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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以分析异常结果报告单为主线的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Case-Based Learning, CBL) + 以问题

为导向的教学(Problem-Based Learning, PBL)在检验科实习生教学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人民医院2023年1月~2024年12月检验科82名实习生，依据不同教学模式分为2组。A组(41名，

2023年1月~2023年12月)采用传统教学模式，B组(41名，2024年1月~2024年12月)采用以分析异常结

果报告单为主线CBL+PBL教学模式，比较2组实习生的考核成绩(理论知识、操作技能)、临床思维(异常

结果溯源、多维度诊断整合、逻辑推理、批判性思维)、岗位胜任力(临床决策、沟通协调、报告解读、问

题解决)、教学满意度(课程实用性、教学互动性、知识获取率、模式认可度)。结果：B组理论知识、操

作技能考核成绩(87.29 ± 4.08分、86.92 ± 5.13分)高于A组(80.41 ± 5.36分、78.05 ± 6.21分)，t = 6.540、
7.051，P = 0.000、0.000。B组异常结果溯源、多维度诊断整合、逻辑推理、批判性思维评分高于A组，

P均 < 0.001。B组临床决策、沟通协调、报告解读、问题解决评分高于A组，P均 < 0.001。B组课程实

用性、教学互动性、知识获取率、模式认可度评分高于A组，P均 < 0.001。结论：将以分析异常结果报

告单为主线的CBL + PBL应用于检验科教学，不仅能提升实习生的考核成绩与教学满意度，还能增强其

临床思维和岗位胜任力，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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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case-based learning (CBL) and problem-based learn-
ing (PBL) with the analysis of abnormal result report forms as the main line in the teaching of la-
boratory interns. Method: 82 interns from the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Xinjiang Uygur Autono-
mous Region People’s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23 to December 2024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ased on different teaching modes. Group A (41 participants, January 2023 to De-
cember 2023) adopts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while Group B (41 participants, January 2024 to 
December 2024) adopts CBL + PBL teaching mode with analyzing abnormal result reports as the 
main line. The assessment scores (theoretical knowledge, operational skills), clinical thinking (ab-
normal result tracing, multidimensional diagnostic integration, logical reasoning, critical thinking), 
job competence (clinical decision-making,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report interpretation, 
problem solving), and teaching satisfaction (course practicality, teaching interactivity, knowledge 
acquisition rate, mode recognition) of the two groups of interns are compared. Result: The theoret-
ical knowledge and operational skills assessment scores of Group B (87.29 ± 4.08 points, 86.92 ± 
5.13 point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Group A (80.41 ± 5.36 points, 78.05 ± 6.21 points), t = 6.540, 
7.051, P = 0.000, 0.000. The B group had higher scores in tracing abnormal results, multidimen-
sional diagnostic integration, logical reasoning, and critical thinking than the A group, all P < 0.001. 
The clinical decision-making,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report interpretation, and prob-
lem-solving scores of Group B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Group A, all P < 0.001. The practicality, 
teaching interactivity, knowledge acquisition rate, and mode recognition scores of Group B course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Group A, all P < 0.001.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CBL+PBL, which 
focuses on analyzing abnormal result reports, in laboratory teaching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as-
sessment scores and teaching satisfaction of interns, but also enhance their clinical thinking and job 
competence, which can be prom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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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检验医学作为临床诊疗重要支撑学科，其结果的准确性与解读能力直接影响临床诊疗决策[1] [2]。传

统教学多集中于仪器操作流程、常规检测项目的标准化执行及结果判读，对异常检测结果的分析能力、

临床思维的培养以及多学科协作意识的引导存在不足[3] [4]。尤其在面对复杂病例或非典型检测结果时，

实习生常表现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局限，难以将实验室数据与临床实际紧密结合，甚至可能

因误判异常结果而引发潜在医疗风险[5] [6]。异常结果报告单为连接实验室与临床的重要纽带，蕴含丰富

教学资源[7]。近年来，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Case-Based Learning, CBL)与以问题为导向的教学(Problem-
Based Learning, PBL)在医学教育领域逐渐受到重视[8]。CBL 通过真实临床案例的导入，可帮助实习生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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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理论与实践的联系[9]；PBL 则通过问题驱动的自主学习，能培养实习生批判性思维与问题解决能力[10]。
CBL + PBL 混合模式，能够有效弥补传统教学的短板。国内重庆医科大学、国外部分医学院的实践表明，

该模式通过真实案例和问题引导，能有效提升学生临床思维和理论应用能力，在小组协作中锻炼沟通与

批判性思维[11]-[13]。但在推广过程中，该教学模式仍然面临着教师专业素养不足、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薄

弱、教学资源短缺等挑战。教师需兼具深厚专业知识与课堂引导能力，而学生因长期接受传统教学，难

以快速适应新模式。同时，优质案例收集和教学设施配备也亟待加强。该文选取检验科 82 名实习生进行

分组研究，探讨以分析异常结果报告单为主线的 CBL + PBL 应用和效果。现报道如下。 

2. 资料与方法 

2.1. 一般资料 

选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2023 年 1 月~2024 年 12 月肾内科 82 名实习生，依据不同教学模式

分为两组：A 组(41 名，2023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B 组(41 名，2024 年 1 月~2024 年 12 月)。A 组：

男 18 名，女 23 名；年龄 20~25 岁，平均(21.75 ± 1.43)岁。B 组：男 19 名，女 22 名；年龄 21~26 岁，平

均(22.38 ± 1.26)岁。两组一般资料比较，P > 0.05。 

2.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 医学检验或相关专业学生，具备基础医学知识和检验技能；(2) 处于临床实习期；(3) 
积极参与教学活动。 

排除标准：(1) 患有严重疾病或传染病；(2) 存在严重的心理问题；(3) 工作态度消极、不遵守规章

制度。 

2.3. 方法 

A 组：采用传统教学模式。根据检验科教学大纲与权威教材，系统编制教学材料，包括标准化教案、

理论讲解 PPT、实验操作指南等。要求实习生预习理论知识，包括检验项目原理、正常值范围及基础操

作要点，通过教材或电子资源完成预习笔记。采用课堂讲授结合板书/PPT 演示，系统讲解检验项目方法

学原理、仪器工作原理、结果解读规则。教师进行实验操作演示，展示仪器正确使用方法、数据分析和

报告撰写。教师巡视指导，及时纠正操作错误。课后要求实习生复习巩固所学知识，完成教师布置的作

业和练习题。 
B 组：采用以分析异常结果报告单为主线 CBL+PBL 教学模式。(1) 教学准备阶段：① 案例库构建：

根据教学大纲与临床实际，筛选典型异常结果案例，涵盖检验前、中、后全流程干扰因素。设计递进式

问题链，例如：一级问题：“该异常结果是否符合患者临床表现？”；二级问题：“如何排除标本采集或

运输环节的干扰？”；三级问题：“需追加哪些检测以验证结果可靠性？”。② 资源整合：编制配套资

料包，标注关键矛盾点。利用虚拟仿真平台，预置危机场景。③ 分组与预习：实习生按 6~8 人/组，提前

72 小时发布案例资料与预习任务。要求完成预习检验项目原理及干扰因素，初步标注报告单中的异常值

与潜在矛盾点。(2) 教学实施流程：① 案例引入与问题锚定：教师通过多媒体呈现异常报告单，模拟真

实临床场景。提供患者基础信息，设置认知冲突。发布核心问题清单，例如：技术层面：“仪器质控数据

是否提示系统性误差？”；临床层面：“结果与影像学检查是否存在逻辑矛盾？”。② 多维探究与协作

学习：实习生分组检索资源：检验前环节：查阅标本采集指南，分析抗凝剂使用是否规范；检验中环节：

调取质控日志与仪器报警记录，验证检测系统稳定性；检验后环节：比对历史检测数据，识别生理波动

或病理趋势。使用思维导图工具梳理“技术误差–生理变异–疾病机制”的鉴别路径。小组结构化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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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分工：组长(协调讨论)、记录员(整理证据)、汇报员(提炼结论)；讨论焦点：异常结果的优先级排序，

制定追加检测方案。(3) 教师引导与深度思辨：当小组陷入“技术性归因陷阱”时，教师通过反问引导拓

宽分析维度。针对共性问题，进行 10 分钟微型讲座。(4) 成果汇报与交叉质疑：每组限时 10 分钟，内容

包含异常结果溯源路径、鉴别诊断逻辑树、临床沟通建议。其他小组针对汇报漏洞提问，汇报组需即时

回应，教师记录争议焦点。(5) 系统总结与能力迁移：教师整合各组结论，绘制异常结果分析通用框架：

技术验证、临床关联、追加检测、沟通反馈。(6) 实战考核与迭代优化：设置高仿真场景，要求独立完成

仪器故障排除、危机值报告流程、临床建议书撰写。实习生填写量化问卷，评估案例真实性、讨论深度、

教师引导有效性；教师通过考核表现分析教学盲区，动态更新案例库。 

2.4. 观察指标 

(1) 考核成绩：理论知识通过闭卷考试，涵盖检验项目原理、正常值范围、异常值临床意义等，操作

技能采用实操考核，包括仪器使用、数据分析、报告撰写等，均采用百分制。 
(2) 临床思维：通过案例分析，从异常结果溯源、多维度诊断整合、逻辑推理、批判性思维进行评估，

每项总分 20 分，分值越高临床思维能力越强。 
(3) 岗位胜任力：采用模拟临床场景，从临床决策、沟通协调、报告解读、问题解决进行评估，各项

总分 30 分，评分越高胜任力越佳。 
(4) 教学满意度：使用问卷调查，从课程实用性、教学互动性、知识获取率、模式认可度进行评估，

每项总分 40 分，分数越高满意度越高。 

2.5.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5.0 软件，考核成绩、临床思维、岗位胜任力、教学满意度作为计量资料，均符合正态分

布，以( x s± )表示，采用 t 检验。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1. 考核成绩比较 

B 组理论知识、操作技能考核成绩高于 A 组，P 均 < 0.05。见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of assessment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 x s± , points) 
表 1. 两组考核成绩比较( x s± ，分) 

组别 人数 理论知识 操作技能 

A 组 41 80.41 ± 5.36 78.05 ± 6.21 

B 组 41 87.29 ± 4.08 86.92 ± 5.13 

t 值 - 6.540 7.051 

P 值 - 0.000 0.000 

3.2. 临床思维比较 

B 组异常结果溯源、多维度诊断整合、逻辑推理、批判性思维评分高于 A 组，P 均 < 0.001。见表 2。 

3.3. 岗位胜任力比较 

B 组临床决策、沟通协调、报告解读、问题解决评分高于 A 组，P 均 < 0.001。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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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教学满意度比较 

B 组课程实用性、教学互动性、知识获取率、模式认可度评分高于 A 组，P 均 < 0.001。见表 4。 
 

Table 2. Comparison of clinical thinking between the two groups ( x s± , points) 
表 2. 两组临床思维比较( x s± ，分) 

组别 人数 异常结果溯源 多维度诊断整合 逻辑推理 批判性思维 

A 组 41 12.58 ± 2.43 11.43 ± 3.09 12.06 ± 2.81 13.21 ± 1.97 

B 组 41 15.71 ± 2.06 14.87 ± 2.35 16.29 ± 2.48 16.03 ± 1.72 

t 值 - 6.291 5.674 7.227 6.905 

P 值 - <0.001 <0.001 <0.001 <0.001 

 
Table 3. Comparison of Job competenc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 x s± , points) 
表 3. 两组岗位胜任力比较( x s± ，分) 

组别 人数 临床决策 沟通协调 报告解读 问题解决 

A 组 41 20.58 ± 3.26 21.43 ± 2.89 19.85 ± 3.41 18.96 ± 4.03 

B 组 41 24.91 ± 2.37 25.06 ± 2.15 24.83 ± 2.69 23.79 ± 3.23 

t 值 - 6.879 6.453 7.342 5.988 

P 值 - <0.001 <0.001 <0.001 <0.001 

 
Table 4. Comparison of teaching satisfa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 x s± , points) 
表 4. 两组教学满意度比较( x s± ，分) 

组别 人数 课程实用性 教学互动性 知识获取率 模式认可度 

A 组 41 29.58 ± 3.76 30.73 ± 2.89 28.91 ± 4.12 26.45 ± 3.51 

B 组 41 34.65 ± 2.93 35.17 ± 3.26 33.96 ± 3.78 31.73 ± 2.85 

t 值 - 6.810 6.526 5.783 7.478 

P 值 - <0.001 <0.001 <0.001 <0.001 

3.5. 效应量分析 

在理论知识考核成绩方面，经计算，Cohen’s d 值为 1.29，根据 Cohen 提出的标准，该效应量属于较

大水平(d > 0.8 为大效应量)，表明 B 组与 A 组在理论知识掌握上存在较大差异，即 CBL + PBL 教学模式

对提升实习生理论知识效果显著。 
在操作技能考核成绩上，Cohen’s d 值为 1.38，同样呈现出较大效应量，说明 CBL + PBL 教学模式在

提升实习生操作技能方面效果突出，能切实帮助实习生更好地掌握检验仪器操作、数据分析及报告撰写

等实际技能。 

4. 讨论 

实践教学是培养高素质医学人才的核心环节。对检验科实习生而言，面对复杂多变的临床样本与精

密检验技术，如何将理论知识转化为临床实践能力，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成为检验医学教育领域

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14] [15]。传统“示教–模仿”模式虽能培养操作规范性，却难以激发实习生对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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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的溯源意识与多维度分析能力，导致其在真实临床场景易出现机械执行流程、忽略潜在干扰因素等

问题[16] [17]。因此，构建能够激发学习内驱力、培养临床决策能力的新型教学模式势在必行，对提升检

验医学的临床支持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异常结果报告单作为检验与临床沟通的核心纽带，既是病理信息的载体，更蕴含多重教学价值。CBL

与 PBL 的融合为检验教学开辟新路径：CBL 通过真实案例构建情境，引导实习生掌握检验项目选择逻

辑、结果解读要点及质控关键[18] [19]；PBL 以异常结果为问题锚点，驱动批判性思维，构建“现象–干

扰–本质”分析路径。二者结合既保留临床情境的真实性，又强化问题解决能力的系统性培养[20] [21]。
以异常报告为切入点，可多维度提升实习生素养：通过创设矛盾情境，能深化检验项目的临床价值认知；

设计阶梯式问题链，能整合方法学原理、疾病机制与诊疗规范；模拟临床会诊场景，要求实习生基于循

证证据与标准化沟通模板，可完成从技术溯源到临床决策的闭环训练。该教学模式能推动实习生从“数

据生产者”向“诊断协作者”转型，为检验医学人才培养提供创新范式。 
研究结果显示，B 组理论知识、操作技能考核成绩高于 A 组，提示观察组教学模式能更有效地提升

实习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其原因在于该模式强调实践性和主体性，通过真实案例引导实习生主动学习，

从而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并提高操作技能。CBL 通过引入真实的异常结果案例，为实习生构建了具体

的临床情境，使抽象的检验理论知识与实际临床应用紧密相连。实习生在分析案例过程中，主动检索资

源，深入理解检验项目原理、干扰因素以及结果解读要点，从而加深了对理论知识的记忆与理解，这直

接反映在理论知识考核成绩的提升上。同时，在解决案例中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实习生不断进行操作实

践，如仪器故障排除、危机值报告流程演练等，促使其操作技能得到反复锻炼与强化，进而在操作技能

考核中取得更好成绩。 
B 组异常结果溯源、多维度诊断整合、逻辑推理、批判性思维评分高于 A 组，提示观察组教学模式

能增强实习生的临床思维能力。归因于该模式通过案例分析促进实习生主动思考，锻炼其问题解决和批

判性思维能力。在临床思维培养方面，PBL 以异常结果为问题出发点，设计递进式问题链，引导实习生

进行深入思考。从一级问题“该异常结果是否符合患者临床表现？”到三级问题“需追加哪些检测以验

证结果可靠性？”，逐步引导实习生从不同层面分析问题，构建“技术误差-生理变异-疾病机制”的鉴别

路径，锻炼了实习生的异常结果溯源、多维度诊断整合、逻辑推理以及批判性思维能力。 
B 组临床决策、沟通协调、报告解读、问题解决评分高于 A 组，提示观察组教学模式能提升实习生

的岗位胜任力。CBL + PBL 教学模式模拟真实临床场景，让实习生在案例分析与讨论中，锻炼临床决策

能力，学会根据检验结果结合患者临床信息做出合理判断。同时，小组协作学习模式要求实习生进行沟

通协调，共同解决问题，这大大提升了他们的沟通协调能力。在成果汇报与交叉质疑环节，实习生需要

清晰解读报告内容，并回应其他小组的提问，进一步强化了报告解读能力。此外，整个教学过程中不断

出现的问题促使实习生持续思考解决方案，有效提升了问题解决能力，使实习生能够更好地适应未来实

际工作岗位的需求。 
B 组课程实用性、教学互动性、知识获取率、模式认可度评分高于 A 组，提示观察组教学模式更受

实习生欢迎。CBL + PBL 教学模式以案例为基础，增强了课程的实用性，使实习生切实感受到所学知识

与临床实际紧密相关，提高了课程实用性评分。教学过程中的小组讨论、教师引导以及成果汇报等互动

环节，充分调动了实习生的学习积极性，增强了教学互动性。实习生在主动学习、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更高效地获取知识，提高了知识获取率。而这种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实践与能力培养的教学模式，也得

到了实习生的高度认可，提升了模式认可度评分。 
综上所述，将以分析异常结果报告单为主线的 CBL + PBL 应用于检验科教学，不仅能提升实习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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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成绩与教学满意度，还能增强其临床思维和岗位胜任力，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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