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策略探讨[J].国际检验医学杂志,2017,38(8):1142-

1144.
[9] 沈林霞,马青变.基于微信平台的微课教学在急诊专科培

训中的应用[J].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2017,16(16):
 

411-414.
[10]王瑞娟,印志鸿.雨课堂在翻转课堂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J].现代计算机,2018,35(1):38-40.
 

[11]王翠峰.教学医院检验科实习带教管理的实践与体会

[J].中国医学教育技术,2018,32(2):224-226.
[12]杨小理,魏琳丹梁钟智等,基于微信平台的视频微课在临

床基础检验实习教学中的实践[J].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2018,39(4):508-510.
[13]郭小兵,任春峰.微信平台考核在临床微生物学检验实习

教学中的应用浅析[J].医学教育研究与实践,2017,25
(6):909-911.

[14]邓娟,吴菁,崔静等,基于“雨课堂”的翻转课堂实施的实

践与思考[J].护士进修杂志,2018,33(2):152-154.
[15]蒋静,荣海燕,姚巧玲,等.PBL联合传统教学在检验科实

习教学中的应用[J].新疆医科大学学报,2018,41(4):

516-518.

(收稿日期:2019-06-13 修回日期:2019-10-20)

△ 通信作者,E-mail:jiangh6656@hotmail.com。

  本文引用格式:聂鑫,王婷婷,贺勇,等.华西医院实验医学科进修学员现状调查与培训发展思考[J].国际检验医学杂志,2020,41(4):505-
508.

管理·教学

华西医院实验医学科进修学员现状调查与培训发展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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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实验医学科,四川成都
 

610041)

  摘 要: 医学检验进修教育是毕业后医学检验继续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随着医学的快速发展,医学检

验进修学员的学习需求发生了巨大改变。本文对华西医院实验医学科近两年进修学员的学习需求和培养情况

进行了调查,发现当前医学检验进修学员的学习需求已从单一的临床技术技能学习向检验报告解读、临床沟

通、实验室管理、医学检验科研等方面全面延伸。同时,不同亚专业、不同层次的进修学员的学习需求与重点也

各不相同。教学单位应根据进修学员的层次水平、学习需求因材施教,实现进修学习需求和教学单位培训内容

的统一,进一步提高医学检验继续教育的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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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检验进修教育是医学检验专业毕业后继续

学习的一种重要形式,其目的在于巩固医学检验基础

知识、锻炼实践技能、学习培养单位的先进经验,加快

医学检验在各层级医院的科学化管理步伐[1]。中国

各地的基层医院检验科往往向该地区主要大型综合

医院派遣进修学员,进行提升学习。进修学员的学习

目的在于通过学习新的检验项目或技术,提高原单位

医学检验水平。这种形式在过去和现在的进修培养

中对医学检验的进步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然而,随
着检验技术的快速发展,医学检验领域新技术不断开

展,各医院对检验技术人员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近
年来检验进修学员的学习需求也随着行业进展和时

代进步发生了巨大改变[2]。如何以学员学习需求为

导向,安排合理化的进修培养工作,以适应时代需求,
已成为目前进修教育中需要研究的课题之一。为了

更好地了解目前中国各医院参与检验进修教育人员

的学习需求,本文对2018-2019年到华西医院实验

医学科参与检验进修学员的基本情况和学习需求进

行了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加入了笔者的思考,以期为

今后的检验医学进修教育提供因材施教的依据以及

改革发展的方向。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华西医院实验医学科近两年(2018-2019年)所
有进修学员,共275人。采用问卷星对所有研究对象

的基本状况、进修亚专业、学习需求和结业满意度进

行网络调查分析,问卷采用单选、多选、填空及问答题

方式进行。

2 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华西医院实验医学科近两年进修学员总人数为

275人,其中210人来自三级医院,占76.3%;59人来

自二级医院,占21.5%;6人来自其他医疗机构,占

2.2%。275名进修学员中,30~39岁年龄段人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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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占60.4%,20~29岁年龄段其次,占30.5%,40~
49岁年龄段及50岁及以上人员较少,分别占8.0%
和1.1%。275 名 进 修 学 员 学 历 以 本 科 为 主,占

80.7%,其他学历占19.3%,其中硕士和大专生各占

8.7%,博士占1.5%,中专占0.4%。275名进修学员

中,医技人员职称以技师和主管技师为主,分别占

45.5%和43.3%。参与进修的技士、副主任技师和主

任技师较少,分别占3.3%、3.6%和0.4%。此外,在
近两年的进修学员中,也出现了非医技人员,其中医

师占2.5%,主治医师占1.5%。经问卷调查发现,

275名进修学员中,92.7%都有相关专业技术知识的

学习需求,79.3%有室内质控和室间质评的学习需

求,77.5%需要学习科研思路与论文撰写,61.8%需

要学习实验室全面质量管理,44.7%需要学习实验室

认可相关知识。各亚专业进修学员对“您此次进修该

专业最主要的学习目的是   ”的回答中,各专业

进修学员回答中出现频率最高的3个内容如表1。

表1  华西医院实验医学科近两年各亚专业进修学员学习目的分析

专业 n 出现频率第1 出现频率第2 出现频率第3

临床分子诊断 29 分子诊断实验室建立 分子诊断项目开展 分子诊断技术学习

临床生化检验 41 定量项目室内质控 方法性能评价 临床生化报告解读

临床免疫检验 51 自身抗体 流式细胞术 感染免疫

临床微生物检验 66 真菌鉴定 疑难少见细菌鉴定 细菌耐药

临床血液检验 88 骨髓细胞形态 血液细胞形态 流式细胞术

3 讨论

3.1 关于进修人员基本情况的思考 近两年,到华

西医院实验医学科进修的检验技术人员的年龄段主

要集中在20~39岁,职称以技师与主管技师为主,学
历以本科为主,表明目前在各医院,青年本科学历人

才已成为检验技术人员的骨干与主力军。这些学员

面临职称晋升、提升学业背景、未来发展的压力,通过

进修培养的途径,转而促使其成为学习的动力。另一

方面,高学历进修人员如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

出现,表明目前随着检验学科的快速发展,各医院对

人才的学历要求也越来越高。在日后检验医学人才

的构成中,检验医师和研究生构成比还将逐渐增

多[3]。此外,检验科进修学员已不再像从前一样主要

来自基层医院。近两年华西医院实验医学科的进修

学员76.3%来自于三级医院,他们有着较为扎实的背

景知识,学习需求也更为多样化,培养质量要求也更

高,这就需要教学单位设置内容分层的课程与讲座,
日常教学指导也不能再局限于专业技术技能的指导

与培训。
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华西医院实验医学科近两年

的进修学员中还出现了医师和主治医师这类非医学

技术类人员,表明目前临床医生对检验医学愈发重

视,也体现了检验与临床沟通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因

此,检验进修学员培养过程也逆向地促进了培养单位

自身对临床沟通能力的重视度。医学检验人员应与

临床进行充分的沟通,按照临床医生的需要,对各种

检验标本进行专业的、有目的的、准确的检验分析,为

临床的诊断、治疗、预防提供有效的服务和客观依据。
同时,检验技术的提高也要求临床医师在精通自己专

业知识之余,还要掌握一定的与检验医师及患者沟通

交流的技巧。检验科在面对这类进修学员时,也应设

计针对医生类非检验技术专业学员的课程,以临床实

际问题为导向,让其深入了解检验医学最新发展动

态,熟悉检验项目的临床应用及意义等,可避免在将

来的工作中出现混淆检测项目的现象。这样的设置

也利于检验项目的检测前分析质量控制,同时也可为

患者的诊断与治疗提供更为精准的检验报告解读与

运用[4]。

3.2 关于进修需求的思考 对近年华西医院进修学

员学习需求分析显示,专业技术知识的学习仍然占主

要比例,但医学检验各亚专业的发展不一,各亚专业

进修人员的需求也各不相同。目前,临床生化检验和

临床基础检验日常应用最广,自动化程度高,技术也

趋于成熟,检验的准确性和效率都达到了一定的水

平。因此,临床生化检验的进修老师更注重实验室管

理和报告解读等提升实验室服务质量和临床沟通能

力的学习。在临床血液检验中,常规自动化仪器对血

细胞的形态及异常血细胞的识别能力还十分有限,而
检验技术人员若要熟练掌握并灵活应用这部分内容

也必须要有足够的理论知识基础和丰富的临床实际

应用经验。因此,血细胞、骨髓细胞形态学检验和流

式细胞术在诊断血液系统疾病中的应用成为了临床

血液检验进修老师的学习重点。同时,随着人们对医

疗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加,传统常规检测项目也不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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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各医院纷纷开展新技术、新
项目,主要表现在临床免疫检验、临床微生物检验和

临床分子诊断3个亚专业[5]。近年来,各医院对自身

抗体的检测、真菌鉴定和基因诊断的需求越来越大,
然而大多数检验科人员对这些技术的掌握程度和报

告解读能力都还很薄弱,对这些内容的学习需求非常

大。综上所述,教学单位应该根据不同亚专业进修人

员的学习需求因材施教,多样化教学,以满足不同专

业不同层次进修人员的学习需求[6]。
对进修需求进一步分析显示,除了专业技术知识

外,科研思路和论文撰写已成为目前检验学科进修学

员学习的最大需求,这一方面说明科研在各级医院检

验科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说明目前检验进修学

员科研能力整体偏薄弱。随着检验学科的快速发展,
当前社会对检验技术人员的要求不仅仅停留在常规

工作,已向集临床、教学和科研于一身的综合高素质

人才转移。因此,进修学员除了掌握新技术外,还需

要具备一定的科研能力,能解析常见病和多发病的发

病机制与转向。同时,送培医院对研究生、博士后等

高学历人才的需求也说明了目前医学界对检验医学

行业科研建设也引起了相应重视并提高了要求。这

就要求教学单位不仅要巩固进修学员的理论知识,更
要提升进修学员的创新思维能力,使进修学员的综合

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2]。因此,在检验医学进修老师

的培训过程中,科研思维的培训和科研论文写作的指

导必不可少,教学单位可利用本单位的科研优势为进

修学员设置科研讲座并让进修学员跟随导师参与科

研工作,让进修学员的科研能力在理论和实践中逐步

提升,回原单位后能带动自己科室的科研建设与

发展。
进修需求分析显示,进修学员对实验室全面质量

管理和实验室认可的学习需求也不容小觑。随着时

代发展,检验医学在临床医学中的作用不断加强,检
验医学正从医学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央,“精准”检验报

告的发放和解读在临床医疗工作中越显重要,这就要

求笔者临床检验实验室必须依靠科学的管理促进各

项工作的开展与持续改进,并获得上级管理部门或权

威机构的认可,促使医学实验室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教学单位应将优秀的管理模式传

授给进修学员,并指导进修学员结合科室自身特点提

出质量改进方案,引导其取长补短,回去以后结合自

身特点加以整改,确保整个检验医学行业工作效率及

工作质量的提升[7-9]。
导师制是导师对学生在整个培养过程中进行个

别指导的教学方法,与传统“教”学模式不同,“导”学

模式师生关系密切,在教学方式上,强调依据学生个

性特点,因材施教[10]。例如,主要进修需求为技术学

习,则配备临床专家为导师;有科研需求的进修学习,
则配备研究型专家;有管理需求的学习,则配备管理

岗位导师等。同时,导师还在思想、生活等个性化需

求方面对进修学员进行关心和指导,让进修生很快融

入团队。此外,导师还可向进修学员提出学习要求并

施加适当学习压力,引导进修学员自主学习,激发进

修学员自我教育,从根本上实现进修学员学习需求和

教学效果的统一,提高教学单位教学质量并提升进修

学员学习成效。因此,进修教学单位可根据各自实际

情况建立导师制,让专业水平高、职业素养好、事业心

强,并有乐于奉献精神的教师团队帮助提高进修学员

的学习质量[11-12]。华西医院实验医学科已于2016年

开展进修学员导师制教学,目前已取得一定成效。

4 小  结

随着检验技术的发展,检验进修学员的人员构成

已经改变,其学习需求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目前检验

进修人员的学习需求已从单一的临床技术技能学习

向检验报告解读与临床沟通、实验室管理、检验医学

科研等方面全面延伸。同时,不同学科不同层次的进

修人员的学习需求与重点也各不相同。各进修学员

教学单位应根据现阶段检验行业发展趋势和不同进

修学员的学习需求因材施教,丰富教学内容,多样教

学手段,使进修需求与教学内容统一,实现高效的检

验进修教学,使检验人员不断充实和提高医疗服务、
科研和管理能力,跟上当今日新月异的医疗技术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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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输血学》课程思政的实践与探讨*

姜晓星,戴健敏,陈瑞明,傅启华△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检验系,上海
 

200125)

  摘 要: 本文旨在了解目前《临床输血学》课程思政素材和教学方式的效果及学生的接受程度,探索构建

更有效的《临床输血学》课程思政教学体系。研究通过在授课过程中融入思政素材,课后发放调查问卷,进行统

计分析。问卷结果显示学生对目前检验系《临床输血学》课程思政教学接受程度和满意程度较高,仍有少数同

学不能很好地认识到课程思政的重要性。学生比较喜欢的课程思政形式是由老师讲授或者同学参与讨论社会

事件。问卷分析提示当前使用的课程思政素材选择比较合理,但仍需在学生的重视和参与程度,课程体验丰富

程度、教师的思政素养以及质量保障机制方面继续完善,真正做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同行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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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6年12月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各类

课程都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

应”[1-2]。医学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不仅仅要塑造医

术精湛的医生,也应强化对医学生人文素养、职业道

德、思政素质的培养[3-4]。而《临床输血学》是一门对

于人文关怀、职业素养和思想道德都有很高要求的学

科。在课程思政提出之前,笔者已经根据教学需要在

授课过程中融入了一些相关的思政素材,但是没有进

行系统的效果分析及完善的课程思政体系构建。因

此,本文旨在通过问卷调查了解目前《临床输血学》课
堂思政教学方式的效果,为接下来更加系统的课程思

政体系建设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文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医学检

验专业本科二年级,临床医学专业五年制和八年制三

年级选修课共242名学生为调查对象,回收问卷230
份,有效回收率95.0%。其中男生101人,女生129

人,男女比例约为7∶9。

1.2 研究方法 调查所选思政素材内容选自本系临

床输血学课程素材库。主题是关于类孟买血型人群

输血。素材内容来源于新闻报道,讲述的是一个1岁

多的女孩因为先天性心脏疾病需要手术,但手术前发

现是罕见的类孟买血型,而且血库没有相应血型的备

血。最终女孩家人通过社会招募,在同血型志愿者献

血的帮助下成功手术,最后康复。
在《红细胞ABO血型》课堂授课过程中引入该素

材。请学生思考、讨论稀有血型献血,输血的方式及

互帮互助在血液输注中的重要性。课后通过问卷星

网络平台发布问卷,调查了解该素材在《临床输血学》
课程思政教学中的效果,调查问题包括授课中讲述的

事例是否适合该教学内容,是否引起了思考,是否加

深了对相关知识点的认识和理解,是否有必要在专业

课程中融入思政内容,最认可的思政内容授课形式,
最认可的思政事例类型,每次课程能接受的思政素材

数量及对于思政教育进入专业课堂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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