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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为适应新形势下对人才的需求,温州医科大学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结合早期办学经验,对实验教学

体系做了一系列优化:改进专业课实验教学方法与手段,增加研究性、设计性、综合性实验比例;积极开展虚拟

仿真实验建设,弥补传统实验由于条件限制所造成的不足;重视形态检验教学,形成实验教学特色;通过检验技

能比赛,提高学生动手能力和职业素质;在实习教学过程中,临床实习和毕业论文两手一起抓;推动科研反哺教

学,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科研能力;以培养既能充分掌握检验技术和实践技能,又同时具有创新、创业精神和能

力的人才为目标,满足“新医科”背景下对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教育教学改革的要求。
关键词:医学检验技术; 实践教学; 医学教育

DOI:10.3969/j.issn.1673-4130.2020.17.026 中图法分类号:G420
文章编号:1673-4130(2020)17-2162-03 文献标识码:B

  温州医科大学(下简称“本校”)医学检验专业开

设于1986年,在浙江省最早开办,1994年开始招收五

年制本科生,2012年由于教育部修订《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专业目录》,统一将医学检验专业改为医学检验

技术专业,学制由五年调整为四年,学位由医学学士

改为理学学士[1]。本校结合“五改四”这一专业调整,
有针对性地在培养模式、课程体系、实践教学、教学条

件等方面持续开展教学改革研究,凝炼专业特色,培
养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人才。

“五改四”这一调整,专业培养目标由原来的培养

“医学高级专门人才”变为培养“具有创新、创业精神,
能从事医学检验和实验室诊断工作的高等技术应用

型医学检验专项人才”[1]。可见培养目标的调整更加

明确了技术性人才的培养定位,突出了专业重视实践

教育的特点,同时也强调对创新、创业精神和能力的

培养。为此,本校紧紧围绕培养医学检验技术复合型

人才的定位,以协同创新实践平台建设为契机,在原

有基础上对实践教学模式进行优化,构建“多元化、分
层次、全方位”的实践教学体系,全面推进满足社会需

求的复合型医学检验技术创新人才的培养。
1 改革课程实验教学,培养综合实践能力

  医学检验是一门发展迅速、多学科交叉、实践性

很强的学科,精准医学、转化医学、智能医学等一系列

新事物的出现,为医学检验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为了适应现代医学技术日新月异新的挑战,加强学生

的实践操作素质、培养学生“终生学习”的能力是医学

检验教育的当务之急[2]。本校不断改进专业课实验

教学方法与手段,在注重学生基本技能培养的基础

上,增加具有研究性、设计性、综合性特点的实验。强

调实验教学应该能反映现代科学技术新成就,反映测

定方法规律性比较,教学内容设计上注重临床综合分

析应用能力的培养。在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免疫

学等专业课程实验教学中采用项目教学的模式[3-4],
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参与信息的收集、计划的制订、
方案的选择、目标的实施、信息的反馈、成果的评价以

及生物安全意识的培养等整个过程,使学生成为学习

的主体。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主动意识,又可

以实现实验教学从知识型向能力型转变,从模仿型向

创新型转变,从单一型向复合型转变。
2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虚拟仿真实验建设

  传统的教学模式下,学生在实习前很少接触临

床,对职业过程了解较少,加上临床实验室检测设备

的更新换代越来越快,使临床与教学脱 节 愈 加 严

重[5]。尽管国家、院校加大了实验室建设投入,但有

限的经费和设备的昂贵费用仍然使学校实验室配置

落后于临床科室。在办学能力和教学质量面临挑战

时,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实验室虚拟仿真平台,无疑

是提高学生职业素质和能力最经济高效的解决方法。
本专业实验教学中心积极构建临床实验室虚拟

仿真平台,平台包括虚拟仿真仪器和虚拟仿真实验项

目两个部分:通过“虚拟医学检验实验中心”的建立,
将临床检验科常用的大型仪器的原理、结构、使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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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等制作成数字3D动画,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以虚

拟化操作仪器进行标本检测,从而对检验仪器的性

能、操作流程和功能有直观的认识[6];虚拟实验项目

则在免疫学、微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等课程

中开展,“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免疫诊断”
“聚合酶链反应技术”“血细胞形态学虚拟实验”等项

目已充分运用于日常教学,其中“HIV感染免疫诊断”
项目 还 入 选 2018 年 度 国 家 虚 拟 仿 真 实 验 教 学

项目[7]。
通过“虚实结合”的方式,让学生先有实体实验操

作的感性直观认识,再在“虚拟中”完成仿真操作,利
用操作技能的触类旁通,大大拓宽知识容量。此外,
当学生离开实验室后,还可利用网络进行预习和课后

复习,体会学过的实验操作过程,对于实体实验而言

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3 重视形态学检验,形成实验教学特色

  临床上外周血细胞形态学检查、骨髓细胞形态学

检查及脱落细胞形态观察等历来是学生觉得最难学

的课程内容[8],形态学具有很强的理论性与实践性,
依赖于直观认识的经验积累,需要丰富的实践技能,
所以实验教学尤为重要。然而,目前各高校普遍面临

的问题是,血细胞形态相关课程教学时间短,实验教

学不充分,传统检验专业教学课程设置中未开设脱落

细胞形态学及血液疾病细胞遗传学等课程[9]。为弥

补不足,本校于2009年率先在全国医学高等院校中

正式将《外周血细胞形态学检查技术》作为专业课在

高年级学生中开设,并出版了一系列配套教材[10]。理

论教学内容以大量图片为主,讲授如何识图辨认,教
学过程注重互动,寓学于乐,课堂气氛活跃。实验课

则以小组讨论形式开展,通过观察血涂片,结合病史

及血常规检查结果,先在小组内讨论再进行课堂汇

报,教师点评分析后,学生再行观察,出具检查报告交

由教师批改。该门课程在本校已实行10年,由于教

学内容实用,授课方式新颖,能大大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也深受学生好评。自

2017年始,为进一步加强形态学教学特色,本校在专

业课基础上又开设特色课程,选拔部分优秀学生,以
实验课形式开展细胞形态学培训,结合临床典型病例

讲授知识点,采用模拟临床诊断岗位工作的模式开展

病例讨论,以培养学生细胞学诊断的科学思维方法和

技能,提高学生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临

床实践能力。经过培训,本校学生连续2年在全国医

学检验技术专业大学生形态读片大奖赛中获得佳绩。
有针对性地培养具有扎实细胞形态学检查技能的人

才,有利于真正做到培养与就业相结合,形成实验教

学方面的专业特色。
4 举办检验技能比赛,提高动手能力和职业素质

  举办专业技能竞赛对于医学检验人才岗位专业

能力培养具有重要作用,能有效促进学生、教师及学

院发挥能动性,沟通教学目标,达到教学相长的效

果[11]。本校从2016年开始,连续4年在学生实习前

举办医学检验技能比赛。2018年邀请了浙江中医药

大学、绍兴文理学院检验系师生组织校际联赛,2019
年承办“华东六省一市高等院校检验技术专业技能大

赛”。比赛分笔试和操作考核2个环节,在比赛的进

行过程中,学生的理论知识水平和实践操作能力得到

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团队合作能力和创新能力亦得到

了培养[12]。教师在指导学生参赛的过程中,自身的专

业水平和实践能力也得到了很好的提升,对平时教学

过程中容易忽视但在比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能够加

以很好的反思,并将比赛中形成的经验运用到实际的

教学工作中,形成师生同赛、教学相长的格局。技能

比赛后续将作为本校常规性工作开展,从每次举办比

赛的过程中积累经验,充分发挥“以赛促学、以赛促

改、以赛促教”的作用。
5 做好实习教学管理,提升毕业论文质量

  从医学学位到理学学位的转换,毕业实习环节的

安排也面临必要的调整。本校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学

生在48周实习时间不变的情况下,既要完成检验科

各亚专业的临床轮转,同时还要完成不少于5
 

000字

的研究论文以及一篇综述和一篇不少于2
 

000字的外

文翻译。这样的实习任务对于四年制理学学生而言

并不轻松,同样,对于历来以临床带教为重的实习基

地教学也提出了挑战。因此,本校十分重视临床实习

这一重要环节,尤其在论文带教方面强化实习基地建

设和管理工作。建立科学的导师遴选制度和培训体

系,规范毕业论文形式,严格过程管理,做好开题报

告、中期检查、论文评审与答辩等环节的监督与管理,
强化实习基地教学能力建设,通过定期的教学检查和

举办临床教学工作会等,对实习教学进行规范化和质

量监控。同时,通过评优评奖活动建立激励机制,提
高教师教学积极性,促进高质量论文的撰写;并将历

年优秀论文汇编成册,发挥示范性作用。
6 推动科研反哺教学,培养创新创业能力

  培养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

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其更能适应社会和学

科发展的需要,这是本校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教学目

标和定位。随着生命科学的迅猛发展,各种高新技术

向医学检验等相关学科广泛渗透。2003年本校医学

检验整合生命科学学科联合办学,凭借学科优势,以
各科研团队教师为导师,以学科科研实验室与学院科

研平台为基地,以“挑战杯”“创新创业计划”“生命学

科竞赛”等项目为抓手,完成科研带教模式的综合实

验训练[13]。为加强科研项目驱动教学模式,本校鼓励

学生参与创业创新大赛,“挑战杯”和学科竞赛,学生

从大一开始申请进入学院科研平台训练,期间选拔科

研能力优秀的学生进入PI团队,进行科研与创新思

维的培养与训练,培养了学生的研发性创新思维、实
践能力、独立科研能力。

本专业自创办以来,重视专业建设及人才培养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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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曾被评为国家级特色专业、浙江省重点专业和“十
三五”优势专业,根据《中国大学及学科专业评价报

告》(邱均平),近5年专业排名均位于全国前5[14]。
近年来本专业毕业生就业率近99%,用人单位对毕业

生的综合素质满意度明显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毕业

生升学率约1/4,近一半考入“985、211”等重点院校。
学生在国家级、省级科技创新活动训练项目多次获得

支持,在历年的全国、省级生命科学竞赛中斩获佳绩,
获得国家级、省级“挑战杯”比赛多项奖项。

改革实践教学体系,构建以综合性、模块化教学

内容为主导,结合现代化信息技术,突显专业教学特

色,注重实践技能水平提升及创新思维和科研能力培

养的“多元化、分层次、全方位”实践教学体系,有利于

本专业实现既能充分掌握检验技术和实践技能,又同

时具有创新、创业精神和能力的人才培养目标,对提

升教学质量、促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专业内涵建设

具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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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学检验实验课程的整合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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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通过在《免疫学检验实验》课程中开展综合性实验课程,引入校企联合教学模式,将基础免疫与临

床免疫的实验教案进行整合,去除濒临淘汰的技术,开发与时俱进的临床免疫学检验技术相关课程,使教学体

系更合理、更具创新性,为高速发展的检验学科相关事业输送优秀人才。
关键词:临床免疫学; 课程改革; 综合性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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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验医学在疾病的诊断、治疗、预防及发病机制

的探讨等诸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免疫学检

验》作为检验医学专业的必修课程,其实验教学的改

革迫在眉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检

验系为了深入探究并开展与时俱进的实验课程,借鉴

湖南师范大学医学院和山西医药大学以培养创新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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