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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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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检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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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骨髓细胞形态；　血液学检验技术；　骨髓细胞教学图谱资源

犇犗犐：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４１３０．２０１７．０２．０５８ 文献标识码：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４１３０（２０１７）０２０２７９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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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７２·国际检验医学杂志２０１７年１月第３８卷第２期　ＩｎｔＪＬａｂＭｅｄ，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７，Ｖｏｌ．３８，Ｎｏ．２

 基金项目：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教学改革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１６ｍｐｘｊ２１）。

△　通信作者，Ｅｍａｉｌ：ｍｆ１８３１０３＠１６３．ｃｏｍ。



形态的变化，高职高专学生在学校学习时间较短，学生对骨髓

细胞形态的识别效果不理想。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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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互动显微系

统、ＰＢＬ教学方式等形态学教学改革，提高学生识别骨髓细胞

形态能力。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４级医学检验技术专业专科层次２

个平行班１６５名学生随机为研究对象，其中８１名学生为试验

组，８４名学生为对照组，经统计学分析，２组学生已修课程学

分、入校成绩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１．２　实施方法　试验组学生在骨髓细胞形态学教学中充分运

用骨髓细胞教学图谱资源，开放实验室互动显微系统进行教

学。对照组学生沿用原有教学方式。

１．２．１　建立骨髓细胞形态资源图谱库　通过检验实训基地的

显微摄像系统，将传统的骨髓片的显微镜下细胞的典型图片，

按照各系细胞发育过程进行整理和编辑，从细胞大小和形态入

手，再结合该系细胞细胞核与细胞质发育和成熟过程，并附上

详细描述；或将正常骨髓片典型细胞和各种疾病的典型细胞进

行比对，让学生直接找出差异，同时也记住特征；在电子骨髓图

片库运行后，可以通过问卷调查等方式对图片库进行评价，并

进行完善。可供学生在课后自主充分利用时间学习。

１．２．２　运用互动显微系统　形态学教学中充分利用互动显微

系统，教师通过中控屏同步观看学生镜下内容进行即时动态示

教，同时还对学生观察到比较典型或罕见细胞拍照进行保存，

供学生课后反复观察、辨析、复习。学生之间也可以利用示范

模式相互分享、交流图片。

１．２．３　开展ＰＢＬ教学　编制临床常见血液系统典型病例，由

各学习小组对该病例资料进行相关资料的查阅、收集和整理，

就所提供病例进行分组讨论、综合讨论，分析并得出结论，最后

对各组讨论情况进行详细总结，并形成报告。

１．２．４　充分开放实验室　通过预约开放实验室，学生可在晚

上或周末进入实验室，对自己薄弱环节查漏补缺。

１．３　教学评价指标

１．３．１　客观评价指标　以正常骨髓片中六系各阶段细胞共

５０个作为考核内容，同系统同阶段细胞可重复出现，学生每分

钟识别１个细胞并写出细胞完整名称。细胞识别结果根据完

全正确、系统无误阶段有误、完全错误３个等级分别给予２分、

１分、０分计成绩。

１．３．２　主观评价指标　正常骨髓细胞形态学教学结束后，对

以骨髓细胞教学图谱资源为基础的形态学教学改革模式满意

度进行问卷调查。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ＴＡＴＡ１１．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

量资料用狓±狊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狋检验，犘＜０．０５表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主观教学效果比较　问卷调查发出１６５份问卷，收回

１６０份问卷，全部有效。１６０份有效调查问卷显示，试验组学生

对形态学教学模式满意度普遍较高。见表１。

２．２　客观教学效果比较　细胞形态考核成绩显示，试验组与

对照组成绩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试验组成绩

明显高于对照组。见表２。

表１　　基于建立骨髓细胞教学图谱资源库形态学

　　　教学模式满意度［狀（％）］

评价内容 试验组 对照组

掌握骨髓细胞形态能力 ７０（８９．７４） ６６（８０．４９）

学习积极性 ６６（８４．６１） ６４（７８．０５）

学习效果 ７１（９１．０２） ６５（７９．２７）

接受新知识 ６５（８３．３３） ６７（８１．７０）

表２　　客观教学效果比较

组别 狀 成绩（狓±狊，分） 狋 犘

试验组 ８１ ８９．２５±７．６２ ５．５５２８ ０．０００

对照组 ８４ ８２．６３±７．６９

３　小　　结

３．１　建立骨髓细胞教学图谱资源为基础的形态学教学改革模

式是１种打破传统教学模式的新尝试，克服了传统教学模式的

局限性，发挥了教学资源开放、共享的特点，充分填补了课堂教

学时间，给予教学全新的模式与方法，极大地提高了《血液学检

验技术》形态学教学效果。骨髓细胞教学图谱资源中按照骨髓

细胞系统发育阶段标注整理，可多方面、多角度展现骨髓细胞

形态，有助于学生能更好掌握细胞形态特征和骨髓细胞分化成

熟规律，从而提高学习效果［３］。骨髓细胞教学图谱资源还为学

生提供了１个资源丰富的学习平台，结合实验室开放，学生能

充分利用课余时间运用电子教学资源，拓展学习空间和时间，

使课堂教学和网络课程相融合，真正实现学生自主学习［４］。

３．２　互动显微系统运用到骨髓细胞形态学教学中，改变了由

学生在显微镜下自行寻找典型细胞的传统教学方法。由于骨

髓细胞种类较多，变化较大，一些细胞在阅片过程中比较少见，

镜下寻找非常困难。互动显微系统改变了传统显微镜只能单

人观察细胞的局限性，丰富和充实了教学内容，培养学生思维，

使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观察到更多细胞，获得更多的知识，极

大提高了学习效率。

３．３　ＰＢＬ教学模式的特点就是以问题为基础、以学生为中心

的自我导向式学习，其强调知识认知过程中的主体是学生，教

师主要发挥主导作用，重视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和习惯培养，

充分发挥学习主观能动性［５］。大多学生均认为在形态学教学

中引入ＰＢＬ教学模式，能有效提升对骨髓细胞形态学的学习

兴趣。通过疾病骨髓检查结果，展开对疾病的临床表现和骨髓

象特征的进一步理解，增强了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同时，学生

在对引入问题的讨论及查询资料过程中，不断地发现问题、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提高了学生综合分析能力和实践能力［６］。

但是个别基础薄弱、自律性较差的学生不能积极参与小组讨论

和查询资料，效果较不理想。

骨髓细胞教学图谱资源库扩充了细胞形态教学资源，是课

堂教学的有益补充和拓展，在骨髓细胞形态教学过程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它改变了传统教学中的“接受教育观”的教学模式，

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兴趣，充分调动学生学习主观能动

性，扩展学生发散思维能力，为培养有一定创新能力的检验人

才提供重要保证，为医学检验专业课程进行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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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网络课程的建设奠定基础［７８］。随着网络普及和多媒体技术

不断发展，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也不断发展更新，构建骨髓细

胞教学图谱资源是１个全面和系统的课题，及时补充、更新骨

髓细胞教学图谱资源库的内容，是最大限度发挥骨髓细胞教学

图谱资源库功能的重点。以后将进一步进行院校合作，丰富高

职医学检验技术专业血液病检验技术教学资源库，实现院校互

助资源共建，使其真正成为服务于学生和行业从业人员的共享

资源，促进学习者的共同进步［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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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检验教育·

三维虚拟人体展示平台在高职检验医学技术专业解剖学教学中的应用

涂腊根，廖丙修，杨　荫，谢珊艳，骆锦潮

（广州医科大学卫生职业技术学院解剖教研室　５１００００）

　　摘　要：传统的解剖学课件缺乏动感、立体感，内容单调、枯燥、交互性差，课件的仿真性和趣味性不够，特别是对于高职院校

的检验医学等专业的学生而言，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很重要。笔者通过组织检验医学技术专业的学生组成解剖学兴趣小组，对人

体解剖实验室现有部分实体标本，采用升级的“三维虚拟人体解剖展示平台 Ｖ２．０”进行数据资料录入，建立了三维虚拟数字化标

本库，实现了标本的信息化管理，建立了三维虚拟人体资源库。在教学使用过程中，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

创新思维能力和探索精神。

关键词：三维虚拟；　人体标本；　解剖教学；　检验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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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体解剖学是医学课程中最重要的基础课程之一，是医学

教育的入门课程。这门课程有其自身的特点：名词多，理论抽

象、难记忆、内容枯燥。传统的解剖学教学模式是授课时教师

以二维图片讲解为主，不能显示人体的立体层次结构；实验课

学生以观察模型和标本为辅，由于模型的不真实性以及标本的

损耗、匮乏等原因，导致学生参与尸体解剖和实物标本观察的

机会逐渐减少。很难把教材的理论知识与实际联系起来［１］。

目前多媒体辅助教学技术虽已得到广泛运用，但传统的解剖学

课件缺乏动感、立体感，内容单调、枯燥、交互性差，仍不能很好

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生学习效果较差，特别是高等职

业教育的检验医学技术专业的学生，由于他们的培养方向与临

床医学专业的不同，导致他们对解剖课程不重视［２］。另外，还

有不少学生，特别是女同学对接触尸体存在抵触心理，有不少

学生不敢仔细观察和触摸标本。虚拟解剖在解决这个问题的

同时提高教学过程中的趣味性，使他们更容易理解解剖学教学

的内容。

随着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和医学人体三维重建技术的发

展，建立的三维立体人体解剖模型可以从任意角度、任意方向

上观察，并可任意切割，对解剖教育而言是１次革命性的进

步［３］。笔者在检验医学专业的学生中，组成了解剖兴趣小组，

指导他们对人体解剖实验室现有部分实体标本，采用升级的

“三维虚拟人体解剖展示平台 Ｖ２．０”进行数据资料录入，建立

了虚拟三维数字化标本库，实现了标本的信息化管理，建立了

三维虚拟人体资源库［４］。通过组织他们参与研发过程，培养了

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和探索精神，在试用过程中也激发了学生

的学习兴趣。

１　“三维虚拟人体解剖展示平台”的介绍

　　三维虚拟技术在近年迅速发展成熟，其中实景照片拼接技

术以其更清晰、逼真的图像，更简单、便捷的制作技术得到了广

泛的应用，其优点在于三维立体的人体解剖模型可以从任意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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