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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era, the existing medical technology education model can’t meet the urgent needs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nation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healthy society, which are 
the talents in the whole medical technology industry chain. Considering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for the training of new medical technology professionals, we ex-
plored the integrated education model with PBL teaching, flipping classroom and in-class frontier 
innovation experiment. We treated POCT Point-of-Care Testing course as the center, took good 
advantages of maker-space in college, university-enterprise joint iPOCT creative and innovative 
demonstration base, and key laboratory of the Education Ministry. We found a way to cultivate 
innovative talents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medical technology education, which was oriented by 
the practical demand of talents and could be popularized eas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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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代背景下，现有医学技术教育模式不能满足教育现代化以及国家创新发展、健康社会对于医学技术

全产业链人才的迫切需求。我们结合重庆医科大学对于新增设的医学技术专业的人才培养新要求，以专

业核心课程《POCT即时即地检测》为中心，充分利用学院众创空间、校企联合iPOCT创新创业示范基地、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优势资源，构建PBL教学、翻转课堂和课内前沿创新实验的融合教育模式。探索出

一条以实际人才需求为导向、易于推广的“医学技术”教育现代化创新人才培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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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促进了人类的发展并决定了人类的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教育占据国家优先发

展战略地位[1]。教育现代化建设被党中央、国务院列入重大战略部署[2]，作为国家现代化的支撑和引领，

其新的要求和目标也应运而生。在“双创”和“双一流”学科建设如火如荼之时，重庆医科大学对于医

学技术学科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以适应和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求。2011 年，医学检验、医学影像、

康复治疗等专业纳入一级学科“医学技术”。我校在原有国家重点学科临床检验诊断学医学专业的基础

上，新增设了医学检验技术理学专业。然而，“医学技术”过去的教育培养方案最终目标仅局限于培养

能够紧密配合临床医生医疗服务工作的技术人才。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来临赋予了教育现

代化建设新的内涵。同时，以医学检验体外诊断行业(IVD, In-Vitro Diagnostics)为代表的医学技术产业作

为朝阳行业迅速崛起，相应的产品(包括 POCT 即时即地检测产品)能够广泛应用于疾病预防、诊断、治

疗检测、后期观察、健康评价、遗传疾病预测等，医学检验技术在国家医疗改革和全民健康保障体系的

发展中发挥重要核心作用[3]。国家创新发展、健康社会的新时代召唤着临床检验、技术研发、市场服务

的医学检验技术全产业链人才。显而易见，过去的教育培养方案完全不能满足当前的人才需求[4] [5]。 
本文拟立足医学技术中的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核心课程《POCT 即时即地检测》新课建设，以高校毕

业生更高质量就业为导向，解决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学生在培养过程中的两大问题：1) 学生对现代医学检

验技术人才的角色定位和社会需求不明确，对于现代医学检验技术的认识不充分，学习兴趣不够浓、主

动性不够高；2) 学生对科学前沿交叉技术决定现代医学检验的发展意识不够强，创新思维和实践动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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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缺乏。依托学院众创空间、校企联合 iPOCT 创新创业示范基地、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通过 PBL 教学设

计、翻转课堂和课内前沿创新实验的融合教育模式，探索新时代“医学技术”教育现代化建设创新模式。

让学生明确本专业的人才定位和社会需求，深入了解科学前沿交叉技术，进一步培养他们学习兴趣和主

动性以及创新思维和实践动手能力，从而为他们走出校门成为国家和社会中坚力量打下良好基础[6] [7]。 

2. 现状 

统计重庆医科大学检验医学院 2010~2013 年入学的医学检验技术本科专业学生的就业情况(2012 年

按照教育部要求原医学检验专业五年制医学专业改为医学检验技术四年制理学专业招生)，截止 2018 年 1
月，学生的就业类型如图 1 所示。可以看出四个年级学生的就业方向还是以临床检验师为主，占到总人

数的 58%，公司技术员占 40%，销售人员和技术支持人员分别占 1%。其中医院检验师在最高峰年份占

到本专业同年级总人数的 91%。涉及医学检验全产业链中技术研发和市场服务的就业人数仍然偏少。与

之相矛盾的是，随着国家创新发展、健康社会的新发展对医学检验技术全产业链人才需求日益增多。 
 

 
Figure 1. Employment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medical examination technology in 2010-2013 
图 1. 2010~2013 年入学的医学检验技术本科专业学生的就业情况 
 

基于以上突出问题，我院综合分析自身优势：学院有临床生物化学、临床血液学、实验诊断学、临

床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生物分析化学、临床检验仪器学等教研室和临床检验诊断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有化学、生物学、医学检验、临床医学背景和学缘结构的高水平专业师资队伍，现有教授 23 人(博士生

导师 17 名)、副教授 11 人，教师中 70%以上具有博士学位，45 岁以下中青年骨干教师占 40%。在自身

优势的基础上，又打造了虫虫医客众创空间，并与企业联合开发 iPOCT 创新创业示范基地，逐步搭建起

教育现代化创新人才培养平台。但是在前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平台与虫虫医客众创空间是相对独立发

展，学生凭兴趣自愿参与实验室科研活动或者创业教育活动，活动的受众较分散且平均受众面小：以众

创空间“虫虫医客”为例，每个年级学生参与人数约少于 20名，占每个年级总人数130~160名的12.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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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多数学生在面临选择实习方向和后期就业方向时，会有一定的困惑：他们没有经历过岗位实践，

不知道自已真正适合哪一个类型的岗位。如何整合学院众创空间、校企联合创新创业示范基地、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的优势资源，充分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提高学生创新能力是目前教育现代化创新人才

培养体系亟待解决的问题。 
新设《POCT 即时即地检测》课程是我院教育现代化创新人才培养课程体系改革的重要一步。《POCT

即时即地检测》课程是检验医学院专业核心课，“POCT 即时即地检测”也是医学检验技术全产业链的

核心内容之一。根据学院新的人才培养方案，学生将在三年级的时候学习这门课程，此时学生完成了前

两年的基础课学习，进入到专业核心课程学习阶段，初步具备相关专业的初级技能、专业思想和一定的

专业认同感，对一年后进入实习岗位的前景满怀憧憬，同时也开始思考和制订自己的就业计划。本课程

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学生更好的进行实习和就业方向的选择：学生参与课程中 PBL 教学设计、翻转课堂和

课内前沿创新实验的融合教育模式下的各个环节，在培养他们创新思维和敏锐观察力的同时，也让他们

了解自已的兴趣和能力，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方向。而课程实施过程中形成性评价体系也将进一步检测

学生在本课程中的收获情况。 

3. “医学技术”教育现代化建设创新模式探索 

3.1. 前期基础 

本课程在我院以往《生物传感技术》为主的课程基础上建立起来，已经积累了如 PBL 教学等丰富的

教学经验和方法，并且效果明显。我们对 2015 级医学检验技术 100 名同学进行问卷调查显示，有 82%的

同学接受并且喜欢 PBL 加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仅有 18%的同学只愿意接受传统讲授式授课方式，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Questionnaire results in teaching methods from 
medical laboratory technology students in grade 2015 
图 2. 2015 级医学检验技术学生授课方式问卷调查结果 
 

 

同时，我院过去在“第二课堂”中也开设了“二十四堂财富课”，并不定期邀请了数位行业内的领

军人物为大家介绍行业发展动态以及自己的创业经历，受到同学们的欢迎和喜爱。 

3.2. 实施步骤 

《POCT 即时即地检测》课程的二个目标：一是充分利用学院众创空间、校企联合创新创业示范基

地、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优势资源，设立科学的创新融合教学环节；二是建立合理有效的形成性评价体

系，保障教育现代化创新课堂教育的实施效果。主要按以下思路进行，如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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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Basic design ideas for course construction 
图 3. 课程建设的基本设计思路 

 

课程建设主要分七个阶段进行实施： 
第一阶段：课前调查。采用互联网问卷调查的形式，了解学生对于教育现代化以及医学检验技术行

业的基本认识和就业意向。汇总分析调查数据。作为本项目开展开放实践课堂教育前期准备的依据，有

利于课程实施方案的细化和优化。 
第二阶段：收集实习单位对近两届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评价并汇总其就业情况。 
第三阶段：课前摸底。采用互联网在线答题的形式，了解学生对于“POCT 即时即地检测”的基础

核心内容，分析学生知识储备情况，便于课堂教学内容的前期准备和补充。 
第四阶段：教育现代化创新融合课堂的探索。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步骤： 
1) PBL 问题导向课堂教学方法用于传授理论知识。利用学校一体化教学应用云平台“智慧教室”实

现课堂实时多媒体互动教学，以问题为导向传授“POCT 即时即地检测”技术的原理、分类及应用。 
2) 设计开展“POCT 即时即地检测”相关课内实验，锻炼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利用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平台筛选出部分前沿课题项目内容，在虫虫医客众创空间开展比本科基础实验创新思维和动手能力

要求更高的前沿技术实验，例如 POCT 即时即地检测技术中微流控芯片的合成实验，将学生分成多个小

组，小组成员之间合作完成多步骤的微流控芯片合成，老师对于每组的合成产品进行评价打分，实现课

堂前沿理论知识与动手实践的完美同步。 
3) 在校企联合 iPOCT 创新创业示范基地的参与单位中，邀请来自医院检验科和公司的技术管理人员

为学生讲述“POCT 即时即地检测”技术的实际应用案例和最新的“POCT 即时即地检测”技术的市场应

用。 
4) 邀请POCT创新创业示范基地成员单位中的企业负责人为学生讲述教科书以外真实创业经历和分

析行业发展的实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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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阶段：形成性评价体系。形式上采用翻转课堂模式考查学生对于理论知识掌握和医学技术行业

的思考，课下学生分组自学讨论一个“POCT 即时即地检测”的前沿技术开发及应用，课上每组学生进

行案例分析、原理应用解读，老师进行现场指导和点评，最后采用学生互评与教师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对

每组学生进行评价打分。 
第六阶段：课后调查学生的创新基本素养和理念的强化程度。采用互联网问卷调查的形式了解学生

在后对于创新的新认识和新想法，并与课前调查进行对比分析，初步验证教育现代化融合创新课堂教育

的实施效果。 
第七阶段：收集实习单位对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评价并汇总其就业情况，与前两届学生实习就业情

况进行对比分析。进一步验证教育现代化融合创新课堂教育的实施效果。 
目前我院的实习基地覆盖了重庆、上海、北京、成都、深圳、广州等多地、多级医院以及国内外知

名企业，其评价意见反馈结果也是全面、科学、可信的。并且实习单位评价意见反馈收集和就业情况汇

总本身是我院教学培养体系的主体工作之一。通过课程实施前后的效果对比，能够全面地评价教育现代

化融合创新课堂教育模式的实施效果。 

4. 创新之处 

1) 以专业核心课程《POCT 即时即地检测》为中心，充分利用学院众创空间、校企联合 iPOCT 创新

创业示范基地、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优势资源，构建 PBL 教学设计、翻转课堂和课内前沿创新实验的融

合教育模式。 
2) 以更高质量就业为导向，科学、真实、全面地调研多地、多级医院以及国内外知名企业等用人单

位，分析对于教学实施效果的反馈意见。学生在教学过程中，更加明确本专业的人才定位和社会需求，

深入了解科学前沿交叉技术，进一步培养他们学习兴趣和主动性以及创新思维和实践动手能力。 

5. 结语 

以新时代教育现代化建设和医学技术教学变革为契机，通过《POCT 即时即地检测》新课建设，进

一步整合学院众创空间、校企联合 iPOCT 创新创业示范基地、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等优势资源，构建 PBL
教学设计、翻转课堂和课内前沿创新实验的融合教育模式。以帮助学生更高质量就业为导向，探索新时

代“医学技术”教育现代化建设创新模式。相比一般课程设计，本课程让学生更加明确本专业的人才定

位和社会需求，更加深入了解科学前沿交叉技术，进一步培养他们学习兴趣和主动性以及创新思维和实

践动手能力；其导向更为明确，实施效果评价更加科学，是教育现代化建设创新人才培养之路的初步探

索，能够实现学生就业质量的本质提升，践行教育现代化实现教育强国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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