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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评估基于问题学习(PBL)教学理念在临床输血教学中的应用。方法:研究对象为武汉大学

2011和2012级检验系30名本科生。选取2012级学生作为试验组,运用PBL教学方式;2011级学生作为对照

组,运用传统授课为基础(LBL)教学方式。其中,试验组学生17名,对照组13名。课程结束后,运用问卷调查和

理论考试相结合的方式对应用效果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试验组理论考试平均(88.6±9.8)分,对照组平均

(77.4±10.1)分。试验组相比对照组,问卷调查得到的好评率、学生考试成绩均显著增加。结论:在临床输血教

学中,PBL教学法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获得了广大师生的好评,在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热情,将基础知识用于临

床实践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值得发展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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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evaluatetheproblem-basedlearning(PBL)inclinicalbloodtransfusionteaching.
Method:Werecruited30studentsinthegrade2011andgrade2012,majoringinMedicalLaboratoryTechnologyof
WuhanUniversity.Atotalof17studentsingrade2012wereselectedastheexperimentalgroup,usingPBLteach-
ingmethod,Inaddition,those13studentsingrade2011,adoptingLBLteachingmethodasthecontrolgroup.At
theendofeachcourse,weusedthequestionnaireandtheoreticalexaminationtoevaluatethecomprehensiveresults
ofthesestudents.Result:Thetheoreticalexaminationmeanscoreoftestgroupwas(88.6±9.8),anditwas
(77.4±10.1)incontrolgroup.Thetestgrouphasahigherscoreintheoreticalexaminationandmoregoodreputa-
tioninthequestionnairethanthecontrolgroup.Conclusion:PBLteachingmethodhasachievedgoodresultsand
wonthepraiseoftheteachersandstudentsintheteachingofclinicalbloodtransfusion.Ithasremarkablemeritsin
stimulatingtheenthusiasmofstudentstolearnindependentlyandapplyingbasicknowledgetoclinicalpracticeand
deservesdevelopmentand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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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血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要求临床

输血人员具备丰富的基础知识与良好的实践技能。
长久以来,国内临床输血的教学都采用教学性的,
以授课为基础的(lecturebasedlearning,LBL)教
学模式。这种传统教学方式主角是教师,学生只是

被动学习,在培养学生灵活应用理论知识分析、解
决问题、逻辑推理、发散思维等方面存在一定劣势,
难以满足当今临床输血教学的需求〔1〕。与LBL教

学相反,基于问题学习(problem-basedlearning,
PBL)提倡自主学习。以学生为中心,以问题为导

向,学生在处理问题的同时学习知识,提升技能,实
现对知识的灵活运用〔2〕。自20世纪60年代末美

国神经病学教授Barrow创建以来,PBL得到了极

大的发展和推广,目前在全球范围内都较为流

行〔3〕。本研究拟将PBL运用到临床输血检验的教

学中,并观察其教学效果,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教材

选取“十二五”规划教材《临床输血与医学检

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第3版。
1.2 试验组

研究对象为武汉大学2011和2012级检验系

30名本科生。选取2012级17名学生作为试验组,
随机分成3个团队,采用PBL教学。教师根据教

学大纲的要求,找出各章节中学生必须掌握的知识

点,结合教学计划,整理并精心设计出相关问题,提
前一周布置给学生。在课程开始前,学生依照事先

布置的问题,了解相关知识点,并通过书本,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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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等查找相关资料,进行归纳整理,设计提纲、
准备讨论课件。每节内容,每个团队由一名学生做

中心发言,其余学生聆听并进行补充,如对他人观

点有异议可以当场提出并进行修正,也可以根据他

人的发言提出新问题。PBL教学中教师的主要作

用是通过支持,指导和监督学习过程来促进学生学

习〔3〕,而在本研究中,教师作为旁观者,主要是倾听

学生的讨论和发言,引导和提示有争议或有难点的

问题,并结合他们的表现,有针对性地提出表扬、指
出不足,做出综合评价。最后,教师根据课堂情况,
着重强调本节中重要和难以掌握的内容,进行汇总

和小结。
1.3 对照组

选取2011级13名学生,运用教师主动传授,
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LBL教学作为对照组。
1.4 效果评价

针对试验组设计调查问卷,问题围绕他们是否

乐于接受PBL教学方式、是否提高了学习兴趣、是
否提高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4〕,答案包括:
是,一般,否。课程结束后,立刻发放给学生。为了

公平,采取不记名方式,以便准确了解他们对不同

教学方法的评价。同时对所有学生进行考核,采取

相同方式,使用记忆型、理解型、综合分析型试题,
内容涵盖基础理论知识、应用能力等方面。

1.5 统计学处理

对考试成绩,使用SPSS15.0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

2 结果

2.1 试验组问卷调查

以不记名问卷形式对2012级17名学生进行

调研,问卷回收率为100%。结果表明,PBL教学

模式得到了大部分学生的好评,其主要优势依次

为:提高自主学习能力(100%)、增进同学、师生间

互动、教材资料能引导探索新知识、有助于拓宽知

识面,加强基础与临床之间的联系、提高组织、归
纳、逻辑推理、发散思维能力、提高资料查询和信息

处理能力(94.1%)、提高语言表达水平、通过PBL
方法传授的合理可行(88.2%)、课程的目标清楚、
能提高对临床输血学科的学习兴趣、提高了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82.3%)。但是有部分同学认

为会增加学生日常课程的负担(58.8%)。详见

表1。
2.2 试验组和对照组考试结果比较

根据学生理论考试成绩,统计两组的平均分,
各分数段的学生人 数、所 占 比 例。试 验 组 平 均

(88.6±9.8)分,对照组平均(77.4±10.1)分,两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2。

表1 试验组17名学生问卷调查结果 例(%)

选项 是 一般 否

你是否乐于接受PBL教学方式 15(88.2) 2(11.8) 0
是否能增进同学间、师生间互动 16(94.1) 1(5.9) 0
课程的目标是否清楚 14(82.3) 2(11.8) 1(5.9)
通过PBL方法传授的合理可行性 15(88.2) 1(5.9) 1(5.9)
教材资料是否能引导你探索新知识 16(94.1) 1(5.9) 0
是否有助于拓宽知识面,加强基础与临床之间的联系 16(94.1) 1(5.9) 0
是否能提高对临床输血学科的学习兴趣 14(82.3) 1(5.9) 2(11.8)
是否增加学生日常课程的负担 10(58.8) 4(23.5) 3(17.7)
是否能获得把学到的知识用于解决新问题的技巧 11(64.7) 4(23.5) 2(11.8)
是否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17(100.0) 0 0
是否增强合作与团队精神 13(76.4) 2(11.8) 2(11.8)
是否提高组织、归纳、逻辑推理、发散思维能力 15(88.2) 1(5.9) 1(5.9)
是否提高资料查询和信息处理能力 16(94.1) 1(5.9) 0
是否提高语言表达水平 15(88.2) 1(5.9) 1(5.9)
是否提高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14(82.3) 2(11.8) 1(5.9)
是否提高了写作水平、科研能力和综合应用能力 11(64.7) 4(23.5) 2(11.8)
对教师安排PBL整个流程是否满意 14(82.3) 2(11.8) 1(5.9)

表2 两组考试成绩分析 x -±s

分组 例数 平均分
各分数段人数/例(%)

分数≥90 80≤分数<90 70≤分数<80 60≤分数<70 分数<60
试验组 17 88.6±9.81) 4(23.5) 11(64.7) 1(5.9) 1(5.9) 0
对照组 13 77.4±10.1 2(15.4) 7(53.9) 3(23.1) 1(7.6) 0

  与对照组比较,1)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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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PBL教学方式自创建以来,在国外已经得到了

普遍的运用和发展,不仅具有成熟的经验还有深入

的研究。其首要目的是提高学习者自主学习的能

力,逻辑推理的能力以及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5〕。作为一种新型的,互动性强的教学模式,近
年来,PBL教学法也正逐渐得到国内各大高校的重

视和推广。在PBL教学中,团队中的每个成员都

有明确的角色〔6〕,教师主要是协助学生提升分析和

处理问题的能力,鼓励他们运用知识和技能来开发

可行的问题解决方案〔7-8〕。PBL鼓励学生在学习的

过程中不断探索与发现,在提升各方面能力的同

时,还可以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发散思维等〔9-10〕,
学生不再是单纯的知识接受者。在医疗领域,这些

技能是非常可取和有价值的。
近年来,输血安全成了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与此同时,输血医学教育也得到了高度的重视。时

代要求一名优秀的输血技术人才不仅要对基础知

识有深入的理解,还要有较高的综合能力和良好的

专业素养。但传统的教学模式在提高学生综合应

用理论知识,逻辑推理和灵活解决问题能力等方面

已经无法满足现代输血安全的需要,因此输血医学

的教学模式必须及时更新。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革

和发展,我国临床输血教育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

果,但仍须不断探索。在输血医学教育中运用PBL
教学方式有助于学生对概念的理解和对问题的认

识,通过让学生接触临床推理,批判性思维和自我

导向学习等技能来加深理解和巩固记忆。我们的

研究结果显示,试验组大部分学生取得了更好的学

习成绩。从学生反馈的意见来看,82.3%的学生倾

向于接受PBL,认为这种教学方式能够激发他们对

知识的渴求,提高学习技能和效果,改善他们的学

习态度,培养各方面的能力,并希望PBL教学方法

可以逐步取代传统的教学方式。因此,我们可以得

出PBL教学法在临床输血检验教学中的效率更高

的结论。
PBL使学习与技能发展相结合〔11〕,采用解决

问题的方式,利用各种资源和各种现代化科技手段

收集资料,主动学习,而不是根据教师设计的讲座

和指导,被动学习。这种变被动为主动,灵活运用

基础知识分析临床实际问题的学习方式提高了学

生的学习热情,加强了他们自主学习的能动性,改
善了他们的学习态度,拓宽了他们的知识面,更具

有创新意识。不仅如此,PBL教学还增加了互动,
学生能够自由阐述自己的观点,在讨论和聆听他人

发言的过程中还可以借鉴别人正确的观点,给单调

枯燥的临床输血检验内容增添了趣味,提高了学生

对临床输血学科的兴趣。在自主学习的过程中,学

生分析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技巧都可以得到较

大提高。由于从一开始学生就是自主学习,通过自

身努力分析并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技巧,所以对

知识有更深入的掌握。此外,PBL要求学生有意识

地在自己的学习中承担责任,因此他们会更加努力

学习,从而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案例也被称为方

案或问题,本质上是将学习目标转化为情景,并允

许学生以综合的方式学习临床,基础和行为科学概

念〔12〕。合适的案例是PBL教学成功开展的前提,
但国外的医疗资源、信息条件以及流行病类型等均

有别于国内,我们不能直接照搬国外模式。因此,
探索适合国情的临床输血检验PBL案例成为目前

亟待解决的问题。
PBL教学模式在临床输血教学中的运用,有十

分显著的优点,但作为一种尚在推广阶段的教学模

式,PBL在国内的应用还存有一些局限性。在我们

的研究中,可以发现,由于长期接受LBL教学,有
些学生依然习惯于老师讲,学生被动学的传统教学

方式,对PBL教学方式并不熟悉甚至有排斥心理。
而且58.8%的学生反映由于复杂程度较高,PBL
教学方式增加了他们的课程负担。基于这些问题,
我们提倡运用PBL教学模式前,先通过讲座及案

例展示等形式让学生提前了解PBL教学,领悟其

含义。也可以在运用传统教学模式的同时,循序渐

进地渗入PBL教学法,给学生一个缓冲的时间,让
他们能够充分适应。

总体而言,在本研究中,PBL教学法改变了传

统单调的教学模式,在《临床输血与医学检验》教学

中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获得了广大师生的好评,具
有非常积极的影响,值得发展和推广,但如何有效

克服其局限和不足,充分发挥其优势让其与传统教

学模式完美结合,还需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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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采血小板献血者血肿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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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分析单采血小板献血者血肿情况和发生原因,探讨血肿改进措施和电话再招募方式,以促进

献血者的保留。方法:通过血液管理信息系统和现场登记的献血不良反应记录单,统计分析2017年福建省血液

中心单采血小板血肿相关数据,对血肿发生后大于3个月未再次捐献单采血小板的献血者按照招募程序逐一电

话再招募。结果:8835例单采血小板献血者中,发生血肿257例(2.91%),男性初次献血者(16例)与男性重复

献血者(173例)血肿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献血者血肿后未再次捐献的比较中:男性初次献血者

(15例)与男性重复献血者(36例)比较;女性初次献血者(9例)与女性重复献血者(26例)比较;男性重复献血者

(36例)与女性重复献血者(26例)比较,3组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257例血肿主要原因按比例依

次是采血人员采血技术欠佳113例(43.97%)、献血者血管条件欠佳57例(22.18%)、捐献过程手臂移动56例

(21.79%);单采血小板血肿后未再次捐献的献血者电话再招募成功率为55.81%(48/86)。结论:单采血小板血

肿发生后对初次献血者和女性献血者献血意愿影响较大。针对血肿原因,提高工作人员穿刺技术,捐献过程中人

性化的服务可减少血肿的发生。对单采血小板血肿后未再次捐献的献血者进行电话再招募,简便、易行、成功率

高,有助于献血者的回召和保留。
[关键词] 单采血小板;血肿;分析;电话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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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analyzecircumstancesandthecauseofhematomainplateletpheresisdonors,discus-
siononimprovementmeasuresandtelephonere-recruitmenttopromotetheretentionofthelostblooddonors.
Method:AccordingtothedatainthebloodmanagementinformationsystemandtherecordofComplicationRelated
toBloodDonation,thedatarelatedtohematomainplateletpheresisdonorsinFujianBloodCenterin2017were
counted.Inaccordancewithrecruitmentprocedures,thedonorswhodidn'tdonatedapheresisplatelets3monthsaf-
terhematomawererecruitedagainbytelephone.Result:Atotalof2.91%(n=257)hematomawasrecordedin
8835plateletpheresisdonors.Therewasstatisticaldifferenceinhematomabetweenmalefirst-timedonors(16ca-
ses)andmalerepeateddonors(173cases)(P<0.05),Therewerestaticallysignificantdifferencesinthenumberof
donorswhodidn'tdonateagainafter3monthsofhematomainthefollowingthreegroups:malefirst-timedonors
(15cases)andmalerepeateddonors(36cases)(P<0.01),femalefirst-timedonors(9cases)andfemalerepe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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