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稍高于美国。从学时数来看，中国的平均学时数为５６３．６，

美国为３１２．４，中国多于美国２５１学时。美国专业基础课程为

１０门，而中国为１７门，显著多于美国。美国的专业基础课程

专注与医学检验工作相关的知识，而中国的专业基础课程具有

较浓的临床医学特点，比如病理学基础、药理学基础、临床医学

概论等。这些课程是临床医学的重要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程，

属必修课，与临床医疗工作直接联系，对临床医学生非常重要。

然而对医学检验学生，他们不直接参与临床诊断和治疗工作。

这些知识虽然拓宽了学生的医学检验相关知识，但从检验工作

的性质和岗位任务来看是非必需的。还有从病理学基础的课

程内容来看，主要内容为病理解剖学（组织病理学），是病理医

师必须掌握的内容，而高职医学检验从业人员工作中涉及的病

理解剖学知识很有限。美国高职医学检验专业未开设上述临

床医学课程，他们开设一门医学术语课程（Ｍｅｄｉｃａｌ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ｏ

ｇｙ）。医学术语从词根经过前缀、后缀、词组和缩写等构成医学

术语，课程学时少（３６学时），内容宽泛，不系统，无章节，简介

了临床医学的重要名词和意义。建议国内学校精简、优化和重

组上述专业基础课程，突出实用性，淡化学科性［１］，比如精简解

剖生理学中的神经解剖和骨骼系统等与医检工作关系不大的

内容，增加专业课学时，更加突出职业技能教育。中国一些学

校专业基础课程中还开设了市场营销课程，这与医学检验工作

关系不大。诚然，有极少数医学检验毕业生从事于检验试剂营

销等工作，但该课程作为全体学生的必修课有否必要，值得

商榷。

３　专业课程

中国５所学校专业课程学时为４６２～６６６，平均学时数为

５６６。美国５所学校为３７８～７２９学时，平均为５４５学时，两国

平均学时数相差不大。中国专业课程学时比例为２５．３％～

４０．７％，平均为３３％。美国专业课程学时比例为３５％～

５５．１％，平均为５０％。美国专业课程平均学时高出中国１７％，

由此看出美国重视专业课程教育的程度。美国职教课程内容

依据各州的规定标准，充分满足行业对从业人员的技能要求。

中国学校各专业课程的学时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微生物

（２２％）、临检基础（２１．３％）和临床生化（２０．８％）、血液学

（１５．６％）、免疫学（１１．８％）和寄生虫学（８．５％）。美国学校各

专业课程的学时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血液学／血液免疫学

（３３．５％）、临床生化（２３．５％）、临床微生物学（１６．７％）、临检基

础／医学 检 验 导 论 （１２．１％）、免 疫 学 （７．６％）、寄 生 虫 学

（６．６％）。临床微生物检测在临床检验中占有重要地位，相对

其他几门学科而言，本门课程手工操作过程多和需较多形态学

方面的知识，需要较多的时间训练，占有较多的学时［２］。中国

的高职院校一般都较重视，平均课时比例最高。美国的专业课

程中血液学／血液免疫学占到３３．５％，充分体现了他们对血液

学的重视。血液学也是一门经验性学科，形态学知识多，需较

长时间训练。中国学校的血液学占１５．６％，低于６门专业课

程的平均数。从医院行业反馈的信息表明，学生的血液学知识

普遍缺乏，建议适当增加学时，提高学时比例。虽然临床生化

检测工作量最大，但随着检验仪器的高度自动化和标准化，其

人工操作逐渐减少，检测结果也越来越精确［３］。两国都重视临

床生化检测，学时比例分别居第２和第３位。免疫学检测项目

很多实现了检测自动化，还有，随着人们生活条件和卫生条件

的改善，寄生虫病的检测项目也越来越少。在专科层次，这２

门课程的学时和学时比例都较低，适度增加免疫学学时可明显

提高学习效果，使学生更能适应工作。

综上所述，中国基础教育模块占总学时比例高于美国

１３％，中国学校开设的思想政治课、体育课和外语课等，强化学

生的政治思想、体魄和综合素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

等教育的必然，体现了中美两国在政治制度、文化背景和价值

观的差异。但是高等数学、市场营销等课程可否作为选修课或

讲座，以精简学时，增加专业课学时值得探讨。中国学校专业

基础课程学时比例高于美国４％，课程学时多２３６学时。美国

专业基础课程与医学检验专业知识密切，而中国学校的专业基

础课程宽泛，带有较浓的临床医学色彩。建议精简、优化和重

组专业基础课程，提高专业基础知识与专业知识的针对性和吻

合度［４］。两国的专业课程设置相似，学时相当，但中国的比例

（３３％）显著低于美国（５０％）。建议中国医学检验高职教育适

当调整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学时比例，精简、优

化和重组基础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增加专业课程学时和内

容，更加突出职业技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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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职业教育要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用人市场需要，为社

会培养出合格的高技能专门人才。只有对职业技术教育的课

程设置和课程内容、结构进行优化和改革，使之适应现代社会

经济的发展变化，才能培养出社会需要的有文化、有技术、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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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的高素质劳动者，实现职业技术教育的目标［１］。近几年，随

着职业教育的发展，本课题组对医学检验技术专业不断进行教

学改革与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使专业课程设置更能满足职业岗位需求，进行了本专业课

程设置与岗位需求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进行评价，为制定本

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进一步优化专业课程设置提供了依据，

现报道如下。

１　对专业课程设置与岗位需求的调查

本次调查选择了本校１２９名实习结束后返校的学生作为

调查对象，其中包括三年制和五年制医学检验技术专业２００８

级学生９３名和２００６级高职检验专业学生３６名，其中男生３６

名，女生９１名。采用问卷调查、召开座谈会和个别访谈等方

法。问卷调查采用不记名方式，共发放调查问卷１２９份，回收

１２９份，回收率和有效率均为１００％。召开座谈会２次，参加学

生３６名，个别访谈１３人次。问卷调查的主要内容包括：在校

期间所学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是否能满足实习岗位的需要、在校

期间所学专业的课程设置是否合理、在校期间课程对实习期间

工作岗位的重要性、职业岗位对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的要求

以及对本校检验专业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建议。

２　对调查结果的评价

２．１　对设置课程的有用性及课程内容能否满足学习需要的评

价　１０．２％的学生认为９０％以上的课程内容有用，近半数学

生认为开设的课程内容７０％～９０％有用，３３．９％的学生认为

５０％～７０％的课程内容有用，仅６．３％的学生认为５０％的课程

没用。有７８．７％的学生认为课程内容能满足学习的需要，仍

有２１．３％的学生认为所学的课程内容不能满足学习的需要。

尽管近８０％的学生认为课程内容能满足临床的需求，但说明

教学内容的针对性还有待于加强。

２．２　对专业课教学的安排及教材的评价　调查结果显示，目

前专业课的教学安排非常满意和满意的学生分别为５９．１％和

３４．６％，还有８％的学生感到一般。说明将近有１０％的学生的

个性发展和拓展性有待于开发。对所用专业课教材，其中

３３．９％的学生认为教材内容新颖，趣味性强，６２．２％的学生认

为内容一般，还有３．９％的学生认为教材陈旧，说明学生对现

有教材的需求有所不同，要满足大部分学生的要求应更新教材

内容，校本教材的开发势在必行。

２．３　对专业核心课程设置的评价　对目前专业核心课程的设

置，４０．９％的学生认为很合理，５１．２％的学生认为比较合理，只

有７．９％的学生认为一般。对于血液分析技术、体液检验技

术、血液病检验技术、生物化学及检验技术、免疫检验技术、细

菌检验技术、病毒检验技术及寄生虫检验技术８门专业核心

课，只有２５．２％的学生认为应全部包括，有３９．４％的学生认为

不应包括病毒检验技术和寄生虫检验技术这２门课，近四成的

学生认为专业课应在５门及以下。说明学生对根据职业岗位

设置课程的认识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２．４　大学二年级专业课分方向的必要性评价　７４．０％的学生

认为，大学二年级专业课有必要分专业方向，２３．６％的学生认

为没有必要，极少数的学生认为无所谓。说明大学二年级的专

业课分专业方向有其必要，可能更有利于将来的就业。

２．５　对实习期安排的评价　绝大多数学生认为实习能加深和

巩固对理论知识的学习和理解，为毕业后独立从事专业工作打

下基础，只有５．５％的学生认为实习对于理论知识的理解效果

一般。对实习应安排在哪学期较合理及最佳时间的看法有一

定分歧，３６．２％的学生认为在第５学期，３１．５％的学生认为在

第６学期较好，２０．５％的学生认为在第４学期较好，还有

１１．８％的学生选择其他学期。认为实习８个月或１０个月为最

佳时间的学生分别为４４．１％和３２．３％，其余１４．２％和９．４％

的学生认为６个月或１年可能更好。实习时间选择的差异体

现技能操作对就业的影响关系重大，说明教学做一体化的教学

模式有待于加强。

２．６　学校培养实践技能方面的评价　约９０％的学生对学校

在培养实践技能方面很满意或满意，认为能获得基本技能训

练，为实习学习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也有９．４％的学生认为学

校实践技能培养方面的设置一般，只有个别学生感到不满意。

２．７　对理论课程教学及老师讲授课程掌握程度的评价　对于

课程内容的安排，７８．７％的学生选择能满足学习的需要，而

２１．３％的学生认为不能满足学习的要求。有２２．０％的学生认

为老师在课堂上讲授的内容课上即能完全掌握，课下不需复

习，６３．８％的学生认为课堂讲授的内容大部分能掌握，课下只

进行一些复习，但仍有１２．６％的学生认为课上基本听不懂所

讲内容，主要靠课下自学才能掌握。

２．８　对平时考核内容及期未考核方式的评价　有近５３％的

学生对平时考核内容及期未考核方式满意，３０％左右的学生选

择非常满意，而约１５％的学生认为一般。

２．９　对目前所学的课程科目及对本专业的涵盖面评价　

６５．４％的学生认为目前所学的课程科目适量，３４．６％的学生认

为偏多；其中８０％的学生认为所学课程能涵盖整个专业，其余

学生认为所学课程涵盖面不广。

３　建　　议

对专业课程的设置和存在问题的反馈建议大部分学生对

专业课程的设置较满意，并提出一些建议：（１）应增加实践操作

技能的培训，课程安排最好是理论课联合实验课一起上，使理

论与实践密切结合，在实践中使学生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

转化；（２）加大专业课的授课力度，在课堂上多引入病例分析，

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所学的专业知识，并加入一些专业职称

考试的相关内容；（３）在课程内容的设置中多介绍一些临床上

的新技术及新仪器，有更多去医院见习的机会，以便能及时了

解本专业国内外的最新发展趋势；（４）学生还认为应加强临床

医学知识的教学，掌握更多的临床相关医学知识，以便今后在

工作中能更好地对检验报告单作出综合分析；（５）有少数学生

提出应增加检验质量控制知识方面的教学内容，以满足今后工

作的需要。

４　讨　　论

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方案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以岗位需

求和职业标准为依据，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

本位，体现职业和职业教育发展趋势，满足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２］。其课程设置应该满足岗位需求，教学

效果评价应该实行全方位、开放性。

问卷调查的结果表明大多数学生认为学校设置的课程体

系合理，学习的课程科目适量，课程内容几乎涵盖了本专业的

知识，能满足学习的需求，多数的课程内容在今后的工作中是

非常有用的。按照与医学检验岗位工作任务相关的原则，目前

设置的检验专业课程有血液学分析技术、血液病检验技术、体

液检验技术、生物化学及检验技术、细菌检验技术、病毒检验技

术、免疫检验技术和寄生虫检验技术８门课程
［３］，课程内容与

工作任务相结合，教室与实训室一体化，突出学生职业能力的

培养，使学生毕业后具备上岗的工作能力，同时兼顾专业技术

资格考试的需要［４］。多数学生对专业课的安排满意，认为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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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专业课程的学习为今后的工作及继续学习新的专业知识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同时提出课程内容缺乏迁移，不同课程

间的内容在原理与方法，特别是思维方法方面缺乏联系性、转

换性和促进性，在今后的教学改革上应注重整体优化的原则，

课程之间合理安排，避免教学内容之间不必要的重复。大部分

学生认为专业课教材编排方式一般，其中有的内容比较陈旧，

不能满足学生探求新知识、新技术的要求。要达到大部分学生

认为合适的内容应适当补充和修改教材内容，应根据职业岗位

所需的基本技能选择专业课程教学内容，还要根据社会需要的

变化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不断充实教学内容以满足学生

对知识的渴求。

对教学效果综合评价的分析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了大部分

学生对老师的教学方式及方法的肯定，表现在６５．４％的学生

在课堂上能接受老师所讲的大部分内容，课下只需进行一些复

习就能全面掌握，有２２％的学生在课堂上即能全面掌握老师

所讲的内容，但是仍有１２．６％的学生基本听不懂老师讲的课，

主要是靠自己在课下复习来掌握，表明学生个体间有差异，应

注重因材适教的原则。考核采取期中成绩、期末成绩、平时成

绩、实验成绩按一定比例综合评定的方法，８５％的学生对考核

的内容及考试的方式较满意，１５％左右的学生认为目前考核的

内容及考试的方式对学生的评价效果一般，未能充分发挥考核

的评价、反馈、激励功能。采用多元式考核方式，真正做到既考

知识，又考能力和素质，把学生的精力引导到学习运用、培养能

力和启迪创新上来［５］，将成为今后教学效果评价的主流。关注

学生在学习和掌握专业技能和养成职业素养过程中采用的方

法和途径，关注学生在参与实训、实习等实践活动过程中的经

历和体验。比如通过学生认知性实习、顶岗实习、毕业综合实

习等不同阶段的体会和感受评价教学效果［６］。

实践教学体系评价的分析实践教学是实现高职培养目标

的重要内容，做好实践教学评价是实践教学不断完善、创新的

重要渠道［７］。实践技能训练是检验专业培养的最重要环节。

检验专业的实践教学包括实验教学、实习、见习、校内实训、课

堂训练及模拟实训教学等方式，绝大部分学生认为在校的实验

教学使学生加深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转化，能获得基本技能的训

练，并培养了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实习可培养学生运用基础

理论和专业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使他们比较全面

的学习和掌握专业所需的各种基本技能和科学的思维方法，得

到专业的综合训练，学生的理论知识更加扎实丰富、临床技能

更加娴熟规范，综合素质得到全面培养［８］，为毕业后独立从事

专业工作打下基础。因此多数学生选择的实习时间以８～１０

个月为宜，还有约１０％的学生认为时间应为１年。对于实习

安排在第几学期合适，学生们的意见有分歧，这与个人对实习

有不同的看法有关。但大多数学生同时提出建议：学校今后应

增加实践能力的培养及重视基本技能的训练，培养学生实际操

作能力；在校学习期间能有更多机会到医院去见习，熟悉医院

工作的流程，使实践与理论密切结合，增加学生的感性认识，有

利于专业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为学生毕业实习打下基础；

并且加强专业课知识的考核，在课堂中加入专业职称考试的相

关内容，增加临床病例分析的讲座，使学生能牢固掌握所学的

专业理论知识。

顶岗实习是高职人才“工学结合”培养计划中一个重要的

教学环节，是在真实职业环境下培养学生职业素质和职业能力

的重要载体，也是学生进入职业岗位前知识、能力、素质的一次

全面提升［９］。学生所学知识技能能否满足实习工作岗位需要，

是检验学校课程设置、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是否合理的一个重

要标志。实习生对人才培养方案中课程设置的评价意见以及

实习生对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建议，可以为调整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改革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提供参考依据。学生们通过将近１年的实习认识到自身的不

足之处，提出应增加以下的内容来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１）增

加沟通能力和创新能力方面的培训；（２）加强论文写作的课程

及科研方面的培训；（３）加入统计学课程；（４）添加病理学检验

技术课程；（５）增加分子生物学知识的讲授；（６）课堂中加强相

关生物安全知识内容及常见医疗纠纷案例的分析及解决方法。

总之，课程设置必须密切关注社会和行业对专业人才需要

的变化情况，及时调整更新人才培养方案，通过课程体系、教学

方法的改革、教学内容的整体优化，注重实践课程与理论课程

的有机结合，在理论中深化实践、在实践中提升理论，进一步培

养学生的操作能力、交际能力和创新能力［１０］，以满足毕业生与

就业岗位零距离适应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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