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院，这就要求学生在实习阶段全面掌握各项操作技术，包括

上机检测和手工检测。而分子生物学技术的操作过程比其他

检验技术复杂，对操作者动手能力要求较高，这就对实习生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分子生物学技术发展迅速，已渗透到基础和

临床的各个学科，作为检验专业学生应该熟练掌握和运用该学

科知识。通过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的实习，一方面，巩固学生分

子生物学检验的基本知识；另一方面，为学生今后从事的分子

生物学检验工作打下较为扎实的基础。在教学实践中，带教老

师还需努力提高自身知识水平，不断总结经验，改进带教方法，

以培养出医德高尚、专业理论知识扎实、专业技能娴熟，具有创

新理念和质量意识的德才兼备的检验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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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检验专业学员的心理问题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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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越来越多的新项目、新技术、新仪器应用于临床检验，

检验医学在疾病的诊断、疗效评估和医疗决策上发挥的作用使

其越来越受到临床科室的信任和依赖。培养更具综合实力的

复合型医学检验人才是高校教学改革的重点内容［１］，了解检验

专业学员心理需求，关注学员的心理健康是检验医学教育工作

者亟待研究的课题。

１　检验专业学员的心理健康状况

随着学习负担和就业压力的加剧，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

日益突出，并受到广泛的关注。国外研究表明，医学生是大学

生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学习任务繁重、学习年限长、学习压

力大，承受的心理压力更大［２］。国内研究中，许传志等［３］指出

医学生的心理问题检出率为２９．４％，其中医学检验专业的检

出率为２１．９％。出现心理问题的学员学习效率下降，从而进

一步加重心理问题，形成恶性循环；心理问题严重者甚至会伴

发自杀、犯罪等社会问题，会给学生本人、家庭、学校、社会造成

严重负担，对检验医学人才的培养造成负面影响，同时阻碍了

学科的发展。该项研究还指出，医学生的心理问题检出率与性

别、年级、家庭所在地、是否为独生子女等因素无关，但与“所学

专业”有关。李斌等［４］认为，目前检验专业学员存在心理健康

问题的现象比较普遍，学生自身素质、家庭、专业的热爱程度等

是其影响因素。因此，关注检验专业学员的心理健康问题，深

入了解其特点已成为检验教育工作者迫在眉睫的问题。

２　造成心理问题的原因及影响

２．１　对专业缺乏认同感　中国的检验医学教育经历了经验教

学、中专、大专、本科及以上学历教育等阶段，现有３、４、５、７年

制等４种学制。这种学制和学位培养制度难以制定准确、有针

对性的培养目标和评价标准，造成了人才规格区分的不准确。

在人才层次管理上同样存在缺陷，检验技师和检验医师多从事

着相同层次的工作，造成了高层次检验专业学员从业后面临

“学非所用、学难所用”的问题，难以在工作中获得成就感。此

外，由于缺乏鲜明的学科特色，教育理念与培养手段始终在基

础医学与临床医学间徘徊，导致学员对自己学科的定位不明。

加上中国的检验医学起步较晚，制约了其临床指导作用，检验

科室和检验人员在医疗体系中的地位较低。现行的教育虽然

增设了临床课程，但检验医学本科生的培养目标并非临床医

师，学员接受了与临床专业一样的学制教育，却没有得到一样

的认可，这也使学员对本专业产生负面心理效应，并对学习产

生抵触情绪。

２．２　实习阶段产生不健康心理　检验医学的实验室特性要求

学员熟练掌握各种检测技术和仪器的运用，实习阶段是帮助学

员从理论到实践的重要环节。研究表明，超过５０％的学员存

在不同程度的心理不良反应和适应障碍，心理问题已明显影响

实习阶段学员的身心健康［５］。检验医学教育在课程设置上的

局限性使部分课程的知识结构与专业基础和临床实际存在较

大的差距，教材内容的更新跟不上检验技术的发展速度，加上

实验课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相对落后，实验教学与临床应用脱

节较大。实习中学生感到理论所学无所用，造成期望与现实的

巨大落差，部分学员在实习初期会出现心情烦躁等负面情绪，

产生强烈的挫败感和自我否定。当对检验项目的实际操作有

了一些了解后，尤其是仪器自动化检测大大解放了人力的现

状，又会让学员觉得检验科的工作似乎非常简单，对大学阶段

长时间理论学习的必要性产生怀疑。到实习后期，在完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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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还要面临找工作、考研等抉择，学员可能会产生紧张、恐

惧、焦虑等不健康心理和不良情绪。

２．３　就业认识偏差引发心理问题　在校大学生或多或少都有

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但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却给他们带来一

定的心理冲击。一方面，在内心世界渴望毕业顺利就业，更好

实现个人价值，回报社会。另一方面，大学扩招促使大学生人

口基数日益扩大，加之检验医学的发展水平对实验室仪器设备

有较高的要求，本专业学员在就业时则会更加倾向选择条件好

的实验室，从而增加就业的困难。一旦不能就业，导致毕业生

的个人认知与自身能力水平同就业标准形成矛盾，就可能引发

学员的焦虑、紧张甚至自暴自弃，造成更大的心理压力。

３　检验医学专业学员常见心理问题的对策

３．１　增强良好的职业兴趣　作为检验医学教育工作者，在检

验专业学员入学时，做好专业理解辅导工作，帮助其树立热爱

检验专业的良好职业情怀至关重要。针对学制和学位制度混

乱的现状，明确各层次检验人才教育的培养目标，如检验本科

培养目标为“检验技师”。此外，为避免检验专业学员因错误认

识而产生不热爱专业的情绪，可以在学员入校之初开设专业介

绍课程，帮助其充分了解本学科、本专业的内涵、特色、意义及

在临床运用中发挥的作用，解答他们在专业认识上的一些困

惑，让学员从心理上产生专业认同感；其次，可以让学员早期接

触临床检验工作，将抽象的讲解化为真情实景，让他们在真实

的医疗环境中体会到作为一名检验工作者开展工作的重要性，

充分感受检验结果对疾病诊疗质量的提高具有的重要意义，激

发学员的专业自豪感，提高他们对专业学习的兴趣，同时也有

利于后期开展临床实践和锻炼操作技能。

３．２　培养健康的实习心理　根据学员在实习阶段产生各种心

理问题的原因，可以采取两个方面的措施来应对：一是对检验

医学课程体系进行整体优化和改革创新，使检验医学教育更好

地遵循各学科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构建以检验新进展更新教

学内容，以临床问题带动检验专业知识与基础医学知识的有机

衔接与渗透的新型课程体系。同时，改革实验教学模式，开展

创新性实验教学，让学员在校所学有所用，更平稳地过渡到实

习阶段，树立起圆满完成实习任务的信心。二是引导学员正确

面对实习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实习之初提醒学员注意细心

观察，虚心求教，既要大胆动手，也要科学严谨；引导学员遵循

循序渐进的客观规律，遇到问题时不盲目自信，也不自我否定；

针对实习后期的抉择和压力，帮助学员合理安排时间，并果断

取舍，同时安排心理专家进行有效的心理疏导，避免心理问题

的发生。

３．３　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　大学评价不应仅仅关注教学与科

研，在培养学员专业知识技能的同时也要对其就业给予高度关

注，大学的使命不能忽视自身所培养人才的出路与前进方向。

让学员在校期间学会以正确的认知和良好的态度对待职业规

划，对就业与职业有科学的导向认知才能避免在学习和就业过

程中的迷茫。结合实际，在他们进校之初引入苦难教学，并安

排时间到边远地区条件较差的实验室进行锻炼，触发他们内心

的苦难认同感，让其理解这些地方对高层次检验人才需求的急

迫性，激发他们改造落后地区实验室的使命感、责任感，更多地

在苦难视阈下科学规划自己的职业选择。

总之，检验医学发展已对检验医学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关注检验专业学员的心理健康，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开

展系统、有针对性的心理教育，有的放矢地解决他们的实际心

理问题，对培养富有自信心、进取心、踏实谨慎、具有坚定信念

的检验人才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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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医学教学与医学启蒙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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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现行高考制度下进入医学院校的学生有很好的基

础知识，强烈的求知欲望，也有巨大的学习潜力，但大学一年级

的医学生仍如同刚入学的小学生一样，未来５、６年，甚或７年

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医学院校的教

学方式、学科特点和中学有极大不同，这使部分学生在进入专

业课的学习时不能很快适应，从而滋生畏难情绪，导致学习成

绩下滑，甚至补考、重修。

系统解剖学作为基础医学中重要的一门课程，是按人体器

官功能系统地阐述形态结构的基础学科，是所有医学生的必修

课。本课程通常在第一学年开设，也是医学生最早接触的医学

专业课程之一。系统解剖学的教师应担负起医学启蒙老师的

职责，帮助医学新生顺利渡过这一转折期，并打好医学基础。

解剖学教师不仅要具备丰富的专业基础知识和严谨求实的科

学态度，还应当掌握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运用哲学思想，并

将其有机地融入教学过程中，提高教学水平［１］。在教学过程

中，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引导学生，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１　采用学生熟悉的方法进行教学

系统解剖学是一门形态科学，常用专有词汇描述人体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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