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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绘细胞形态结合 CBL 教学法在 

实验诊断教学中的应用探讨 
才奇博  商常青  王维佳  杜欣  刘沫然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铁锋区太顺街齐齐哈尔医学院附属第三医院急诊检验科  161000） 

摘要：目的 结合以往教学经验，探讨手绘细胞形态结合 CBL教学法在实验诊断教学中的应用。方法 选取齐齐哈尔医学院 2018

级影像专业本科生三个班共 77名，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实验组（n=39）和传统组（n=38），传统组给予传统教学授课模式，实验

组实施手绘细胞形态结合 CBL教学法，对两组带教效果进行比较，并比较两组学生对教学模式的接受程度和教学满意度。结果 实验

组学生理论成绩和实践操作成绩均高于传统组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7.109、10.984，P=0.000）。实验组学生对教学模式的兴

趣度、认可度和参与度均明显高于传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7.943、7.333、5.767，P=0.000）。实验组学生对带教满意度（97.44%）

明显高于传统组（84.2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7.789，P=0.007）。结论 手绘细胞形态结合 CBL教学法在实验诊断教学中的应

用效果较好，可有效提高学生理论和实践技能，学生接受程度高，值得在实验诊断教学中进一步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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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Combined with previous teaching experience，the application of hand-drawn cell morphology 

combined with CBL teaching method in experimental diagnosis teaching was discussed.Methods A total of 77 undergraduate 

students from three classes of imaging major of grade 2018 in Qiqihar Medical College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n=39）and traditional group（n=38）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traditional 

group was given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given hand-drawn cell morphology combined 

with CBL teaching method. The acceptability and teaching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Results The 

theoretical scores and practical operation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traditional 

group，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t=7.109，10.984，P=0.000）. The interest，recognition and 

participation of stud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traditional group（t=7.943，

7.333，5.767，P=0.000）.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97.44%）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traditional group（84.21%），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χ2
=7.789，P=0.007）.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hand-drawn cell morphology combined with CBL teaching method in experimental diagnosis teaching 

is good，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student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kills，and students' acceptance degree is 

high，which is worthy of further promotion and use in experimental diagnosis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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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诊断学作为诊断学中的重要部分，是连接基础医学和临场

医学之间的重要桥梁，实验诊断学从实验室检查角度对患者进行病

理学、病因学、病原学分析，为临床鉴别诊断、患者预后评估提供

实验依据[1]。传统实验诊断学教学方案以教师授课为主，学生对于知

识点进行机械记忆，学生学习兴趣不高，也不利于提高学生实践能

力[2]。实验诊断学内容多、项目复杂，临床意义繁多，其中包括了检

测原理、检测方法、临床意义等多项内容，传统授课方式已逐渐无

法满足临床需求，如何使学生在有限的课时中取得较好的学习效果，

在临床实践时做到融会贯通，是目前临床诊断学教学工作亟待解决

的问题[3-4]。CBL 教学法通过临床病例展示，可提高学生对课程的掌

握程度，激发学生自我评价和反思能力，手绘细胞形态教学通过教

师对细胞形态的详细讲解，学生参阅图谱阅片进行细胞形态表绘练

习，可使学生对实验诊断学课程理解更加深入细致[5]。本研究探讨手

绘细胞形态结合 CBL 教学法在实验诊断教学中的应用，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齐齐哈尔医学院 2018 级影像专业本科生三个班共 77 名，

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实验组（n=39）和传统组（n=38），男学生

18 名，女学生 21 名，年龄 20-24 岁，平均年龄（22.32±2.62）岁；

传统组男学生 18 例，女学生 20 名，年龄 20-24 岁，平均年龄（22.18

±2.08）岁。两组学生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1.2 研究方法 

传统组给予传统教学授课模式，由带教老师进行授课带教，根

据教学大纲中的教学目标和教学计划，讲解实验诊断的相关流程和

注意事项，示范实验诊断问诊、检查、诊断等实践操作过程。实验

组实施手绘细胞形态结合 CBL 教学法，手绘细胞形态：带教老师对

学生讲解手绘细胞形态法的具体内容和相应要求，由学生自主进行

手绘细胞形态，通过观看显微镜示例后，学生参阅图谱阅片进行细

胞形态表绘练习，包括细胞大小、比例等，作为诊断要点，不断巩

固实验诊断教学中的理论内容，带教老师在学生对细胞进行绘画时

对其进行指导与修正。CBL：带教老师提前一周将准备好的相关病

例及问题发给学生，由学生自己查阅文献并进行自主自考，确定围

绕病例针对性的实验检测指标，并针对典型病例提出问题，带教老

师整理案例的重点问题，包括发病机制、诊断要点、治疗和预后要

点等，问题应由浅入深，以方便学生学习，然后展开小组讨论，

后带教老师针对本次课程典型案例诊断要点进行系统总结，巩固重

点知识，针对学生在诊断和学习中的不足予以纠正，并对学生理论

成绩和实践操作成绩进行考察，并定期向科主任和护士长进行汇报。 

1.3 观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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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比较两组学生带教效果，考试内容包括理论考试和实践操作

考试，每科满分为 100 分；②比较两组学生对教学模式的接受程度，

从兴趣度、认可度和参与度三方面进行；③使用问卷调查方式，对

两组学生教学满意度进行统计，包括非常满意、一般满意和不满意。 

1.4 统计学方法 

选用 SPSS26.0 版软件对本研究 77 例学生的带教效果数据进行

统计分析，采取 n 或%表示计数资料，采用χ2 检验；使用（ sx  ）

表示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统计分析，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2 结果 
2.1 实验组和传统组带教效果比较 实验组学生理论成绩和实践

操作成绩均高于传统组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7.109、10.984，

P=0.000）。见表 1。 

表 1  实验组和传统组带教效果比较（ sx  ，分） 

组别 例数 理论成绩 实践操作成绩 

实验组 39 92.26±5.64 93.62±5.46 

传统组 38 83.83±4.71 81.21±4.38 

t  7.109 10.984 

P  0.000 0.000 

2.2 实验组和传统组学生对教学模式的接受程度比较 实验组学

生对教学模式的兴趣度、认可度和参与度均明显高于传统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t=7.943、7.333、5.767，P=0.000）。见表 2。 

表 2 实验组和传统组学生对教学模式的接受程度比较（ sx  ，分） 

组别 例数 兴趣度 认可度 参与度 

实验组 39 89.73±4.65 90.11±5.17 88.37±5.88 

传统组 38 81.77±4.12 82.13±4.33 81.38±4.67 

t  7.943 7.333 5.767 

P  0.000 0.000 0.000 

2.3 实验组和传统组学生对带教满意度比较 实验组学生对带教

满意度（97.44%）明显高于传统组（84.2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7.789，P=0.007），见表 3。 

表 3  实验组和传统组学生对带教满意度比较[n，（%）]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一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实验组 39 24（61.54） 14（35.90） 1（2.56） 38（97.44）

传统组 38 11（28.95） 21（55.26） 6（15.79） 32（84.21）

χ2     7.789 

P     0.007 

3 讨论 
实验诊断学在医学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过实验诊断学的学

习，可使学生将理论知识和临床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

分析病例能力，更好理解和掌握所学知识[6]。实验诊断学涉及的内容

繁多，包括微生物学、免疫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物理学、

有机化学、病理生理等多门医学基础课程和所有临床疾病，是临床

诊疗工作中极其重要的一个医学学科[7]。随着近年来检验手段不断发

展，大部分检验项目已实现自动化，作为临床医学专业学生不仅需

要掌握项目临床意义，还需了解影响检测结果的因素，以便在临床

工作中应用实验诊断学这个工具对患者进行诊疗工作[8]。此外，实验

诊断学课程不同于其他课程，其对各实验结果之间的联系要求较高，

切要注意实验结果与临床疾病之间的联系，增加了教学难度，顾需

实施高质量且高效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尽快掌握实验诊断学课程[9]。 

我国医学生自我学习能力现状不容乐观，在主动思维和自主学

习等方面处于较低水平，往往依靠传统教学方式灌输，学习主动性

不强[10]。目前传统教学方法较为陈旧，学生学习兴趣低，带教老师

工作量大且多，导致其与学生间的交流较少[11]。CBL 教学法是一种

较为直观的教学方式，也是实验诊断学课堂理论的补充和眼神，通

过真实典型案例教学，可加深学生对于实验诊断学的理解，使学生

在实践中探索和分析问题，总结经验，增加了学生自主学习积极性
[12]。在开展 CBL 教学过程中，带教老师应精心准备具有代表性的病

例，使学生了解患者症状、体征、疾病类型等，使其形成深刻的横

向联系，激发学生临床应用技能，增进其临床思维模式，提高学生

专业能力[13]。此外，CBL 教学法有助于教师有针对性的开展教学，

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针对性讲解，对教师的综合教学能力提高起

到积极促进作用[14]。手绘细胞形态要求学生对各类细胞大小概念进

行深刻理解，根据比例绘画出各种细胞的大小，在此过程中，学生

可加深对于实验诊断学理论知识的理解，亲身参与其中，通过观看

显微镜示例后，学生参阅图谱阅片进行细胞形态表绘练习，进一步

加深对细胞形态的理解[15]。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学生理论成绩和实践操作成绩均高

于传统组学生，究其原因可能是 CBL 教学方式需要学生提前对病例

进行准备和思考，对知识点的记忆和理解更加深刻，故可实现理论

和实践成绩的提高，实验组学生对教学模式的兴趣度、认可度和参

与度均明显高于传统组，且实验组学生对带教满意度（97.44%）明

显高于传统组（84.21%），提示学生对于手绘细胞形态结合 CBL 教

学法接受程度高，具有较好的依从性，从而可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此结果与吴述银[16]等研究具有一致性。 

综上所述，手绘细胞形态结合 CBL 教学法在实验诊断教学中的

应用效果较好，可有效提高学生理论和实践技能，学生接受程度高，

值得在实验诊断教学中进一步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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