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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职业教育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有效的提高学

生的专业技能，而越来越多的高职院校以开展技能大赛的方式

来激励学生自主创新的能力，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水平，从而

提高教学质量，推动教学改革，促进师生交流，为培养专业技能

型人才打好坚实的基础。技能大赛对高职院校的教学和人才

培养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开展技能大赛，不但可以展示高职

院校对人才培养的水平，而且有助于从中找出专业存在的不

足，对培养技能型人才有着重要的意义。

１　以技能大赛为依托，促使人才成长氛围的形成

近年来，职业技能大赛越来越受到高职院校的欢迎，各大

高职院校纷纷开展不同专业技能大赛，以此促进专业技能型人

才的培养。为了营造一个适于学生积极主动学习专业技能的

氛围，激发学习兴趣，提高实践能力，深化教学改革，提升教学

质量，本院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相继开展了多场丰富多彩的技能

大赛。本院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组织的竞赛主要有以下３个

层面。

１．１　实现“人人参与”的团队竞赛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我国

职业教育沿袭了学科教育在培养人才方面的弊端，即过于强调

个人能力的突出，而忽视了培养学生团队合作的意识。虽然该

教育模式下的职业教育在理论教学方面有比较完善的评价体

系，但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不足，忽视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团

队合作的能力。

为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团队协作能力，达到人才培养的

目标，本院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学生在进校的第２学期举办了

“ＤＮＡ双螺旋结构模型制作”技能大赛，竞赛项目以团体赛出

现，采取自由组团（４～６人为１组），小组成员从生活中收集各

种材料，共同完成ＤＮＡ双螺旋结构模型的制作。２０１３年春季

学期，赛前通过大力宣传，吸引了众多２０１２级检验专业的同学

踊跃参赛，所有参赛学生共组成１４个团队，在规定的一周时间

内顺利完成各自作品。然后由生物化学教研室教师组成的裁

判组根据学生作品现场展示及ＰＰＴ汇报情况，综合给出各参

赛团队成绩。赛后经统计分析，在大赛中最终获胜的选手除了

具有创新思维外，往往都具备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组织分工

明确，赛场应变能力强。本次大赛从原材料的选择，碱基、磷

酸、五碳糖不同形状的展示，碱基、磷酸、五碳糖内外连接顺序

的体现等等都充分展示了团队里每个成员的聪明才智，同学之

间互相取长补短，团队成员间的分工、协调、合作直接关系到比

赛的结果。开展技能大赛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也

有助于提高实践操作能力，也有利于培养学生团作合作的

意识。

１．２　实现“好中选优”的个人竞赛　高职生的综合素质良莠不

齐，基础知识较为薄弱，这是普遍共识，但他们具有强烈的求知

欲望和勤于动手操作的特点，由于参加技能大赛要经过层层选

拔，这对每个同学都是一个机会，在整个班级甚至整个年级都

会形成一股以赛促学的学习高潮，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如

本院２０１１级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在第３学期开展的“细菌革兰

染色与镜检技术”“血清葡萄糖测定”两个项目的技能大赛，为

使大赛操作达到规范、美观，相关专业教师与临床一线的专家

共同商讨这两项技能大赛的考核标准，设计规范了每个操作环

节的每一个动作。赛前首先组织教师和临床一线的专家对

２０１１级医学检验两个班所有同学（９０人）进行了两次规范化的

强化训练，本次比赛共有７５名同学报名参加，参赛选手在规定

时间内进行血糖测定、细菌革兰染色与镜检技术操作，通过评

委对每位参赛选手两项技能考核的综合考核及评分，选出参赛

选手的前３２名同学进入决赛，聘请医学检验专业的行业专家

为裁判员。经过初赛、决赛的激烈角逐，最终评出一等奖４名

同学，二等奖６名同学，三等奖１０名同学。在整个比赛过程

中，形成了你追我赶的学习氛围，真正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教学

理念。

技能大赛中的每个项目都是教师和行业专家研究后开发

的，通过项目导入、任务驱动，让学生“在学中做、在做中学”，从

而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学习兴趣［１］。学生在训练中不仅

理论知识得到巩固，而且技能也得到提高。另外，通过平时大

量的竞赛强化训练，逐渐消除学生心中的恐惧，培养了学生的

抗压能力，提高了学生的心理素质。所以随着一系列的医学检

验技能大赛的进行，学生的综合素质、就业能力不断得到提高。

１．３　实现“能力升华”的知识竞赛　创新教育是人才培养的一

个重要体现，是职业教育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为实现

这一目标，本院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在学生实习返校后，自由组

合，每组３～５人，就某个主题进行综述，内容可以由教师指定

如分子诊断的相关技术、血栓性疾病进展、流式细胞仪在血液

中的运用、检验医学进展等等，也可以由学生围绕专业知识自

由选题，做成ＰＰＴ汇报，答辩小组老师根据学生汇报内容提出

相关问题，综合评定后给出答辩成绩，作为评定优秀毕业生的

重要依据。学生通过这样的知识竞赛，不仅能加强学生综合运

用多学科知识的能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培养了创新思维能力，也开始了实践创新

的探索。开展技能大赛有利于拓宽学生的视野，丰富学生的专

业知识，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由此可见，在本院医学检验专业的教学过程中，技能大赛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但巩固了学生的专业知识，锻炼了实际

操作能力，同时激发了学生自主创新的能力和团队协作意

识［２３］。以赛促学，以赛促改，在校内形成人人争先的良好的学

习环境。

２　以技能大赛为交流平台，促进校企合作
［４］

职业院校的技能大赛不仅是学生展现自我的舞台，也是学

校促进交流的平台，更是推动校企合作的机遇。高职院校开展

技能大赛应以参赛项目为突破点，促进学校通过与行业一线专

家密切合作，通过合理设置大赛项目，共同设计，有效引导，有

效的交流互动。通过校区合作，将行业优秀文化引入校园，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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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置身于职场氛围中，培养实践动手能力和专业技术应用能

力，同时也养成良好的职业意识、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另外，

学校的专业老师开阔了视野，提高了理论和技能水平，掌握行

业最新动态、新技术、新方法，并能够及时应用于专业教学中，

为学院专业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因此应更好的利用技能大赛这个平台，深化教育教学改

革。本院通过把行业一线的专家“请进来”、把学生、老师“送出

去”等方式实现校院合作的深度融合，如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实

行“双师制”，即把临床检验技术人员“请进来”与教师共同承担

教学尤其是实践教学的任务；在学生进校的第４学期实行上午

半天到医院见习的制度，把学生、老师“送出去”，使学生、老师

置身于真实的职场氛围中，培养实践动手能力和专业技术应用

能力。从而切实加强和行业的联系，建立紧密型的校院合作

关系。

３　以技能大赛为基础，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实践能力的培养和就业导向是开展技能大赛的目的之一。

参赛选手不仅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还要有较强的综合实践能

力，还要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有的学生适应能力差，动手能

力差，缺乏创新能力。以大赛为引领，本院医学检验技术专业

创建了“１．５＋０．５＋１”人才培养模式，即学生前３学期在校内

完成人文社科模块、专业基础模块和部分专项技能模块的学

习，间断安排学生进入医院、社区见习，进行职业引导，让他们

早期接触临床，熟悉检验工作过程，培养学生的专业意识，较早

体验专业岗位角色，感知职场氛围，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

实践操作能力。第４学期部分专业核心课程在学校和医院交

替进行，第５、６学期在医院顶岗实习。实现课程与岗位结合、

学业与职业融合，使学生“学习在未来岗位上，工作于学习环境

中”。在顺利完成人文社科模块的学习后，全面掌握专业基础、

专项技能、拓展技能、顶岗实习的学习的同时，将教育教学与实

践紧密结合起来。根据技能大赛的要求，制定本专业的实训教

学体系，融传授知识、技能训练和素质提高于一体，把行业职业

资格对人才的要求渗透到人才培养方案中，使得人才培养方案

具有较高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４　以技能大赛为驱动力，引领课程新建设

高职院校要注重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的锻炼和提高，以提

高学生的岗位技能为宗旨。只有在这种教学模式下，才能够全

面地培养学生的专业岗位技能和职业素养，实现毕业生在短时

间内适应行业环境，与工作岗位零距离对接，同时也反映了高

职教育的发展方向［５］。目前高职院校普遍存在的问题为课程

目标的定位缺乏职业性；课程内容缺乏实用性；课程设计结构

缺乏合理性等。

技能大赛为职业院校更多地了解和接触行业提供了平台，

在大赛的准备和参与过程中，职业院校可以对职业需求、岗位

需求等更加深入的了解，从而设计出更为科学合理的课程。高

职院校应将课程改革，教学改革与技能大赛结合起来，按照职

业活动的程序、内容和规范实施教学，起到示范教学的作用。

通过汲取技能大赛的内容和标准对原有课程进行改革，提炼并

转变为项目化教学，建立以任务项目为主要教学形式的课程。

本院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教学团队以技能大赛为驱动力，

结合本专业的特点和高职教学的具体要求，对部分专业的核心

课程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如生化检验、微生物检验、免疫学检验

等。以职业标准为依据，按照工作过程系统化重构课程体系，

以任务为引领，以项目为载体，按模块重新设计课程；根据每门

课程的特征制订符合实际要求的课程标准和教学方案，全面推

进任务驱动式项目化教学，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５　以技能大赛为依托，促进双师队伍建设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知识掌握的在扎实，如

果脱离了实践也是毫无意义可言的。目前我国众多高职院校

都是由原来的中专直接升级产生的，普遍重视理论教学，忽视

实践的重要性。此外，各所高职院校频频扩大招生数，但却没

有足够的师资力量，许多刚刚上岗的年轻教师缺乏实践经验，

对医疗行业一线的新技术、新方法不了解，实践操作能力差，这

也严重影响了教学成果。而技能大赛的举办，不仅是对学生技

能水平的检阅，也是对教师的考验。教师要强化自身的技能，

指导学生的操作技能，争取在各大竞赛中取得优异的成绩。

目前大多高职院校以多种不同的途径来提高教师的专业

实践能力。如本院医学检验技术专业，一方面，专业核心课程

通过实行“双师制”，即由学校专业教师和行业一线的兼职教师

共同参与实践课程的教学，来达到人才培养的目的。因为来自

临床一线的专业技术人员实践经验比较丰富，能够弥补学校教

师实践经验不足的缺点，通过向一线的技术人员和操作人员学

习，不仅提高了本院专业教师的实践水平和专业技术能力，也

掌握或了解最前沿的技术标准等相关专业知识。另一方面，定

期安排专业老师下临床实践，或组织专业教师进行培训、学习、

考察或安排到行业参与具体项目，提高专业实践能力，从而培

养一支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师资队伍。技能大赛的举办，不

仅提高了专业教师的实践能力，也对学校“双师型”教师队伍的

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

技能大赛既锻炼了学生的学习技能，提高了老师的教学质

量，提升了学校的办学实力，加强了校企之间的交流，更扩大了

职业教育对社会的影响力。将继续定期开展不同专业项目的

技能大赛不断深化职业教育的改革［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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