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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双岗位”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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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随着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招生规模的扩大，传统的医院检验科、血站和疾控中心等单位对医学检验技术人才需求越来

越少，而医学检验相关企业却快速发展，人才需求旺盛。传统的以医院临床检验岗位为主的“单岗位”人才培养模式所培养的学生

越来越不能适应行业需求，尤其是企业的需求，为了改变目前这种现状，彻底改变学生的就业观念，拓宽学生的就业空间，提高学

生的就业能力，促使更多学生首选企业就业，满足行业发展需求和专业的长远发展，必须改革传统的“单岗位”人才培养模式，建立

既适应医院临床岗位需求又适应医学检验相关企业岗位需求的“双岗位”人才培养模式，为医院和企业培养适应性人才，实现医院

和企业人才的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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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各大院校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招生规模的扩

大，传统的医院检验科、血站和疾控中心等单位人员需求越来

越少，人才培养过剩与人才需求变小的矛盾日益尖锐。在医学

检验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面也出现与市场需求脱节的现象。

而医院检验科人才需求有限，这就导致检验科就业压力越来越

大。解决这一就业矛盾的关键就是实施“双岗位”人才培养模

式。下面就“双岗位”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必要性进行论述。

１　传统检验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弊端

　　传统医学检验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多是围绕医院临床

检验岗位能力需求进行，在课程设置和专业教育方面也是以能

够从事医院临床检验岗位工作为主，学生所需掌握的专业知识

和技能也是临床检验工作能力，如基本检验技术、检验形态识

别能力、实验室管理能力、仪器保养维护能力以及一定的质量

控制能力等。学生在整个培养过程中缺乏有关企业工作能力

的培养，无相关课程支撑，也无在企业见习、实习等，故学生严

重缺乏企业核心工作能力，如销售、售后及质检等，这就决定了

当前大部分学生毕业后不是首选企业而是首选医院作为就业

单位。

近年来，因人才培养规模的扩大，医院检验科人员趋于饱

和，人才需求数量越来越有限，在医院顺利就业越来越难，故学

生感到工作越来越不好找，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医学检验相关

企业如仪器和试剂生产营销企业作为当前检验行业发展的重

要力量，人才需求巨大，企业成为最具前景的就业方向。当前

学生选择医院而不选择企业，主要原因是由于学生对企业认识

不够，没有企业管理和营销等相关知识储备，没有企业工作能

力的培养，缺乏企业工作的勇气和自信心。那么，转变学生就

业观念，扩大专业就业面向，提高学生就业能力，缓解学生就业

压力，解决专业就业矛盾迫在眉睫。

２　检验医学的发展模式对传统人才培养的挑战

　　随着国内、外医学模式的转变及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飞速

发展，医学独立实验室、检验试剂及仪器生产营销企业及生物

制品生产企业等医学检验相关企业得到迅猛发展，以医学独立

实验室为主的医学检验企业的发展壮大有力地促进了医学检

验行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健康水平的提升，也使医学检验技术

专业就业面向发生重大转变。因企业人员需求量巨大，且发展

空间广阔，成为未来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学生就业的主要方向。

因此，为满足行业的需求和专业的长远发展，必须改革传统的

以培养医院临床检验岗位人才为主的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培养

既适应医院临床岗位需求又适应医学检验相关企业岗位需求

的“双岗位”人才的培养模式。

作者所在学校多年来一直实施以培养医院临床检验岗位

人才为主的培养模式，没有考虑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情况，也没

有设置与企业岗位有关的课程，更没有开展相关教学活动，故

学生对企业的概念非常陌生，因缺乏相关的培养和训练，毕业

后选择去企业就业的人非常少，而且工作后也很难适应企业的

工作环境，最终还是会选择医院。另外，作者所在学校学生主

要来自三峡库区广大农村及偏远地区，学生思想观念较为落

后，受传统就业观念影响，９０％以上的学生仍把医院检验科作

为自己首选就业方向，选择企业作为就业目标的学生不足

１０％。基于以上情况，改革以培养医院临床岗位人才为主的人

才培养模式，建立既适应医院临床检验岗位需求又适应医学检

验相关企业岗位需求的“双岗位”人才培养模式，改变学生的就

业观念势在必行。

３　未来服务岗位决定了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

　　人才培养模式是人才培养工作的主线，是专业内涵建设的

灵魂，是人才培养全过程的高度凝练，人才培养模式必须与市

场需求和行业发展动态密切联系，故应根据行业发展情况不断

对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改革完善，以适应市场对人才的需求。故

对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历来都是研究的热点。近年来，作者所

在学校医学检验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也经历多次的改革完

善，从最初的单一“２＋１”人才培养模式到“校院融合、能力递

进”的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构建了合理的课程体系，优化了师

资结构，建设了专业实训室，奠定了专业发展的基础，提高了人

才培养的质量［１］。由于行业的发展变化和岗位需求的变化，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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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校院融合、能力递进”人才培养模式的不足之处越来越明

显，单一岗位能力远不能适应企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故改变

“校院融合、能力递进”的以培养医院临床岗位人才为主的培养

模式，构建满足企业岗位能力需求的人才培养模式尤为紧迫。

４　“双岗位”人才培养模式是医学检验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的创新

　　通过百度搜索以及万方、知网、维普等国内主要文献数据

库检索，发现国内对医学检验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通过工学结合、校院合作或校企合作等形式来进行人

才培养［２５］。主要目的是提升医学检验技术人才实践动手能力

和岗位适应能力，主要面对医院临床检验岗位方向培养人才，

很少有既面向医院临床检验岗位又面向医学检验相关企业岗

位培养人才的报道，经检索未发现医学检验技术“双岗位”人才

培养相关研究报道，也无相关成果报道。通过对同类院校人才

培养模式情况调研，发现国内仅天津医专医学检验技术专业人

才培养模式按照医院方向和企业方向进行人才培养，实际也是

在实施“双岗位”人才培养，但没有发表与“双岗位”人才培养有

关的研究报道。“双岗位”人才培养模式的确定也得到有关专

家和同行的认可，均认为“双岗位”人才培养模式的设计是合理

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对于培养同时具备在医院和企业２种

岗位工作能力是可行的。

本文旨在通过改革传统的医学检验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模

式，提高学生综合就业能力为主要目标。为了推进“双岗位”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的落实，接下来，将会以课程建设、师资队伍建

设及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等建设内容为主要抓手，重构专业

课程体系，开设企业能力培养相关课程，校企共建专业师资，为

学生和教师提供企业学习机会、校企共同开展实训基地建设等

工作，从而提高学生的培养质量，提高学生就业能力，改变学生

的就业观念，提高学生就业率和实现学生在企业就业人数的稳

步增长。学生毕业后既能在医院临床检验岗位就业又能在医

学检验相关企业岗位就业，而且能够很好实现医院、企业岗位

的转换，达到既能上岗也能转岗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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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建立骨髓细胞教学图谱资源库的高职高专《血液学检验技术》

形态学教学模式改革探索

牟凤林，王　静，邓晶荣△，范成意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４０４０２０）

　　摘　要：目的　探讨以建立适合医学检验技术专业专科层次学生的骨髓细胞教学图谱资源为基础的实践教学模式改革，提高

学生骨髓细胞形态的识别能力。方法　选取２０１４级医学检验技术专业专科层次２个平行班１６５名学生随机作为研究对象，其中

８１名学生为试验组，运用以建立骨髓细胞教学图谱资源为基础的形态学教学改革模式，另外８４名学生为对照组，按照传统形态

学教学方法完成教学。通过试验考核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形式，评价以建立骨髓细胞教学图谱资源为基础的形态学教学改革模

式与传统教学的差异。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组间比较行狋检验。结果　试验组形态学考核成绩为（８９．２５±７．６２）

分，对照组形态学考核成绩为（８２．６３±７．６９）分。试验组成绩明显高于对照组，２组成绩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问卷

调查结果显示，试验组学生主观认为更有学习积极性。结论　以建立骨髓细胞教学图谱资源为基础的形态学教学改革模式提高

了学生对骨髓细胞形态识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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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液学检验技术》是利用各种实验室检查方法和技术对

血液系统和造血器官进行分析和研究，从而阐述血液系统疾病

发病机制、辅助诊断、疗效观察和判断预后的一门学科，是高职

高专医学检验技术的专业核心课程之一［１］。骨髓细胞形态识

别是血液学检验技术教学中的基础和重点，对诊断临床上常见

血液系统疾病有重要意义［２］。由于多种类型的骨髓细胞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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