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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伴教学对临床微生物学检验实验教学的干预效果分析 
吴媚  汪蕾通讯作者 

(湖北中医药大学  湖北武汉  430065） 

摘要:目的 分析同伴教学对临床微生物学检验实验教学的干预效果。方法 选取某大学 2020 级医学检验技术专业 1 班 46 名学生为对照组，

采用传统教学，另选取 2020 级医学检验技术专业 2 班 49 名学生为观察组，采用同伴教学，对比两组学生的考核成绩，调查两组学生对教

学方式的评价。结果 观察组学生的理论考核成绩和实验考核成绩均高于对照组（P<0.05）；且观察组学生的提高自主学习能力、激发学习

兴趣、提高学习效率、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提高沟通表达能力、提高团队协作能力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临床微生

物学检验实验教学中采用同伴教学，有助于提高学生的专业知识和实验能力，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取得更为理想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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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近年来“新型冠状病毒”、“超级细菌”等新型、变

异的病原微生物的出现，对临床微生物检验人员的培养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1]。教育是培养临床微生物检验人才的基础，临床微

生物学检验是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2]。实验教学是

临床微生物学检验教学的重要环节，其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的实

际操作能力，同时能够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能力，并且

能够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和分析处理问题的能力，进而有助于

培养出知识全面、技能全面、素养全面的综合型人才[3]。为达到

更为理想的教学效果，为国家源源不断的输出高质量的临床微

生物学检验人才，我校做出及时的教学改革，在实验教学中应

用同伴教学的方式，取得良好成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某大学 2020 级医学检验技术专业 1 班 46 名学生为对

照组，另选 2020 级医学检验技术专业 2 班 49 名学生为观察组，

对照组：男/女：14/32 例，年龄：19-22 岁，平均年龄（21.23

±0.12）岁，观察组：男/女：16/33 例，年龄：19~22 岁，平均

年龄（20.21±0.13）岁。对比两组学生的基本资料（P>0.05）。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所有学生对本研究知情，并自愿参加。 

排除标准：①未完成学业的学生；②未参加考试的学生；

③未参加调查问卷的学生。 

1.3 方法 

1.3.1 对照组学生采用传统实验教学 

（1）制定教学计划 

根据教学大纲和课程要求，并结合学生的特点，明确教学

目标、教学内容和进度安排。 

（2）准备教学资源 

课前根据教学计划充分准备好教材、教具、多媒体、临床

模拟标本等教学资源，以确保课堂的丰富性。 

（3）传授教学内容 

使用 PPT 展示实验内容，并根据 PPT 中所展示的内容进行

讲解，包括实验原理、实验步骤、实验器材的使用方法和相关

注意事项等。然后向学生示教实验步骤，再次对重点进行讲解，

耐心回答学生的问题，以便于学生更好的掌握实验的内容和重

点。学生观察结束后，分组完成实验，并上交实验报告。 

（4）评估考核 

期末组织学生统一进行实验操作考核，包括革兰染色、分

区划线、临床模拟标本的检验等临床微生物检验常规工作的基

本操作，学生采用抽签的方式抽取考题，并完成相关操作，由

监考教师现场逐一打分。 

1.3.2 观察组学生采用同伴教学 

（1）分组 

对学生进行综合评估，合理将其分为 9 个小组，每组 5~6

人。 

（2）制作实验教学视频 

根据不同的实验内容制作教学视频，并在视频中配合文字

介绍及相应的讲解内容。视频的内容需聚焦在实验重点、难点

及易出错处[4]。 

（3）发布线上任务 

课前教师将相关实验章节的讲解视频、操作视频、课件等

上传至学习通平台，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并发布与实验相关的

问题，小组成员自主学习讨论，取长补短，找到最优答案，从

而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团队精神。 

（4）线下教学 

线下课堂中预留 20min，组织小组成员对线上的学习情况

进行如实汇报，包括归纳总结学习任务，分享学习心得等，并

提出学习过程存在的疑问，并由 1 名学生进行分享，根据学生

的汇报情况，教师引导学生进行问题讨论，并根据实验的重点、

难点等进行强化教学，以巩固、加深学生对实验内容的理解。

分享结束后，学生可根据实验内容进行分工合作，教师需在此

过程中给予学生指导和纠正，让其能够按照实验操作规范完成

实验。 

（5）实验报告 

课后小组成员需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互评，复盘实验过程，

撰写实验报告，并在规定时间内上交。 

1.4 观察指标 

1.4.1 对比两组学生的考核成绩 

分别对两组学生理论考核成绩和实验考核成绩进行比较。 

评判标准：分值 0~100 分，分数越高代表其考核成绩越好。 

1.4.2 对比两组学生的教学方式评价 

评价工具：我院自制的教学方式评价调查表。 

评判标准：包括提高自主学习能力、激发学习兴趣、提高

学习效率、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提高沟通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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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团队协作能力，分值 0~10 分，分数越高代表其对教学方式

评价越高。 

1.5 统计学 

将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学生的相关数据进行比对分析，

（%）：表示计数资料，使用c2 检验；（ sx ± ）：表示符合正态

分布的计量资料，使用 t 检验；统计学结果判定标准：P<0.05；

统计学软件为 SPSS24.0。 

2 结果 

2.1 两组学生考核成绩的比较 

观察组学生的理论考核成绩和实验考核成绩高于对照组学

生的理论考核成绩和实验考核成绩（P<0.05），如表 1 所示。 

表 1 对比两组学生的考核成绩[n ( sx ± )，分] 

组别 例数 理论考核成绩 实操考核成绩 

对照组 46 84.73±5.51 85.39±2.96 

观察组 49 96.57±2.26 93.11±3.32 

t - 13.855 11.934 

P - <0.001 <0.001 

2.2 两组学生教学方式评价的比较 

观察组学生的提高自主学习能力、激发学习兴趣、提高学

习效率、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提高沟通表达能力、提

高团队协作能力评分高于对照组学生的提高自主学习能力、激

发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提

高沟通表达能力、提高团队协作能力评分（P<0.05），如表 2 所

示。 

表 2 对比两组学生的考核成绩[n ( sx ± )，分] 

组别 
例

数 

提高自

主学习

能力 

激发学

习兴趣 

提高学

习效率 

提高分

析问题

解决问

题能力 

提高沟

通表达

能力 

提高团

队协作

能力 

对照

组 
46 

8.61±

0.13 

8.49±

0.09 

8.56±

0.06 

8.46±

0.11 

8.61±

0.13 

8.54±

0.15 

观察

组 
49 

9.23±

0.20 

9.02±

0.15 

9.04±

0.23 

9.17±

0.25 

9.23±

0.24 

9.39±

0.26 

t - 17.789 20.714 13.719 17.715 15.511 19.351 

P -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3 讨论 

同伴教学是由美国哈佛大学，著名物理学教授埃里克·马

祖尔所提出创立的一种教学模式，被广泛应用于国内外的教学

领域中[5]。同伴教学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及教师的主导作用，通

过生生互动、师生互动等方式，让学生能够更好的理解教学的

重点和难点[6]。 

临床微生物学检验是一门“厚理论、重实验”的学科，因

此需更加重视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相结合[7]。同伴教学能够将混

合式教学、CBL 教学、CBL 教学、短视频教学、实验教学等多

种教育模式的优势相结合，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充分利用

线上资源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同时

注重同伴间的交流合作，提升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从而有助

于综合能力的培养，更好走向临床[8]。本研究通过对两组学生的

考核成绩进行比较，结果显示：观察组学生的理论考核成绩和

实验考核成绩高于对照组学生的理论考核成绩和实验考核成绩

（P<0.05）说明观察组学生的教学方式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考核

成绩，反映出其教学的有效性；通过对两组学生的教学方式评

价进行比较：结果显示：观察组学生的提高自主学习能力、激

发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提

高沟通表达能力、提高团队协作能力评分高于对照组学生的提

高自主学习能力、激发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提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能力、提高沟通表达能力、提高团队协作能力评分

（P<0.05），说明观察组学生的教学方式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效率，同时能够提高学

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沟通表达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

从而对其综合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在临床微生物学检验实验教学中采用同伴教学，

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考核成绩，使教学更加有效，有助于提升

学生的综合能力，取得更为理想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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