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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１６号文件中明确提出，高职院校以培养“高素质技

能型人才”为目标［１］。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是关注素质与技能培

养规格，强调高素质与高技能协调发展与融合的一类充实型立

体人才。其中技能主要指向专业职业技能，包括专业岗位所要

求的操作技能、操作规范，合理、完备的专业知识结构及相应辨

析专业问题的能力，进而的专业创新能力的发展等；而高素质

主要指与职业发展相关的综合素质，包括职场变化及需求的顺

应能力，就业、再就业能力，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自主学习、终

身学习能力和职业信息敏锐扑捉能力等。

１　“素质”与“技能”的关系

该二要素有各自较为独立的内涵范畴，但其外延有一定的

交融性。职业技能是高职教育直接指向，社会职业岗位的基本

需求即为对专门职业技能的要求，因此早期的职业教育主要围

绕该内容展开。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职业岗位的多元需求

对职业人的能力提出了多方要求，专业知识、技术更新速度越

来越快，边缘知识的交叉越来越多，推动专业的可持续发展等

现实问题越来越需要思考，而这些仅通过职业人的“技能”来解

决，效率不高。这时，职业人的“素质”能帮助其平衡心理状态，

快速适应职场变化，通过自主学习能力满足职场多元需求，良

好的促进职业发展，同时也有效地促进职业技能的提高。从这

点来看，“技能”是高职教育的根本，而“素质”是“技能”持续发

展的内驱力，是高职教育长远的落脚点。“技能”教育具体、专

精、实在，“素质”教育却隐晦、宽广、抽象，“素质”教育需依附

“技能”教育开展，而“技能”教育需借助“素质”教育挖掘、延伸、

扩展。“技能”是“素质”的极致体现和表达，“素质”是推动“技

能”的不懈动力，两者密不可分，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另外，两

者在教育实施过程，选择的教学方式、方法也存在根本性的差

别。一种归属于智力知识的启发、点拨，重在培养抽象思维能

力；另一种属于形象知识的传授、承接，旨在形成形象思维能

力［２］。两者内涵丰富，内容的发展有一定的延续性、递进性和

累积性。而在职业教育学习完成阶段，要想培养出与久经职场

考验的优秀职业人员相当的技能水平、相似的职业素质，那肯

定是不现实的。职业教育不可能替代职场磨练，这里指的“高

素质技能性人才”是接受高职教育后，在职场实践中能迅速成

长而来的优秀人才。所以高职教育应该是借助优良理念的传

播，培养出具有基本“技能”，而核心是发展“素质”的可持续发

展、转变的潜在型人才。

２　通识教育课程内容开发

通识教育（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起源于欧美１９世纪时期，其

目的主要是培养学生能独立思考、通融识见，具备博雅精神，广

厚情操，最终目的是培养出完全、完整的人［３］。通识教育首先

关注的是一个人的培养，其次是将学生作为职业人来培养［４］。

所以通识教育内容宽泛，既注重社会中的个人基本的人性发

展、良好品德的形成，也关注与职业相关的素养、实践真理精神

的培养。

在我国，通识教育的课程体系设置还不成熟，常规设置政

治、思想道德、体育、计算机和外语必修课，选修课则根据院校

自身特点自由设置，往往学科设置偏颇且没有整体规划，内容

杂、乱、浅。借鉴哈佛大学通识教育计划的８大领域：美学与阐

述性理解、文化与信仰、实证推理、道德推理、生命科学、宇宙物

理科学、世界社会、世界中的美国［５］，可看到，通识教育内容涵

盖面极其广阔，有国界之分，文化之别。研究型、应用型本科与

高职院校的通识教育培养的侧重点也有差别，基于学生起点素

质及培养目标指向，后者在通识教育中更应突出职业素养发展

的特点。

２．１　明确通识教育课程目标　高职通识教育首先应强化课程

的能力及素质培养教学目标，弱化知识目标，且应把此目标与

专业培养方案有效贯通融合。具体针对高素质技能型医学检

验专业人才培养来说，能力及素质要求应着力于“责任与担当

能力、终生学习能力、沟通交流及团队协作能力、严格谨慎的素

质”这几个方面的培养［６］。本院在设置医学检验专业培养方案

中以该理念为依据，采用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相结合，增加选

修课学分，缩减必修课的形式强化能力及素质培养目标。选修

课程设置以综合学科、交叉学科及能力体验为主，这样可以更

灵活、更有效地完成职业基本能力素质的教学目标。另外还需

要对各通识教育任课老师普及强化医学检验专业特点及专业

素质培养要求，经不断地实践寻求各学科与专业素质形成的结

合点，并有效加强各学科之间内容的沟通，才能在真正意义上

完成课程教学目标。

２．２　通识教育课程内容的组织　课程内容往往是根据结构庞

大而逻辑严密的学科顺序编排的，与学习过程中学习者认知的

心理顺序，即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表及里的“时序”串行的情

况显然不匹配［７］。如何让两者协调，提高学习效率，在高职院

校通识教育课程内容的组织上可秉承“尊重学生、内容有序、情

境相融、层层递进”的内容组织开发原则。“尊重学生、内容有

序”体现在，应分析学生原有的知识结构，把“专业性、局限性”

的专业知识内容转换成“基础性、普适性”的开拓性知识内容，

适当把学科知识体系的编排顺序重组，适应学生认知顺序，以

体验式知识内容传授为主，经验式讲授为辅，重在打开学生视

野，引发学生思考。适当把握课程内容的深浅度，不能过分强

调趣味性，不能变为泛泛之谈，只要求学生什么都懂一点点，达

不到启迪心智的深度，从而丧失引发反思的功能；也不能过分

强调学术性，重视知识的纵相面挖掘，而不进行横向的扩展，混

淆“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情境相融、层层递进”意味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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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内容的组织尽量围绕生活、现实、开放性职业场景展开，让学

生易于融入学习情境中去思考，有效内化一些基础的显性知识

后，进一步深化，达到新知识的不断内化，从而获得一些隐形知

识。明确课程目标，把机械、乏味、程序性应付考试的理论知识

单调陈述转变为灵活、丰富、深度适中、打开宽度的知识的感受

与体验，指向个人的职业发展前景目标。各学科之间及学科内

部的知识组织安排应做到层层深入，使知识有效叠加成矢量

和，经过量的积累，最后产生质的突变。

２．３　通识教育实验课程内容开发　通识教育重在培养学生的

“高素质”，而素质的养成更多地来源于情境、来源于生活、来源

于亲身经历，仅通过理论知识的教化还不足以达到很好的教学

效果，这就决定了实验设置在通识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成功的

开发通识教育的实验课内容是推进通识教育课程开发的重中

之重。开发通识教育实验课内容时，可遵循“任务主导、开放为

主、内涵丰富、关注过程”的原则。“任务主导、开放为主”是指

实验类型尽量设置为开放性实验，把实验场地放置到各种可能

的外界环境中，不以验证某种结论为目的，而是以完成某项任

务为主线开展。这样即能直接指向学生的素质培养目标，又能

发现学生的原有素质结构特点，能有针对性地进行指导、校正、

弥补、完善，提高教学效率。“内涵丰富、关注过程”指实验内容

设置应与理论知识内容有一定的延续性，但不是单一、简陋的

理论知识的呈现与验证，而是以多元的表象形式开展，结合社

会热点、关注生活潮流，从正面、反面、侧面多角度进行实验的

开展。强调实验的成功不以任务完成与否而定夺，而是要诱

导、启发学生关注在整个实验过程中的所思、所想、所获，关注

个人的基本素质的结构，认清自身需要提高发展的方向，真正

起到反思功能。

３　专业教育课程内容开发

传统的高职医学检验专业课程内容把全部重点都放在检

验专业“技能”知识的讲授及操作流程的传授方面，而忽略专业

素养、职业思维的灌输及浸透，有悖于“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

培养目标。基于“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目标，应更深入地推

进专业教育课程内容的开发。首先也应着手于专业课程目标

的开发，除了延续传统的课程目标，努力培养学生的操作技能

水平，还应重视相关专业思维能力的开发、职业素养的形成、专

业动态的发展、区域经济与专业需求动向等等，核心是推动专

业知识及技能水平的可持续发展。专业教育课程内容的开发

更应在通识教育课程内容开发的基础上，把基本素质与专业技

能及专业素质进行融合，综合形成“高素质”，重点可关注以下

方面的开发。

３．１　专业基础课的“专业”内容开发　高职院校开设的医学专

业基础课有一定的普适性，即多个相近专业的基础课程设置基

本相似或区分度小，不具备专业特点，与特定专业的知识对接

有脱节。专业基础课的课程内容应在熟悉了解专业知识构成

后，分析专业知识构成特点，结合该课程特有的知识结构体系

对课程内容重新组构、编排。专业基础知识普遍表现为概念

多、经验类陈述性知识篇幅大，学科发展动力及方法内容欠缺，

与专业有明显的对接点。结合这些特点，在专业基础课程内容

开发上应体现“够宽度、有区分、重基础、晓进展”。“够宽度”指

课程内容应覆盖全面，涉及该学科的方方面面、林林总总，打开

学生视野，了解学科知识发展脉络，有效连接各脉络点。“有区

分”是指在内容的选择上应结合不同专业的特点、考虑各专业

内涵，有效地连接专业知识点，提高“技能”发展的起点，而不能

简单的重复知识，不考虑专业的特殊性。“重基础”是因为有基

础才有发展，有扎实的奠基，才有高楼的崛起。对于促进学科

发展的基本理论、利用频率极高的知识点是课程内容的重点，

应重视这方面的知识内容介绍。“晓进展”是关注学科发展方

向，理解推动学科发展的核心理念及方法，从而推衍出基本辩

证思维，把抽象的智力思维与形象的技能知识有效结合，帮助

学生理解、领会、掌握专业知识思维认识步骤的特点，体现“高

素质、高技能”的培养目标。

具体来说，与专业知识结合非常紧密的基础学科，如《生物

化学》与《临床生化检验》等学科，可与相应专业课融合为课程

模块，开发一体化的课程内容体系，这样既可强化基础课的专

业内容，同时把理论性较强的基础知识进行实践转化，提高学习

兴趣。与此同时，还能利用基础知识的最新发展方向，激发学生

思考实践应用转化的意义及途径，起到了１＋１＞２的效果。

３．２　专业课程“工作知识”内容开发　专业课程一般是以工作

内容为主线，理论知识与技能操作相融合的课程内容体系。就

初学者而言，多半学生对专业领域知之甚少，情境感也非常差。

且在传统的课程内容选择上，要么是过多的利用言语表达技能

知识，要么是过于强调实践操作，不注重相关理论知识的总结。

通常多数学习者，很难转变学习习惯和观念，把专业学习的各

项技能操作、工作流程当成理论知识去识记，而不去思考工作

任务的内涵，实施过程的内涵，造成学习目标达成的缺陷。

徐国庆［８］提出的“工作知识”视角开发职教课程内容及“功

能分析法技术路径”分析课程内容的方法对于专业课程内容的

开发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基于此视角，在课程内容的选择

上，笔者总结专业课程内容的开发可借鉴“以工作知识为核心、

以操作技能为重点、以工作任务为导向培养思维方式、思考方

法内涵”的原则开发专业课程内容。所谓工作知识，就是关于

工作原理、工作过程、工作方法、工具材料、工作诀窍的知识，人

们用它来表达工作过程中具有实践功能的知识［７］。“以工作知

识为核心”即把专业课程内容拆分成数项分工作，再围绕分工

作的工作知识对课程内容进行选择、组织、序化。“以操作技能

为重点”指在内容的安排上还应突出“高技能”特点，重点在于

技能操作的分析、示教、演示、实践，以强化技能的掌握。“以工

作任务为导向，培养思维方式、思考方法内涵”意味着进一步培

养学生对工作知识的反思。以工作任务为导向，可以开拓学生

思维，启发学生，用其他方法来完成相同的工作任务。与此同

时还要让学生了解形成目前这种常规工作方法的原因、来源及

背景，从而培养学生对该专业课程的某些思维模式，最后还要

引导学生探索工作方法的优缺点，探索其中的内涵，可为学生

的“创新”开拓埋下伏笔。

在实际操作中，本院有效利用“校医合作”模式，及“医学检

验实训中心”进行有效的工作内容开发环节。细化工作知识内

容，达到操作的标准化；或设置工作任务，促进学生技能应用能

力的发展。通过最后一环课程教育，最终有效融合基础素质及

专业素质培养，使高素质技能人才合格出炉。

４　通晓课程知识结构，探究知识的“重点、难点”开发

对于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在内容上都要面临“重点、难点”

知识分析，对于该部分知识内容，笔者认为不应该简单地照搬

教学大纲，机械地进行划分。所谓“重点”应该是随着学科的发

展、边缘学科的崛起及某些技术方法的革新在不断地演变。重

点知识由学科自身知识结构特点所决定，应该是使用频率较

高、对工作任务完成具有关键性意义、属于基础性质方面的知

识或对人启迪作用较显著、在某领域达成基础共识的一些知识

等等。所以在开发了课程内容之后，思考“重点”内容的开发是

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教育者应深入思考学科发展现状，结

合“重点”的内涵和结合专业特点，重新编排，选择（下转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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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Ｌ８又称嗜中性粒细胞因子，是一个多功能的细胞因子。

许多细胞（如单核巨噬细胞、淋巴细胞等）在适当刺激后可产生

ＩＬ８，其中单核巨噬细胞是主要产生者，是炎症性疾病的重要

介质，在抗感染、免疫反应调节以及抗肿瘤方面有重要作用。

近几年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在许多肿瘤患者血清中均发现血

清ＩＬ８水平的升高
［１０］。本文结果显示卵巢癌患者血清ＩＬ８

水平［（０．６８±０．１３）ｎｇ／Ｌ］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的血清ＩＬ８水

平［（０．３２±０．１２）ｎｇ／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１），其

升高的机制可能是：（１）可能通过调节促细胞分裂蛋白激酶

Ｐ３８ｒ及凋亡促进因子Ｂｃｌ家族的表达，抑制肿瘤细胞的凋亡；

（２）ＩＬ８作为肿瘤细胞自分泌生长因子诱导自身增殖，从而促

进肿瘤生长；（３）ＩＬ８可通过调节细胞外基质及基质金属蛋白

酶的表达，使得机体阻碍肿瘤向周围组织扩散和转移的屏障被

溶解破坏，进一步促进肿瘤的浸润及转移。另外它可能以旁分

泌的方式进入肿瘤组织并引起内皮细胞增殖形成新生血管，从

而肿瘤的生长和转移［１１］。

ＳＩＬ２Ｒ是一种免疫抑制因子，它能使活化状态的免疫细

胞恢复到最佳状态，从而使机体的免疫反应受到一定的调控，

Ｔａｒｔｏｕｒ等
［１２］的研究表明：ＳＩＬ２Ｒ在多种恶性肿瘤中均有高

表达，且与肿瘤的发生与发展密切相关。本项研究结果显示，

卵巢癌患者血清 ＳＩＬ２Ｒ 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犘＜

０．０１）。其升高的机制可能为：（１）由于癌细胞及肿瘤代谢产物

的诱导，使免疫细胞对ＩＬ２Ｒ链的表达失去控制，从而大量合

成分泌入血；（２）由于患者的细胞免疫功能受抑制，机体不能分

泌足够的ＩＬ２与其结合，故而大量脱落；（３）ＳＩＬ２Ｒ廓清减少；

（４）也有可能与患者体内的淋巴细胞活化总数的增高产生多量

的ＳＩＬ２Ｒ入血有关。

从表２的检测结果可以看出，单项检测指标对卵巢癌的敏

感性以ＣＡ１２５最高，而特异度则以 ＨＥ４最高；而联合检测中，

以４项检测指标联合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最高，分别为９３．９％

和９６．９％。由此可见，联合检测对卵巢癌的临床诊断具有重

要的应用价值。

另外，本项研究还对检验结果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果显

示卵巢癌患者血清 ＨＥ４、ＩＬ８和ＳＩＬ２Ｒ水平分别与ＣＡ１２５

水平呈显著正相关（狉＝０．５１２１、０．４９８２、０．６１０４，犘＜０．０１）。

总之，本文研究表明，在卵巢癌患者中血清ＣＡ１２５、ＨＥ４、

ＩＬ８和 ＳＩＬ２Ｒ 水 平 的 均 高 表 达。因 此，联 合 检 测 血 清

ＣＡ１２５、ＨＥ４、ＩＬ８和ＳＩＬ２Ｒ水平对卵巢癌的临床诊断具有很

重要的临床意义。

参考文献

［１］ 何浩明，冯文，李亚君．肿瘤的现代检验诊断与临床［Ｍ］．上海：同

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９７９８．

［２］ 吴建国．卵巢癌的生物标志物［Ｊ］．临床检验杂志，２０１２，３０（１）：８４

８８．

［３］ 卢仁泉，郭林，胡娟．人附睾上皮分泌蛋白４在卵巢癌治疗中的应

用价值［Ｊ］．中华检验医学杂志，２００９，３２（１２）：１３７９１３８３．

［４］ 王瑞红．人附睾上皮分泌蛋白４和ＣＡ１２５对卵巢癌的联合诊断价

值［Ｊ］．国际检验医学杂志，２０１４，３５（１）：１０３１０４．

［５］ 孙晓明，罗南萍．ＩＬ８在不同肿瘤患者血清中的表达［Ｊ］．放射免

疫学杂志，２０１０，２３（３）：２４５２４７．

［６］ 单秀玲．卵巢癌患者化疗前后血清ＣＡ１２５，ＩＬ２和ＳＩＬ２Ｒ检测的

临床应用［Ｊ］．放射免疫学杂志，２０１２，２５（２）：１３５１３７．

［７］ＢｅｓｔＲＣ，ＢａｄｇｗｅｌｌＦ，ＬｕＺ，ｅｔａｌ．ＮｅｗｔｕｍｏｒｍａｒｋｅｒｓＣＡ１２５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Ｊ］．ＩｎｔＪＧｙｎｅｃｏｌ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０５，１５（３）：２７４２８１．

［８］ ＭｏｏｒｅＲＣＭｌｅｋｉｎＤＳ．ＢｒｏｗｎＡＫ，ｅｔａｌ．Ａｎｏｖｅｌｍｕｌｌｉｐｌｅｍａｋｅｒ

ｂｉｏａｓｓａｙｕｔｉｌｉｚｉｎｇＨＥ４ａｎｄＣＡ１２５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ｃａｎｃｅｒｉｎ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ｐｅｌｖｉｃｍａｓｓ［Ｊ］．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ｎｃｏｌ，２００９，１１２（１）：４０４６．

［９］ 林维娜，赵懿清，吕为群，等．人附睾蛋白在诊断卵巢癌中的临床

意义［Ｊ］，放射免疫学杂志，２０１０，２３（４）：３７１３７３．

［１０］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ａｋｉｓＭＧ，ＣｏｕｌｏｃｌｉｅｒｉＳＡ，ＢｏｕｒｏｓＤ，ｅｔ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ｉｎｍａｌｉｇａｎｔａｎｄｂｅｎｉｇｎｐｌｅｕｒａｌｅｆｆｕｓｉｏｎｓ

［Ｊ］．ＯｎｃｏｌＲｅｐ，２０００，７（１２）：１３２７１３３２．

［１１］ＷａｕｇｈＤＪ，ＷｉｌｓｏｎＣ．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８ｐａｔｈｗａｙｉｎｃａｎｃｅｒ［Ｊ］．

ＣｌｉｎＣａｎｃｅｒＲｅｓ，２００８，１４（６６）：６７３５６７４１．

［１２］ＴａｒｔｏｕｒＥ，ＭｏｓｓｅｒｉＶ，ＪｏｕｆｆｒｏｙＴ，ｅｔａｌ．ＳｅｒｕｍｓｏｌｕｂｌｅＩｎｔｅｒｌｅｕ

ｋｉｎ２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ｓａｎ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ｍａｋｅｒ

ｉｎｈｅａｄａｎｄｎｅｃｋｃａｎｃｅｒ［Ｊ］．ｌａｎｃｅｔ，２００１，３５７（１２）：１２６３１２６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５１５）

（上接第３２９１页）

“重点”知识内容。

而“难点”顾名思义指，知识内容较复杂，内涵较深奥，应用

较抽象，或较易混淆的知识内容。显然难点知识是就学生而

言，不同知识结构、不同区域、不同理解程度的学生有不同的难

点知识构成。故在选择难点知识内容上，应充分体现“以人为

本”，开发属于多数学生的难点知识，并了解学生难点知识，不

易掌握的各个方向、细节，有针对性地进行难点内容的开发。

为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高职教育需要改革及开发的

方面有很多，但在各个环节中，与人才培养最直接相关的环节

还是教学环节，而在教学环节中，课程内容的选择开发又是重

中之重，本文就课程内容的开发做了一些简单的阐述，并在教学

实践中有一定的应用及实践，达到了较好的效果。当然，课程内

容的改革、开发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在今后的工作中还将不

断探索、研究，为教育、为学生找到一条更宽、更好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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