分

值所占比例。其中选择题与检验师（士）资格考试题型一致，让

学生逐步适应检验师（士）资格考试题型；案例分析题旨在培养

学生综合应用知识的能力。
2 实验教学

临床寄生虫学检验实验教学是课程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对于医学检验专业学生来说，要提高工作能力，就必须提高

实验能力。传统的实验教学仅是让学生在每次实验课上对已知

的标本进行辨认，很难调动起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因此，我们进

行了如下改革。
2.1 实验教学内容改革

我们选择常见的且在我国曾经或现在仍然具有危害性且

有代表性的寄生虫作为实验教学的重点内容，要求学生重点掌

握；对一些近年来感染人数逐渐增加的寄生虫适当安排时间授

课，如广州管圆线虫、肺孢子虫、弓形虫等，要求学生作为熟悉

内容；而对一些我国已经基本消灭的寄生虫和一些可能的输入

性寄生虫，安排学生自学。这样学生既能了解目前寄生虫在我

国的流行情况，又能了解一些国外的寄生虫知识，提高学习兴

趣，掌握寄生虫流行现状和相关寄生虫病前沿知识。
2.2 实验教学方法及手段改革

最初的临床寄生虫学检验实验教学教师先讲，然后辅导学

生观察镜下标本和大体标本，课后学生上交实验报告，教师通

过学生实验报告来了解学生本次实验教学掌握情况。我们对实

验教学方法及手段进行改革，使用多媒体演示和学生镜下观察

相结合的方法。首先教师要求学生镜下观察标本，然后教师用

多媒体演示并讲解标本及其相关知识，最后学生绘制标本，实

验课结束后上交实验报告。
通过实验报告和实验考核发现，改革后的教学效果较佳，

学生能掌握实验教学内容，并且也能通过实验增强对临床寄生

虫学检验相关知识的理解。
2.3 实验教学考核方式改革

传统实验考核方式一般是，在规定的时间内让学生观察大

体标本和镜下标本，然后写出标本名称。通常镜下及大体标本为

20 个，每个标本 1 分，共 20 分。在考核过程中，前一位考生对后

一位考生的考试时间以及镜下标本位置均会有一定影响，不能

准确反映学生的实际水平。故我们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多媒体

演示寄生虫标本图片，多媒体演示标本和镜下及大体标本各为

20 个，不同考核组标本次序不同，总分仍为 20 分，但每个标本

的分值降至 0.5 分。这样镜下标本观察客观因素对学生成绩的

影响就会降低，使学生成绩更客观，也加大了实验考核力度。
通过我们对临床寄生虫学检验这门课程的理论和实验教

学改革，从学生课堂教学的表现和课后学生问卷调查及考核等

发现，学生学习兴趣、标本观察的准确度明显提高，收到了良好

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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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教学在临床寄生虫学检验中的应用探讨＊

刘俊琴，张晓延
（山西医科大学汾阳学院医学检验系，山西汾阳０３２２００）

　　摘　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化教学逐渐应用于临床寄生虫学检验的教学过程中。由此带来了关
于临床寄生虫学检验的传统教材和教学方式的改革及与信息化教学如何在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中更好地应用
等一系列问题。教师作为对信息化教学起关键推动作用的力量，在如何做好相应的教材和教学方式的改革，将
信息化教学与传统教学高度融合并有效地应用于教学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关键词：信息化教学；　临床寄生虫学检验；　应用；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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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寄生虫学检验是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专业
课程之一，此课程是在介绍与人体有关的寄生虫的形
态结构、生活史、致病等特点的基础上，以寄生虫病的
诊断和防治为目的的课程。此课程的专业性和实践
性较强，既要求学生掌握寄生虫的理论知识，也要让
学生具备扎实的实验技能及虫体不同发育时期形态
的辨认能力。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化教学
逐渐融入到传统的教学模式中，临床寄生虫学检验信
息化教学方式也在逐渐的渗透于理论和实践的教学
过程中。

信息化教育，是以现代教育思想和理论为指导，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发教育资源，优化教育过程，以
培养和提高学生信息素养为重要目标的一种新的教
育方式。《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也明确指出“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
具有革命性影响”。我国高等教育信息化教学的建设
也不断地向高校教学、科研和管理等方面深入发展，
信息化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也成为高校教师教学必
备手段［１］。临床寄生虫学检验课程具有其学科的特
殊性，即虫种较多，虫种之间相似性也较大，学生在学
习的过程中容易混淆，不太容易记忆和掌握。而信息
化教学方式可以将寄生虫的理论和实践知识通过数
字化处理或应用相应的信息技术手段，在一定程度上
将抽象的寄生虫理论形象化（文字内容图像化），也能
使复杂的镜下虫体形态通过电脑、投影等屏幕直观形
象地展示给学生，既能让学生从复杂的文字中一目了
然的掌握寄生虫的生活史及流行特征等，也能让学生
在课堂上基本掌握寄生虫的大体标本、镜下形态等。

然而，信息化教学的应用需要在教师的主导下，
对教材、教学内容及教学的展开形式等合理规划，才
能让信息化教学在临床寄生虫学检验的教学中展示

出应有的作用。本文就目前临床寄生虫学检验在教
学方面存在的问题及信息化教学在临床寄生虫学检
验教学过程中的应用现状及设想和信息化教学的一
些要求做初步的思考和探讨。

１　临床寄生虫学检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１．１　教材的实用性不足　目前，人民卫生出版社为
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编写的教材是《临床基础检验学技
术》教材中的寄生虫检验技术部分内容，该教材不论
在何种基础的学生中使用，均有一些不足。教材的寄
生虫检验技术部分只介绍了寄生虫的形态和诊断方
法，而大部分院校的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寄生虫检验
课程是将寄生虫的基础课程和寄生虫检验的专业课
程融合在一起来开展的，因此，教材在内容方面有很
大的欠缺。另外，有部分院校是在寄生虫基础知识具
备的前提下开设此门课程的，与前者相比，情况较好，
但形态部分的内容重复，故也不是合适的选择。本校
作为高职高专类院校，教材是选择人民卫生出版社和
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最新版教材使用，医学检验专业在
五改四后教材的选择成为教师比较难以解决的问题。

结合本校目前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实际情况，对
医学检验技术专业临床寄生虫学检验的教材有几点
期望：（１）内容结构调整，将形态、生活史、致病、实验
诊断及流行与防治按专业特点适当的编写入教材；
（２）虫种调整，将淡出人们视线的线虫可以减少其内
容的介绍或作为自学内容如丝虫，增加一些输入性寄
生虫病［２］、新现寄生虫病［３］和一些与人类关系密切的
人兽共患的寄生虫病［４］的介绍；（３）在传统教材中适
当增加数字资源，将虫种不同发育时期的形态以扫描
二维码方式形成数字资源图片或视频供学生学习使
用，另外相关病例、知识拓展、相关习题等内容均可以
数字资源的形式使用。数字资源引入传统教材，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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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丰富教材内容，使传统教材有了更加立体的使用
效果，而且可以促进学生通过手机平台使用教材，提
高学生的兴趣和使用的灵活性。
１．２　教学手段单一　临床寄生虫学检验的教学重点
和难点是在寄生虫的生活史、寄生虫各个发育阶段的
形态特征及实验室诊断。目前教学中最常用、最常见
的手段就是多媒体教学，教师结合ＰＰＴ将形态图片、
动画、文字内容等逐一给学生讲解。此教学手段较之
传统的板书和挂图的方式内容丰富、形态直观，但随
着课程的教学进展，不同虫种大同小异的内容介绍，
学生会逐渐的对课堂没有新鲜感，失去兴趣甚至有倦
怠的情绪等。

为了提高临床寄生虫学检验的教学效果和学生
对此门课程的学习兴趣，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地探索较
为合理、实用和有效的教学方法。在现代教育理念的
引导下，临床寄生虫学检验从理论教学到实验教学已
探索出诸多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而信息化教学方式
也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逐渐渗透到临床寄生虫学
检验的教学过程中，也是目前教学方法改革和发展的
趋势［５－７］。

在过去的教学中，９０～１００ｍｉｎ的课程，通常由内
容回顾、课堂提问、新课导入、教学开展、课堂总结和
课后作业几部分组成。通过内容回顾和课堂提问巩
固上次一课内容和了解学生对上一次课内容的掌握
情况，同时也为本次课做准备，是前后两次教学的衔
接。用临床病例、流行病资料、科普知识等导入新课，
按形态、生活史、致病、诊断、流行与防治等内容顺序
展开教学，教学内容讲解完成后，要对本次课进行课
后小结，然后留课后作业结束课堂教学。由于课堂提
问的人数有限，老师不能全面了解学生的掌握情况，
有部分学生抱着侥幸心理不能完成课后作业，也不及
时在课后复习教学内容，导致在学期末考试时成绩不
理想，甚至不及格的人数居多。随着信息技术的发
展，人们的生活方式及工作形式也在悄无声息地发生
天翻地覆的变化，工作中的各种文件、通知很多时候
都是由电子信息来完成，无纸化考试也逐渐走进了大
学校园。如关于教学的问卷调查，可通过问卷星、微
信平台［８－１０］等网络教学平台来完成，也可将随堂测试
和课后作业等通过这些网络教学平台完成，由于网络
教学平台可以设置时间，故在老师规定时间内学生来
完成老师给出的问题，同时也能看到同学们的作答情
况，这样老师可以随时掌握学生对课堂教学的问题反
馈及学生教学内容的掌握情况。另外，也可以用网络
平台，如微信、ＱＱ等聊天工具来解答学生在学习中遇
到的问题及学习相关的问题。既方便了学生和老师
及时的沟通交流，也节省了学生去办公室找老师解决
问题的时间。
１．３　实验室标本缺乏和临床病例的不足　临床寄生
虫学检验主要是让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学生学会寄

生虫病的实验室诊断，故在实践课程的设置时充分考
虑学生的操作能力及形态辨别能力的培养。然而由
于实验室条件的限制及实验室寄生虫标本的缺乏，常
常难以满足实践教学的要求。同时，实验室的大体标
本由于保存时间过长，虫体及病理标本脱水变形，形
态失真；寄生虫虫卵标本片由于保存时间过长，很多
的虫卵的形态出现变化，卵细胞崩解等形态不典型，
增加了学生的辨认难度等。另外，学生进入临床实习
阶段，由于目前寄生虫病的发病率低，在有限的实习
时间内未必能见到寄生虫病病例及寄生虫标本，加之
诸多的寄生虫病实验室诊断常用免疫学检验的方法
结合临床表现来进行诊断，所以学生动手及见到寄生
虫病病例和虫体标本的机会较少［１１］。
２　信息化教学在临床寄生虫检验教学中的应用
２．１　理论课教学中的应用　信息化教学充分利用现
代化信息技术，大量的教学资源和信息通过相应的技
术汇集到教师手中，同时各种现代技术如多媒体技
术、信息平台、模拟技术、仿真技术等使教师有了多种
多样的教学手段，极大地促进了师生之间的教与
学［１２］。在临床寄生虫学检验教学过程中，信息化教学
可以通过教学前、教学过程中和课后３个阶段的使用
来提高教学效果。

教学前，可以通过互联网教学平台、微信平台等，
将课程相关内容，如科普文章、网络搜索文章和案例
等发送给学生。在讲述蛔虫时可以将网络上搜索的
“使用蛔虫减肥”的案例发送给学生，一方面让学生提
前了解教学内容，另一方面可以引起学生对本次课程
的兴趣；在讲授阴道毛滴虫时，将“因出差通过间接接
触而感染阴道毛滴虫而引发的家庭矛盾”等的文章提
前发送给学生，并提出相关问题让学生思考。教学前
教学相关信息的了解，一方面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另一方面也可逐渐的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习惯和
能力。教学过程中，老师要将本次课的教学内容进行
合理的设计，结合教学前发送给学生的相关教学内容
导入课程，将教学内容结合图片、视频、微课、故事及
科普文章等方式直观形象、通俗易懂地传递给学生，
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在教学过程中也
可通过问卷星等［１３］进行随堂测试，将随堂测试成绩作
为形成性考核成绩计入期末成绩中。

课后，也可通过微信、ＱＱ等网络聊天平台或者其
他的网络教学平台对本次教学内容的掌握情况进行
测试，以便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同时也可进行
学生评教、问题反馈等教学相关教学互动。

另外，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将寄生虫融入故事，
制作成动画、微课等，学生可利用手机在网络教学平
台随时学习，这样既可让学生充分的利用课余时间、
日常零碎时间通过手机在网络教学平台学习，一方面
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让沉闷的寄生虫课增添点乐
趣；另一方面也使得学生能利用零碎的时间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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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实践教学中的应用　临床寄生虫学检验实践教
学包括实验操作和形态观察两部分内容。其中实验
操作因实验室条件限制、寄生虫标本缺乏及一些寄生
虫病实验诊断方法在实验室的不可行性等，使得寄生
虫实践教学内容相对单一。大多数实践课都是学生
在老师的辅导下观察镜下形态，然后根据镜下观察内
容绘制镜下形态。在实践课中老师一直忙于帮助同
学们辨认镜下形态，在有限的时间内老师不能顾及到
每位同学，有的同学在等待老师帮助辨认的时间较
长，影响了后续标本的观察。有些院校实验室能使用
显微数码互动教学系统能避免上述问题，实验教学过
程及结果观察等通过屏幕实时展示，同时实时与学生
互动、查看学生的实际情况［５－６，１２］。也可通过计算机辅
助教学软件、实验操作的录像、微课等辅助实验教学
手段，直观地展示寄生虫的形态结构，使学生形象地
了解各种病原体的形态、生活史、致病性等方面问题，
并且可以促进学生理解并消化当堂课的教学内容，调
动学生学习的兴趣。

另外，可以建立寄生虫标本的图库或视频帮助解
决实践课的问题。如寄生虫图库的建立，可以让学生
通过学习平台提前学习寄生虫形态，大大提高实验室
观察的效率；将大体标制成多方位立体视频，实验操
作方法制作成动画或视频等，让学生通过视频等观看
更加形象直观地了解寄生虫的标本及实验室诊断方
法，弥补实验室标本和临床病例少的不足。

３　信息化教学应用的要求

　　信息化教学在医学专业教学中的使用受到了学
生的认可，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１４－１５］。随着信息
化技术与教学的融合，对学校、教师等产生了诸多的
要求。

３．１　支撑条件的要求　不同院校对信息化教学的政
策、投入经费和重视程度等不同，直接影响着该学校
信息化教学的使用和发展。如建设统一的信息化教
学平台、信息化教学培训等都是在学校政策和经费允
许的条件下实施的。

３．２　技术的要求　教学平台的建设、制作精良的教
学图片、微课、动画等不但要有准确的专业知识，而且
对技术的要求也颇为复杂。故信息化教学的应用不
但要求有扎实的寄生虫专业知识，也要求有相应的信
息技术水平。

３．３　教师的要求　教师不但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
识、教学设计能力、教学资源整合和利用能力及创新
能力等，而且也能熟练应用各种技术来完成信息技术
与教学的有机融合，让教学过程不但生动、形象而且
能抓住此课程的重点。教师是推进信息化技术与教
育教学高度融合的关键力量，教师队伍信息技术能力

的培养也是促进信息化教学发展的关键［１６］。
临床寄生虫学检验教学的信息化进程已经开启，

教师如何将信息技术更好地为教学服务，目前有待解
决的问题是传统教材与数字资源的融合，专业性较强
的图片、微课、视频、动画等的制作，信息化教学平台
的建设，教师队伍的培养等。因此，不仅教师要具备
相应的能力，也需要政策和经费的支持来共同推进信
息化教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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