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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十年来，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传统的教学模式、授课内容和就业导向已不能满足新

时代的需要，医学检验技术专业迫切需求进行一场深刻的教学改革。浙江树人学院充分分析了新时代对

医学检验人才的要求，在仪器更新、培养方案、实训中心的建立及实习制度等方面都进行了优化和完善。

本文现以浙江树人学院医学检验技术专业为例，阐述新时代背景下医学检验技术的教学改革措施，为本

专业的教学改革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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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ast decade, the major of medical laboratory technology has undergone great changes. The 
conventional teaching mode, content, and employment orientation no longer meet the needs of 
the new era, which calls for a profound teaching reform urgently. Zhejiang Shuren University fully 
has analyzed the new era’s requirement for high-quality talents in medical laboratory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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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ing achievements in the updating of instruments, optimization of the training program, and 
establishment of training center and improvement of the practice system. Taking the medical la-
boratory technology of Zhejiang Shuren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on the 
teaching reform measures of the major in the new era, providing new thoughts for further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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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医学检验技术是一门研究疾病指标的学科，其通过对指标的分析判断人体的健康程度，在疾病的预

防、诊断、治疗及发病机理的研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过去，医学检验专业的培养目标是熟练各项医

学检验技术，具备临床医学背景，能在医院、保健院、卫生所、防疫部门等国家医疗体系工作的检验医

师。然而，随着新政策的颁布，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学科定位已发生变化，就业口径有了较大的变动。

与此同时，第三方检验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成长壮大，医学检验行业进入了一个技术新、规范新、就业新、

产业蓬勃发展的新时代，需要大量具备多种检验技能的复合型检验英才。传统的培养计划已不再适应新

时代的要求，迫切需要从源头上进行教学改革。 

2. 新时代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特点 

2.1. 政策的变化  

根据教育部颁布的新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自 2012 年起“医学检验”专业更名为“医

学检验技术”专业，学制由五年改为四年，学位由医学学士改授理学学士[1]。这意味着，医学检验技术

专业更重视学生的技术水平，培养目标由“医学高级人才”向“检验应用人才”转变。为了进一步明确

学科定位，2014 年国家颁布了《医师资格考试报名资格规定(2014 版)》，指出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本科生

不再具备参加职业医师考试的资格，促使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培养目标由“检验医师”向“检验技师”

转变[2]。这些变动使学生进入医院的通道骤然变窄，然而，学生和家长的就业意愿仍局限于医院检验科，

随着省市各级医疗机构检验人才的饱和，不及时对培养方案做出调整，社会将承载巨大的就业压力。 

2.2. 医学检验产业链日趋完善 

由于体外诊断蓬勃发展，医学检验上下游产业链日趋完善，形成了较大的人才真空，就业岗位呈现

多样化，亟需能够适应多种岗位的复合应用型人才(图 1) [3]。医学检验产业链上游主要包括检验仪器、

试剂生产企业，仪器生产企业需要具备工科背景，熟练仪器的操作、维护及生产的工程师类人才，而试

剂生产企业则需要具备生物学背景，并具有一定科研能力的创新型人才。医学检验产业链中游主要包括

医院检验科及第三方独立医学实验室(Independent Clinical Laboratory, ICL)等检验机构，需要具备生化、

免疫、病理等学科背景，熟练各类医学检验项目的应用型人才[4]。医学检验产业链下游主要为各类医疗

服务机构，包括医院、防疫部门及卫生院等，从业检验人员需具备较好的沟通技巧及检验报告解释水平。

然而，传统的培养计划过于注重医院检验科，学生缺乏产业链其他岗位所需的职业素养，导致检验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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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就业难、用人难的两难局面。因此，如何调整培育计划，使学生能适应产业链各个岗位的工作，

为我国医学检验行业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是医学检验技术教学改革的重中之重[5]。 
 

 
Figure 1. Medical testing industry industrial chain 
图 1. 医学检验行业产业链 

2.3. 医学检验行业的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医学检验行业也呈现出惊人的变化。 
首先，医学检验仪器更新换代速度快，检验手段由手工法向半自动法、全自动法转变，呈现出自动

化的特点。与此同时，检验项目的种类和数目呈爆发性增加，表现出集约化、规模化趋势。 
其次，医学检验实验室引入 ISO15189、ISO17025 或 CAP 等实验室标准，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实验室

质控和管理手段，医学检验实验室日趋规范化、标准化[6]。 
同时，病理学、形态学、血液学部分检验项目专业性强、检验难度大，难以通过检验仪器实现精准

的监测，熟练这些检验项目的人才至今仍较为稀缺。 
可见，医学检验行业将向着自动化、标准化、信息化、规范化和临床化发展，检验技术专业学生应

匹配相应的职业技能和素养，才能适应新时代的需求[7]。 

3. 医学检验技术现行培养目标的不足 

医学检验行业蓬勃发展，从仪器、项目、规模上都经历了多次更新迭代，然而，以院校为主体的培

养单位难以跟上检验行业发展的速度，培养目标与行业需求产生了一定的错位(图 2)。 
第一，医学检验行业所用仪器多为自动化仪器，价格昂贵且更新换代的速度较快，出于教学成本的

考虑，学校配备的通常为适应手工法操作的低成本仪器或半自动化仪器，使学生所学与行业所需不匹配，

增加了就业难度。 
第二，学校医学检验实验室不重视实验室质控和实验室管理，学生操作缺乏规范性，无法签发合规、

合格、准确的检验报告。 
第三，病理学检验、形态学检验、血液学检验、检验仪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紧缺，但学生实验以常

规性、基础性实验为主，难以培育这些领域的专门人才[8]。 
第四，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就业导向仍以进入医院检验科为优先，不符合行业发展需求[9]。一方面，

医院检验科趋于饱和，而上下游产业仍有较大的岗位缺口，就业导向应适时调整，另一方面，学生所学

技能仍无法满足 IVD，ICL 等岗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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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Shortcomings in the current training objectives of the medical laboratory technology major 
图 2. 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现行培养目标的不足 

4. 医学检验技术教学改革措施 

为了满足新时代的要求，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培养目标应为具备医学、生物学、工学等多学科背景，

具有开拓精神和创新能力，能适应医学检验产业链发展的复合应用型人才，医学检验技术专业需要从源

头上进行教学改革[10]。浙江树人学院充分分析了新时代对医学检验人才的要求，在仪器更新、培养方案、

实训中心的建立及实习制度等方面都进行了优化和完善，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学生获得浙江大学附属医院、

树兰医学院、迪安检验、深圳迈瑞等企事业单位的高度赞赏。现以浙江树人学院医学检验技术专业为例，

阐述新时代背景下医学检验技术的教学改革措施(图 3)。 
 

 
Figure 3. Training of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talents in medical testing technology 
图 3. 医学检验技术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 

4.1. 组建四方教学团队 

学校、医院、ICL 企业和仪器试剂厂商共同组建一支高质量的教学团队：校内人员以“双师双能型”

教师为主，医院人员以检验科骨干为主，ICL 企业以迪安诊断、华大基因、凯普生物等龙头行业为优先，

仪器试剂厂商以深圳迈瑞、湖南湘仪的高级工程师为主。团队秉持“共同设计、共同建设、共同管理、

共同评价”的原则，在培养方案、专业课程设置、师资建设、实训实习等领域携手共建，以培养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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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面广，能适应多种工作岗位的复合应用型人才。 

4.2. 优化培养方案 

医学检验技术涉及医学、工学、理学等多门学科，包含医学检验、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等多项技

术，培养方案应体现多学科背景，以培养宽视野的交叉学科人才[11]。同时，医学检验技术以医学为基础，

以检验学为主轴，强调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遗传学、免疫学、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等重点学科，以

培养厚基础的医学应用人才。我校本着“厚基础、宽视野、强技术”的培养理念，打造了覆盖检验学专

业课程、医学基础课程、数理公共课程及特色选修课程的授课体系(图 4)。 
 

 
Figure 4. Curriculum system of medical laboratory technology major 
图 4. 医学检验技术专业课程体系 

4.2.1. 公共基础平台课程 
公共基础平台课程分为思政、军体、劳动与教育、创新创业与心理健康、外语、计算机、自然科学

7 大板块，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基本人文素养及创新精神的新时代人才，体现“厚基础、

宽口径”的育人理念。自然科学板块包括医用高等数学、医用物理学及医用化学，使学生掌握基础的医

学数理逻辑，有利于学生创新思维的养成。 

4.2.2. 学科基础平台课程 
学科基础平台课程包括药理学、病理学与病理生物学、生理学、正常人体学、细胞生物学、生物化

学与分子生物学、病原生物学、医学遗传学、医学免疫学、医学统计学。这些课程既涵盖了与临床从业

者息息相关的人体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等学科，又包含了第三方检验的热门技术，如医学遗传

学、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为后续专业课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2.3. 专业基础平台课程(重点) 
专业基础平台课程分为三部分，分别是临床检验技术、检验仪器与报告、实验室管理与法规，学习

内容包括概念与规章，检验仪器的认识与操作，检验的项目与指标，报告的撰写与评价。课程按理论课

与实验课 1:1 课时配置，既培养检验思维，又重视检验技术手段。 
临床检验技术包括临床病理学检验技术、临床基础检验技术、临床血液学检验技术、临床输血学检

验技术、临床分子生物学检验技术、临床免疫学检验技术、临床微生物检验技术、临床生物化学检验技

术等专业课程。这些课程不仅锻炼了学生的操作能力，提升了学生的临床检验技能，更重要的是，通过

阐述检验指标与疾病的联系，锻炼了学生解释检验报告的能力。出具并分析检验报告是每一位医学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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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专业学生必不可缺的专业技能，是检验行业创新的基础，对医学检验全行业都具有重要的助益作用。 
检验仪器与报告包括临床检验仪器与技术、体液细胞学图文报告等课程，通过学习仪器的使用、维

修与保养，使学生具备从事仪器工程师的兴趣与能力，通过图文报告的正确书写，使学生具备医院检验

科所需的检验技能。 
实验室管理与法规包括临床实验室质量控制与管理、IVD 法规原理概论、临床医学概论、医学检验

技术导论等课程，一方面增进学生对实验室标准操作的认识，另一方面使学生掌握医学检验技术行业的

基础知识，开拓学生就业的视野，让学生放眼于医学检验全行业进行就业选择。 

4.2.4. 专业选修课程 
专业选修课程包括医学心理学、医患沟通、医学信息检索与论文写作、生物信息学、医学科研设计、

医学伦理学、医学人文修养、医学检验技术专业英语、流行病学、社会医学与医学史、数字医学等课程，

注重医学人文素养的养成。 

4.3. 创新授课方式 

授课教师的选择。根据课程的偏向性，采用“1 + 1”组合模式选择授课教师。如临床基础检验技术、

临床血液学检验技术、体液细胞学图文报告等临床相关性高的课程由 1 名医院检验科人员 + 1 名校内教

师组成教学团队，临床检验仪器与技术由 1 名仪器工程师 + 1 名校内教师任教，IVD 法规原理概论等课

程由 1 名第三方检测公司 + 1 名校内教师任教，实现教师库的多元化、专业化及导向化。 
课程内容的甄选。课程内容由教研组讨论通过，手工法操作与自动化仪器的使用并行，重视检验结

果的判读。以临床血液学检验技术为例，授课内容既包括血细胞染色、涂片等手工法操作，又包括自动

推片机的使用，课程内容的重点在于血细胞的识别及疾病的判断，包括正常血细胞形态学检验、贫血骨

髓象观察、白血病形态观察等疾病相关形态学观察。同时，注重培养病理学、形态学、血液学等方向的

专门技术人才，以解决此类人才缺口问题。 
 

 
Figure 5. Expansion of the teaching resource library for medical laboratory technology professional courses 
图 5. 医学检验技术专业课教学资源库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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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资源的拓展。配备满足全国职业院校形态学在线大赛要求的形态学教学及能力评价系统。系统

集形态资源库、形态教学、形态自评、形态考试、形态评价为一体，满足学生在线学习，教师线上考核

的需求，促进学生形态学能力的提升；配备满足全国大学生形态在线大赛的切片分类计数与分析软件。

系统具有教学、练习、考试(大赛)等多个功能模块，促进学生阅片审片能力的提升；配备医学检验技术专

业试题库，包含生化、临检、微生物、免疫、血检、寄生虫等题库，并搭载益智类医学检验小游戏，如

细胞消消乐游戏、细胞分类游戏、细胞画图游戏等，让学生寓学于玩，提高学习兴趣(图 5)；构建医学检

验技术虚拟仿真库，将难以在教学实验室进行的病毒定量检测、抗原抗体检测、病原体的分离与培养等

项目，或对医学检验技术至关重要的全自动生化免疫分析、全自动血细胞分析、病理学检验等项目以虚

拟仿真的形式进行线上教学，加深对这些项目的理解，并促进操作技能的提高。 

4.4. 打造高质量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联合医学检验行业龙头企业，打造高质量产教融合基地：联合深圳迈瑞，打造集全自动血液分析流

水线、全自动尿液分析系统、全自动生化免疫流水线、Lis 系统等高端检验仪器设备的医学检验技术实训

中心，培养具备扎实医学检验技术的应用型人才；联合舜宇光学，打造显微互动信息化实训中心，进行

虚拟仿真及在线学习，培养形态学、血液学专门人才；打造生物化学与微生物学联合实训中心，配备 Q-PCR、
流式细胞仪、自动微生物分析系统等高精尖仪器，培养学生的生物学技能及生物安全意识；依托“浙江

省污染暴露与健康干预重点实验室(培育)”，开展环境健康与医学检验技术的交叉性课题，培养具有科研

思维的创新人才(图 6)。 
 

 
Figure 6. The creation of a high-quality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ed training base 
图 6. 高质量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的打造 

 
根据医学检验行业的需求组建高质量的产教融合团队，共同制定实验、实训和实习的执行方案，推

进专业课程共建。一方面，学校整合平台资源，建设具备软件系统和硬件设施的校内创新型医学检验实

训基地，校企深化合作共建，积极推进产教融合的项目进展，建成人才培养示范、技术研发、实训运营、

产教融合的基地，培养学生应用实践能力。另一方面，校企医共建校外实习基地，引导学生到专门的检

验岗位上进行生产实践和应用研究，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让学生在多岗位的实习轮转中，掌握医学检

验行业所需的职业素养。同时，产教融合团队创新管理模式，对学生实行“学生 + 员工”双重身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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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实双师指导，建立完善的基地考核评价体系，努力提高“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实效，形成校企双向

投入的协同育人长效机制。 

4.5. 实习示范 

在医院检验科实习能学到更全面的检验技术，更深刻地理解医学检验与临床的关系，在医院实习过

的学生也更受医院、第三方检验机构、仪器厂商等医学检验行业上下游企业的欢迎。因此，医学检验技

术专业依托附属医院开展为期一年的毕业实习。 

4.5.1. 实习内容及时间安排 
根据医院检验科各科室实习内容的重要性及复杂性，学校及医院双方共同制定了实习大纲：临床基

础检验技术实习 12 周，临床生物化学检验技术 8 周，临床免疫学检验技术 8 周，临床微生物检验技术

10 周，临床分子生物学检验技术 2 周，临床输血学检验技术 2 周，门急诊检验 4 周，共计实习时长 46
周。通过毕业实习，使学生能熟练掌握基础医学检验操作技能，具备一定水平的医学检验记录书写能力，

了解医学检验指挥系统及其管理方法，具备成为新时代高级医学检验人才的潜质。 

4.5.2. 组织管理保障 
毕业实习在学校和所在实习医院的双重领导下实施。 
学校负责安排毕业实习工作，并指派专门的生活教师检查实习大纲的贯彻、落实情况，按期进行巡

回教学检查和考核，及时总结和交流实习经验，解决实习中出现的意外事件。此外，学校要经常深入实

习医院，及时掌握学生的思想、学习动态，配合实习单位共同做好实习生的管理工作。 
实习单位做好实习生的安置工作、实习安排及政治思想工作，各科室指定一名高年资、高学历人员

全面负责带教任务，组织学生参加各种专题讲座、医学检验查房、病例讨论等学术活动。各科组织理论

考核和操作技能考核，并及时掌握实习生的思想学习动态，检查实习大纲的完成情况。 

4.5.3. 毕业实习考核及成绩评定 
实习成绩按平时成绩:理论成绩:技能操作成绩 = 4:3:3 组成。实习生在每科出科前，登记好在该科实

习过程中参加小讲课、病例讨论、教学检查等活动与完成各种操作的情况后，由带教老师进行考核和批

阅，出具平时成绩。 

4.6. 重视人文思政 

在传授知识和技能的同时，要关心学生的身心健康和良好思想品质的养成，给予学生人文关怀和思

政教育。 
就业引导。邀请医学检验行业领袖，定期开展医学检验就业专题研讨会，拓宽学生的就业视野，发

掘学生的兴趣点，缓解学生的就业焦虑。 
心理健康辅导。采用一对一沟通和集体活动的方式，定期进行心理健康辅导或情绪疗愈，积极关注

学生的心理情况，了解学生的困惑，解决学生的难题。 
思政教育。将思政教育融于课堂，在平时学习中让学生体会生物安全的重要性，体会专注和爱岗敬

业的力量；了解医患纠纷产生的原因，学会沟通与疏导他人情绪。 

5. 总结 

近十年来，医学检验技术专业从政策、行业的发展、社会的需求等方面都经历了变化，传统的教学

模式、教学内容和就业导向已不能满足新时代的需要，医学检验技术实行教学改革势在必行。首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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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学仪器、内容和实验室标准进行升级，培养学生的现代化视野。其次，应重视医学检验行业其他就

业岗位，设置相应的课程，培养适用面更广、能力更全面的复合应用型人才。同时，应与医院检验科进

行深度的交流合作，背靠医院资源，培养具有临床学科基础的医学人才。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学生知识、

技能、视野和素质的全面提高，使学生成长为适应新时代需求的检验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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