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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文章回顾了中国知网数据库收录的2013年~2022年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教学研究文献发展历程。利用

CiteSpace6.1R2软件绘制了关键词研究热点聚类和前沿知识图谱，揭示了自从医学检验技术招生开始到

当今的教学研究发展趋势、教学研究热点和教学研究重点等现状和特征。最后，本文基于研究结果和时

代背景提出“新教学理念”建议，为培养高质量、高素质综合型医学检验人才提供新的教学思路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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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eaching research literature on medical labora-
tory technology from 2013 to 2022 included in the CNKI database. Using CiteSpace6.1R2 software 
to draw the keyword research hotspot clustering and frontier knowledge map, it reveals the cur-
rent situ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eaching research development trend, teaching research hots-
pot, and teaching research focus from the beginning of medical laboratory technology enrollment 
to the present. Finally,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and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new teaching concept” suggestions to provide new teaching ideas and directions for 
training high-quality comprehensive medical laboratory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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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是一门多学科交叉应用型专业，是运用现代物理、化学方法、实验室技术，并借

助高科技精密仪器设备进行医学检测，具有辅助疾病诊断的性质，该性质决定了检验人才培养目标要紧

跟医学领域的发展并及时更新。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是由 5 年制医学检验专业改革而来。我国高等医学院

校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开设医学检验 5 年制本科专业，直到 2012 年，国家教育部公布五年制医学检验

本科改为四年制医学检验技术，并纳入新成立的一级学科医学技术类之下，授予理学学士学位，该专业

是为了培养一批实践能力强、具有一定科研潜能的“应用型医学检验专门人才”[1] [2]。然而，自新冠疫

情爆发以来，检验人员承担起新冠肺炎病毒检测重大任务，面临着极大的工作压力和感染风险；与此同

时，国家对医学检验技术人才的需求以及人才能力的要求不断提升。医学检验技术的培养模式和发展方

向不适应当下社会发展的需求。尤其在疫情当下，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学生综合素质薄弱的问题比较突出，

缺乏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3]。因此，本文应用 CiteSpace 热点分析软件对 2013 年

至 2022 年医学检验技术教学研究进行可视化分析，揭示医学检验技术教学发展趋势，为“后疫情时代”

教学改革提供科学性依据，从而达到“后疫情时代”背景下对高端检验人才需求。 

2. 研究对象及方法 

2.1. 研究数据来源与筛选 

本研究以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为文献检索工具，用高级检索中搜索主题包括“医学检验技术”和

“教学”，检索时间为“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9 月 1 日”，语言限定为“中文”，共 1005 篇。并

对 1005 篇文献进行手动筛选，剔除会议通知、医学学院专业介绍、重复以及与大学本科不相关文献，最

终获得 438 篇有效文献，同时以 Refwords 格式导出文献中题目、关键词、摘要、作者等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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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工具与参数设置 

CiteSpace 软件包含关键词共现图谱、突显词探测、合作图谱等多功能图谱，可以识别科学文献趋势，

进行研究热点分析和与未来研究趋势[4]。因此，我们利用 CiteSpace6.1.R2 软件绘制图谱进行可视化分析，

可直观展现出大学本科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教学发展趋势。 
CiteSpace6.1.R2 参数设计：Time Slicing (时间切片)为 2013 年 1 月~2022 年 9 月，Years Per slice (时

间切片)为 1 年；Node Types (节点类型)为 keyword (关键词)；Pruning (修剪方式)为 pathfinder (路径找寻)
和 pruning sliced networks (每个网络)。根据以上设置进行可视化分析，呈现出关键词的共现、聚类、突

现等知识图谱。 

3. 大学本科医学检验技术教学研究结果 

3.1. 教学研究文献数量与年度分布结果 

根据 CNKI 数据库检索结果，整理出大学本科医学检验技术教学研究文献的年度分布(见图 1)。图

1 中，年度发文量总体趋势呈上升趋势，其中，2019 年教学研究文献发文量达到最大。根据发表年份和

年度发文量的关系，可以将大学本科医学检验技术教学发文量分为两个阶段：2013 年~2019 年为第一个

阶段，该阶段的教学研究每年发文量呈稳定上升；2019~2022 年为第二阶段，该阶段的教学研究每年发

文量较稳定，其中 2022 年研究时长只有 9 个月发文信息，该年份发文量参考意义不大。 
2013 年秋季正式招生大本科四年制医学检验技术专业[5]，并作为医学检验技术教学第一年，从 2013

年~2019 年大学本科对医学检验技术的教学研究不断探索，对大学本科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教学目的不断

的改善，为社会输出技术型、应用型和创新型医学检验高级人才。因此，2013 年~2019 年大学本科医学

检验技术教学研究发文量呈稳定上升趋势。从 2019 年后教学研究年度发文量虽然没有增加，但年度发文

量比较大。更有趣的是，在后疫情时代，2020 年~2021 年年度发文量呈轻微上升，表明在 2019 年末新冠

肺炎疫情爆发后，对人们生活造成极大影响，而医学检验技术人员作为防控疫情关键成员之一，承担着

人们日常的核酸检测工作，此外，还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问题。同样，作为大学本科医学检验技术专业

教育者也面临着如何教学、怎么教学问题，为社会培养一批与后疫情时代相符合的技术型、应用型和创

新型检验人员。因此，2020 年~2021 年教学发文量处于一种轻微上升状态。 
 

 
Figure 1. The number of annual publications of undergraduate medical laboratory tech-
nology teaching research from 2013 to 2022 
图 1. 2013~2022 年大学本科医学检验技术教学研究的年度发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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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是对一篇文献的主题的高度概括和集中描述，因此，分析某领域文献关键词所出现次数可以

揭示该领域的热点[6]。本文通过 CiteSpace6.1.R2 软件对 438 篇文献的关键词进行可视化分析，得到医学

检验技术教学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见图 2)，以及关键词共现次数列表前十的信息表(见表 1)。在图 2 中，

每一个节点代表一个关键词，关键词节点越大，表达出现频次越大；两节点连线，表示关键词具有共现

关系，且连线越粗，表示关键词共现频次越大；节点颜色代表关键词所出现年份。 
由图 2 可以看出，“教学改革”节点最大，其次排序是“医学检验”、“实验教学”、“人才培养”、

“实践教学”、“教学”等。除去医学检验技术相关专业名词外，并将存在相近包含关系的名词汇总后，

可以得到三个高频关键词：“教学改革”、“实践教学”、“人才培养”。 
 
Table 1. Top ten information table of keyword frequency (N ≥ 10) 
表 1. 关键词出现频次前十的信息表(N ≥ 10) 

序号 关键词 词频 中介中心度 出现年份 

1 教学改革 73 0.37 2013 

2 医学检验 72 0.55 2013 

3 实验教学 38 0.13 2014 

4 人才培养 20 0.11 2014 

5 实践教学 18 0.08 2013 

6 教学 17 0.12 2014 

7 临床实习 15 0.14 2013 

8 教学方法 14 0.07 2013 

9 教学模式 12 0.07 2016 

10 课程思政 10 0.07 2021 
 

 
Figure 2. Co-occurrence map of keywords in medical laboratory technology teaching research 
图 2. 医学检验技术教学研究关键词共现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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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中心性数值越大表明关键词的中心性越强，中心性越强的关键词在共现图中的“媒介”作用就越

大，也说明它们是学者们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7]。在表 1 中，可看到关键词、词频、中介中心度和出现

年份，其中，中介中心数值大于 0.1 的关键词：“医学检验”的中心性是 0.55，“教学改革”的中心性

是 0.37，“临床实习”是 0.14，“实验教学”是 0.13，“教学”是 0.12，“人才培养”是 0.11，它们所

出现的年份都在 2013 年~2014 年，则说明教学改革、临床实习、实验教学和人才培养是从大本科四年制

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招生开始到目前为止，一直是教学研究的热点主题。 

3.3. 关键词聚类分析 

在关键词共现图谱基础上，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获得医学检验技术教学研究的关键词聚类网络图

谱(见图 3)；采用 LLR (Log-likelihood-ratio)方法得到关键词聚类列表(见表 2)。医学检验技术教学研究的

关键词聚类网络图谱中模板 Q 值为 0.6648 > 0.3，平均轮廓分数 S 值为 0.9226 > 0.7，表明聚类有效，聚

类可信度高[8]。 
图 3 展现出医学检验技术教学研究关键词形成 11 个聚类，聚类区域内各关键词之间联系紧密，表明

聚类的相关性强。表 2 列出每一种聚类所包含的关键词。通过表 2 和图 3，总结出医学检验技术教学研

究的主要热点领域有 3 个：医学检验技术教学改革研究有#1 教学改革、#2 教学方法、#7 课程思政、#9
教育改革；医学检验技术实践教学研究有#0 实践教学、#3 实习、#6 实验教学、#8 临床实习；医学检验

技术人才培养研究有#5 人才培养、#4 培养模式、#10 综合素质。因此，教学改革、实践教学、人才培养

是近几年医学检验技术教学研究的主要方向，该专业的教学目的涉及到教学基础研究和教学应用研究，

这说明高校在医学检验检验技术专业上，高度重视通过什么样教学改革和如何加强实践教学的问题，从

而培养一批与当今社会需求相符合的技术型、应用型和创新型检验人员。 
 

 
Figure 3. Clustering diagram of keywords in medical laboratory technology teaching research 
图 3. 医学检验技术教学研究关键词聚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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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Keywords clustering information of medical laboratory technology teaching research 
表 2. 医学检验技术教学研究关键词聚类信息 

聚类值 ID 节点数 聚类轮廓(S) 聚类标签 主要关键词 

#0 34 0.982 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实践；创新；医学教育；课程改革 

#1 33 0.861 教学改革 教学模式；教学改革；线上教学；教学；翻转课堂 

#2 24 0.916 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学生；培养方案；临床思维；医科 

#3 19 0.92 实习 带教；实习；教学；检验技术；医学 

#4 16 0.94 培养模式 培养目标；四年制；课程体系；培养模式；实习培训 

#5 14 0.889 人才培养 人才培养；专业建设；医学；医学检验；就业 

#6 14 0.91 实验教学 临床检验；实验教学；实验；虚拟仿真实验；课程成绩 

#7 9 0.991 课程思政 课程思政；立德树人；实践能力；专业技能；实践 

#8 9 0.973 临床实习 临床实习；对策；实习；主要问题；同质化 

#9 8 0.831 教育改革 教育改革；创新创业；创新；教育；形成性评价 

#10 3 0.994 综合素质 综合素质；价值观；路径；思政教育；专业教育 

3.4. 关键词突现分析 

关键词突现是指在一段时间内该关键词的出现频率显著增加，可以表明在某一段时间节点内的研究

趋势、热点以及前沿动态等发展情况[9]。医学检验技术教学研究关键词突现分析得到 8 个突现词(见图

4)。在图 4 中，绿色长条表示关键词出现频率不明显或没有出现，红色部分代表关键词在当年突现。由

图 4 可知，有 8 个突现词，其中“线上教学”突现度最大，其次为“四年制”。将 8 个突现词所出现年

份和结束年份可分为 2 个阶段：2013 年~2018 年为第一阶段，该阶段从 2013 年秋季正式招生大本科四年

制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时[5]，医学检验技术教学研究围绕“教学方法”、“四年制”、“培养目标”、“改

革”等高频关键词对教学探索，特别是“四年制”关键词突现度是该阶段最大突现度，反映出了该阶段

的教学研究热点；2020 年~2022 年为第二阶段，该阶段时期处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和后疫情时代，为了

很好的适应该阶段教学目的，医学检验技术教学研究围绕“线上教学”、“实习”、“虚拟仿真”等高

频关键词对教学探索，这些关键词表明了当今医学检验技术教学研究领域的热点和趋势，尤其是“线上

教学”成为该阶段最大突现度，最能体现出当今教学特点和教学变化。 
“四年制”是指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学制为四年，以前是五年制的医学检验，但它们区别较大(见表 3)。

医学检验是医学检验技术的之前的专业名字，然而，医学检验学制为五年制，授予医学学士，在我国最

早出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培养检验医师为目标。检验医师既掌握检验技术，又熟悉临床工作的复合

型人才[10]。然而，在现实工作中，很多医院并没有设定检验医师的岗位，与此同时，医学检验专业在学

科分类中也被列入医学技术类，与培养目标明显冲突。因此，自 2012 年国家教育部将五年制医学检验专

业改为四年制医学检验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由原来的“医学高级人才”改为实践能力强、具有一定

科研潜能的“应用型医学检验专门人才”[11]。五年制的医学检验以培养检验医师为目标，而四年制的医

学检验以技术培养为目标。更有趣的是，2021 年 8 月 9 日，教育部官网公示《2021 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专业申报材料公示》，其中有中国医科大学、重庆医科大学、温州医科大学、河北医科大学、江苏大

学等五所知名申请设置本科五年制临床检验诊断学，并归属临床医学类，学位授予医学门类。临床检验

诊断学本科专业是在保留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所新增的专业，以培养检验医师为目标。目前，对于临床检

验诊断学新增专业尚未成为现实，但检验医师人才培养是未来一种必然的趋势，也是一种行业发展需求

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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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Professional differences in medical laboratory technology 
表 3. 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区别 

 医学检验 医学检验技术 临床检验诊断学(未来？) 

学制 五年制 四年制 五年制 

学士学位 医学学士学位 理学学士学位 医学学士学位 

出现时间 20 世纪 80 年代 2012 年 2021 年 

培养方向 检验医师 检验技师 检验医师 

备注  取消医学检验，改为医学检验技术 保留医学检验技术，新增临床检验诊断学 
 

 
Figure 4. Keywords outburst diagram of medical laboratory technology teach-
ing research 
图 4. 医学检验技术教学研究关键词突现图 

4. 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运用 CiteSpace 6.1.R2 对大学本科医学检验技术自 2013 年开始进行招生工作[12]到 2022
年来以“医学检验技术”和“教学”为主题的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发现： 

医学检验技术年份发文量呈总体上升趋势，则说明医学检验技术教学目的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探索，

为医院、检验相关企业及研究机构对医学检验技术需求层次而不断相接，逐渐贯穿“产学研”模式。在

关键词突现分析结果中，“四年制”、“线上教学”这两个突现词突现度较大，也最能代表所出现年份

该专业教学研究热点和时代特点，尤其是 2020 年所出现“线上教学”关键词，线上教学模式是今后教学

发展必然趋势。在关键词共现分析中，我们通过归纳总结频次出现前十的关键词得出，医学检验技术教

学研究主要从“教学改革”、“实践教学”、“人才培养”这三个方面进行教学研究，与关键词共现分

析一致的是，在关键词聚类分析结果中，对医学检验技术教学研究关键词形成 11 个聚类进行归纳总结，

可以得出医学检验技术教学改革、实践教学、人才培养。因此，基于关键词共现和关键词聚类分析结果，

我们得到了医学检验技术教学研究重点、教学研究发展趋势和教学前沿热点，其中“教学改革”、“实

践教学”、“人才培养”是当今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教学研究热点和教学重点。 
医学检验技术教学研究由单一传统教学模式逐步走向多元化教学模式，丰富了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

教学内容、实践教学形式，紧紧围绕社会需求，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在教学内容方面，医学检验技

术教学不断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如临床微生物学检验技术[13]、临床免疫学检验技术[14] [15]、临床

生物化学检验技术[16]、临床基础检验学技术[17]等专业课程；在教学模式和教学手段方面，医学检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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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教学不断结合时代特点，利用“线上教学”模式、“虚拟仿真”技术手段等，弥补了传统教学不足，

同时也做好新冠疫情防控要求。近年来，各高校不断看重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实践教学，尤其是临床检验

技能大赛模式拿入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建设或学科建设[18] [19]，培养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学生实践能力。

此外，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在“人才培养”方案不断结合实际生活，提出了“校企协同”培养[20]、“产教

融合”[21]等。由此可见，在医学检验技术教学研究中，要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敢于突破传统的教学模

式限制，才能在未来的教学道路上走的更远。 

5. 展望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国家越来越重视公共卫生安全、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医学检验技术专

业在新冠病毒检测、疫情防控工作和保护人民健康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是社会公共卫生安全重要保障。

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人才培养是极其重要的，尤其是教学质量、教学方案可直接影响人才培养的质量。

因此，为了进一步提高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教学质量，强化专业技能训练，提升学生的职业素质，从而全

面提升医学检验技术专业人才培养，以达到“后疫情时代”背景下高端检验人才需求，本文基于上述研

究结果和“后疫情时代”背景下，提出“新教学理念”建议(见图 5)，即在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教学改革、

实践教学、人才培养方面引入“多元化混合教学”、“多元化实践教学”、“人才培养新模式”。 
 

 
Figure 5. New teaching concepts 
图 5. 新教学理念 

5.1. 多元化混合教学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在教育部“停课不停学”政策的推动下，高校全面组织开展了线上教学活动

[22]，使线上教学成为当时的主要教学手段。但是，这种教学手段缺乏教师的监督管理，学生容易出现懒

散松懈，教师教学质量难以保证等问题。而目前我国处于后疫情时代，所谓“后疫情时代”是指由于各

国人口流动等多种原因，疫情随时都可能小规模暴发，并出现时起时伏，而且迁延较长时间，对人们生

活、学习、工作等有着较远的影响[23]。在后疫情时代，既要保证教学质量，又要保证新冠疫情防控工作，

就需要“线上翻转课堂”和“线下金课建设”模式进行授课，即“双线融合”，同时结合 MOOC 平台教

学，形成多元化混合教学，打破传统单一教学模式，培养学生主动学习能力的教学模式。 
“双线融合”教学是以线上翻转课堂与线下金课建设同步进行。所谓翻转课堂是指通过借助现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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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技术手段预先录制授课视频来取代传统课堂知识讲授，并在网络上进行共享，要求学生课前自主观看

学习，然后利用课堂时间集中解决学生在观看视频时所产生的困惑和疑问，实现知识内化的一种教学形

态[24]。该教学模式有利于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同时有利于学生在学习上不受时间、地点、空间限制，

拥有更多的选择性和灵活性，并可以多次回看学习，查漏补缺，提高学习效率。因此，学生对线上翻转

课堂模式认可度较高，该模式能极大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度[25]。另外，“金课”建设是教育部实

施的一流课程建设，它是提升中国教学竞争力，实现人才培养可量化、可评价的具体落脚点，是高效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手段[26]。“金课”建设包括线上金课、线下金课、线上与线下混合式金课、社会

实践金课、虚拟仿真金课。线下教学恰是“线下金课”的主阵地、主渠道和主战场[27]。线下金课建设就

是打破传统线下教学模式，丰富教学手段，引导学生反思学习，注重课堂深度互相交流，使教学内容与

专业高度相关的同时，也要符合时代发展新趋势、新需求。 
MOOC 是指“大型开放式网路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其实质以互联网为支撑的网络

课程，能够不受教学地域和学生人数限制，同时也为学习者提供免费的、优质的课程资源[28]。MOOC
平台课程大多数采用动漫、图片等形式开展教学过程，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双线融合”教

学过程中，学生出现某个知识点困惑、难以理解的知识点和出现问题时不能当面解决的，学生可以通

MOOC 平台进行学习，不仅培养学生主动解决问题能力，同时也为学生以同一知识点用不同形式展现出，

让枯燥单一的抽象知识以生动形象具体化，使学生对知识更好理解。因此，在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教学改

革中，既要符合当代时代背景，也要保证教学的高质量，我们需要采用“双线融合”教学和 MOOC 平台

教学，实现多元化混合教学。 

5.2. 多元化实践教学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教学不仅注重把知识传授给学生，更要注重学生所学到的知识能在现

实生活去实践，让学生更好理解知识、应用知识。一直以来，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培养方案逐渐完善，如

实验教学拿入到课程成绩，培养方案增加了实习要求等，这揭示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教学越来越重视实践

教学。然而，医学检验技术学科本身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在该专业培养方案中实践教学起着重要的作用，

单纯靠实验教学和实习完成实践教学的目的是远远不够的。因此，结合当今时代背景，为了很好高质量

实践教学，我们有必要开展线上虚拟仿真教学平台和线下临床检验技能大赛培训模式，丰富实践教学形

式，形成多元化实践教学。 
虚拟仿真教学是指借助计算机技术、传感技术等进行的人机交互技术实现虚拟现实，并通过建模来

模拟真实的实验，从而达到实验的目的[29]。该教学平台相比传统的实验教学相比，具有不受时间和空间

限制优点。近年来，随着各种检验技术的不断发展，所用到仪器设备也逐渐变多，且更新速度快，导致

了高校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实验室设备更新较慢，脱离了现实生活实际应用；此外，一些形态学教学样

本影响了学生形态学教学质量，如放置陈旧的骨髓血片、外周血玻片、寄生虫玻片样本等。因此，虚拟

仿真教学平台构建符合当代教学理念，能够使学生充分熟悉最新的仪器设备，并且可以自主选择重复操

作练习，以增加实践操作能力；其次也能够改善形态学检验教学质量。 
以临床检验技能大赛培训模式为目标，让实践教学在教学培养方案中多样化。一项关于 2013~2016

级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学生和教师问卷调查发现，学生和教师对技能大赛持支持肯定的态度[30]。此外，近

几年来，我校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学生每年都参加“迈克杯”四川省大学生临床检验技能竞赛，都取得了

好的成绩，参赛同学在专业老师带领下，进行一段时间的培训学习，使同学掌握各实验实践技巧，并与

其他高校进行临床检验技能竞赛，但这种规模较小，不能保证每个学生都能有这个机会。因此，将“临

床检验技能大赛培训模式”并融入学生的日常实践教学，不仅能发挥竞赛模式的激励性，也能提高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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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能力和心理素质。 

5.3. 人才培养新模式 

人才培养重在适合当代社会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在当今社会下，人们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

各行各业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竞争，尤其是第三方医学检验技术市场快速崛起，市场需求出现改

变，但医学院校培养的医学检验人才模式变化不大，形式单一，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此外，当今所培养

医学检验人才知识结构单一[31]。因此，通过校企协同育人模式，满足市场需求，并结合多学科交叉融合

教学模式，培养出兼具医学基础知识、临床检验实践能力和前沿检验技术的高素质复合型检验人才[32]，
打破传统教学单一人才培养模式。 

校企协同育人模式是以现实社会需求为导向，以培养特殊技能人才为目标。医学检验技术属于应用

技术学科，在医院和第三方实验室这些单位的工作侧重点有较大差别，如医院的检验科常常含有临床检

验基础、微生物、免疫、生化等常见的检测项目，而第三实验室侧重全基因组测序、肿瘤检测、遗传疾

病检测、神经学检测[33]。因此，校企协同育人模式有必要在高校进行开展，以岗位需求为出发，培养实

际应用相契合的专业技能人才。此外，多学科交叉融合是医学检验专业发展的必由之路[32]。医学检验教

学培养人才不仅局限在医学检验专业知识培养，更要注重与相近的医学检验专业的学科交叉融合教学，

如卫生检验与检疫专业学科、生物技术专业学科、生物科学专业学科等，这些相近的医学检验专业学科

交叉融合能够培养一批具有前沿检验技术的高素质复合型检验人才。尤其在后疫情时代，这种教学模式

不仅弥补了医学检验人员缺乏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23]，也提升了医学检验在科研能力。 

6. 结语 

本文以中国知网数据库为文献检索数据对象，以“医学检验技术”和“教学”为主题，检索了近十

年来关于大学本科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教学研究领域的相关文献，通过检索和筛选，共获得 438 篇有效文

献，使用 CiteSpace 软件对文献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可视化分析，展示了大学本科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教学研

究的发展现状、热点和趋势，为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教学研究提供参考。此外，基于时代背景和医学检验

技术研究趋势，我们提出了“新教学理念”建议，希望该建议能够对医学检验技术专业进行全方位引导。 
然而，该文章也存在一定局限性，该文章纳入对象只局限中国知网数据库，未纳入国外期刊发表的

文章进行检索分析。未来研究可将 Web of Science 和 hubMed 等数据库纳入分析范畴，扩大研究范围，对

比国内外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教学研究趋势和热点，不断提升医学检验技术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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