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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病学教学实践中临床思维能力的培养
李庆生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内科，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２２）

摘要：血液病学是一门专科性很强的临床课程，培养正确的临床思维能力是血液内科临床教学中的重要内容。通过血液病学

课程教学实践发现：提高课堂教学效果，重视临床实习带教，利用模拟技术，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的临床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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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思维是临床医师在诊治疾病过程中，对疾
病现象进行调查、分析、综合、判断、推理的能力。

针对血液内科的专业特点，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培养

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使他们对一些血液内科常见

疾病具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以后进入

临床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１］。

　　课堂教学是奠定坚实的血液病学医学理论的
基础；而临床实践主要来自临床实习带教以及医学

模拟教学。下面从血液病学课程的教学实际出发，

来阐述血液内科临床思维能力的培养。

１　血液内科学课堂临床思维的培养
　　扎实的血液病学理论知识是正确临床思维的
基础。课堂教学时，许多学生感到血液内科的一些

概念和理论比较抽象和枯燥，直观性差，在学习中

产生畏难情绪，因此选择灵活多样的课堂教学方式

是学习理论知识的关键［２］。

１．１　改变传统教学，推进教学方法改革　在血液
内科理论教学过程中灵活采取教学方式，方能调动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高学习效率［３］。临床疾病多

具有代表性，而临床思维的培养就是在客观的规律

引导下进行某个特定病例的研究，所以教学中从临

床病案切入，组织教学，由一般到特殊，可以加深学

生理论知识的记忆及理解。课堂上教师讲理论知

识时，可以用讲故事的方式讲解某些典型病案，调

节课堂气氛，激发学生兴趣。例如在学习再生障碍

性贫血时，先讲解理论知识，然后结合几个临床典

型案例，带领学生对贫血个案进行鉴别和诊断。展

示临床诊断过程：（１）患者贫血的诱因什么？是药
物因素、电离辐射还是病毒感染；（２）患者发病多长
时间？是急性发作还是缓慢发生；（３）患者是否可
能存在脾功能亢进、风湿免疫性疾病？有无四肢关

节疼痛，肝脾淋巴结肿大，脱发，面部皮肤改变；（４）
患者实验室检查血常规和骨髓象的特点。经过对

个案由浅入深地分析，学生很自然地掌握了再生障

碍性贫血的诊断与鉴别诊断。

　　正确的临床思维能够使患者获得及时的、无误
的诊治，而错误的或不恰当的临床思维则会导致患

者诊治上的偏差。对临床中的稍复杂病例，可以先

给出病案，组织学生课下讨论，然后课堂进行分析

综合，抽象概括，推理判断。既激发学生主动学习

知识的兴趣，又有助于学生在分析和讨论中独立思

考，心理素质的提高，形成正确的临床思维 。

１．２　恰当教学设计，展示临床逻辑思维　临床思
维的形成，与临床疾病的诊治过程是一致的，所以

在血液病学理论教学中，针对具体的教学内容，进

行恰当的教学设计，对某一疾病展示疾病诊断、观

察、治疗的全过程。如对急性白血病部分的内容进

行如下的教学设计，先讲述患者临床表现，是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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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血、出血、感染、浸润四大症状，是否有家族史和

职业史，根据病史调查，在脑海里形成对急性白血

病诊断的初步假设；接着在病史指导下进行体格检

查，重点主要是肝脾、淋巴结肿大的触诊，是否有淋

巴结肿大、胸骨压痛；然后选择性给出的重点检查

项目，如血象、骨髓象等，在获得结果后进行综合分

析，对初步诊断急性白血病诊断进一步验证；确立

更符合实际的诊断，最后给出治疗方案。每一例患

者的诊疗过程都是一次独特的逻辑思维过程。整

个过程，学生如亲历其中，自然而然建立起一种规

范性的临床思维模式。

１．３　更新知识，发展创新性临床思维　医生的理
论知识需要及时地更新，实践的方法需要相应地变

更。在对旧方案的改进与思考中，发展学生创新性

临床思维。血液病在诊断治疗过程中与免疫学、病

理学、分子生物学等学科紧密相关。随着分子免疫

学、分子生物学、分子遗传学等学科的快速发展，血

液病临床出现了许多新型药物和治疗手段。教师

在课堂教学中适时地补充一些学科新发展和治疗

技术的新进展，使学生了解血液病相关诊疗的新技

术，新理论、新方案，如白血病的 ＭＩＣＭ分型、分子
靶向治疗药物的应用、细胞治疗等。在讲解慢性粒

细胞白血病时，教师可提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发

病机制和治疗方案哪些与基因和染色体改变有关

等问题，这样可让学生积极进行联想和思考，查找

资料，寻求答案，产生主动学习的兴趣，提高学生的

“创新性临床思维”。

２　临床实习带教中临床思维的培养
　　没有临床实践就没有临床思维的产生。临床
实习就是将医学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过

程，也是培养学生在血液内科学方面的临床思维形

成的关键。因此在实习过程中需采用多种措施，培

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

２．１　理论联系实践，充分发挥实习的作用　临床
实习是学生临床实践的第一步，是学生巩固理论知

识，培养正确的临床思维的重要环节。在实习过程

中，应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将学到的理论知

识运用到实践中去，进一步巩固和体会血液内科理

论知识［４］。教师在临床带教中，边演示、边讲解、边

考查学生的理论知识，使学生了解血液内科常见

病、多发病，增加学生对血液病的感性认识。实习

带教时，让学生接触患者，征得患者或家属同意，向

患者及其家属详细询问病史，对患者进行体格检

查，掌握常见血液病的阳性体征和辅助检查结果，

随后让学生结合所学的理论知识阐述自己的诊治

原则，然后进行点拨，启发。从而增强学生临床思

维的准确性、敏锐性。

２．２　运用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法（ＰＢＬ），提高临
床思维能力　ＰＢＬ是临床医学教学中以病例为先
导，以问题为基础，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导向的

启发式教育方式。在临床实习带教过程中，可以成

立学习小组，以问题为起点，以学生为中心。让学

生担负起学习的主体，讨论如何解决问题方法。这

样有利于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临

床思维能力［５］。例如：急性白血病是血液病学的重

点内容，教师先让学生接触几个常见典型急性白血

病患者；然后向学生提问，不同类型急性白血病临

床表现有哪些，比如 Ｍ３的出血倾向如何，Ｍ４、Ｍ５
的器官、组织浸润表现；再让学生结合具体病例进

行讨论，对各种病例进行 ＭＩＣＭ分型诊断并给出治
疗方案，最后教师总结。通过 ＰＢＬ教学，学生对具
体的疾病和患者的诊治原则思考得更深刻，为今后

临床工作的开展打下良好基础。

３　利用模拟技术，强化临床思维形成
　　近年来，在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医学人才培
养要求的逐步提高的同时，患者的自我保护意识也日

益增强，医患关系愈加紧张，利用患者进行医学实践

技能操作变得越来越困难。这使得医学模拟技术成

为临床实践教学中重要的手段［６］。在理论课学习期

间，学生可利用临床实践综合技能试题库进行临床知

识实训，巩固知识。在进入临床实习前，安排学生先

进行一系列的模拟操作训练，利用模拟病例反复进行

临床实训，包括患者的病史采集、体格检查、辅助检查

的分析判断以及诊疗技术的操作，还可以利用综合模

拟患者、医学模拟人等进行临床思维能力训练。模拟

过程中无创伤、可重复、时间上方便可调节，并可培养

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

参考文献

［１］　赵卫华．提高医学生血液病诊治临床思维能力措施探讨［Ｊ］．

内科，２０１６，１１（３）：４６３４６４．

［２］　陶丽菊．浅谈提高血液病课堂教学效果的几点体会［Ｊ］．右江

医学，２０１１，３９（５）：６５５６５６．

［３］　岳麓旭．启发式教学法在临床医学课堂的应用［Ｊ］．生物技术

世界，２０１６（２）：２１８．

［４］　侯军，施菊妹，艾工文．血液科教学中如何培养医学生的临床

能力［Ｊ］．西北医学教育，２０１１，１９（５）：１０６０１０６１．

［５］　张贤生，高晶晶，杨佳佳，等．ＰＢＬ教学方法在泌尿外科临床教

学中的应用［Ｊ］．安徽医药，２０１３，１７（９）：１６３７１６３８．

［６］　蒲丹，韩英，周舟，等．医学模拟教学在临床技能培训中的作用

与探讨［Ｊ］．四川医学，２０１５（２）：１４６１４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５１６，修回日期：２０１７０７０１）

·４４９１· 安 徽 医 药　Ａｎｈｕｉ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７Ｏｃｔ，２１（１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