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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检验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强的学科，该学科对学生

的专业素质和临床实践技能要求高，但目前医学检验办学力量

各校参差不齐，特别受近年扩招的影响，多数学校由于招生规

模逐年扩大，导致专业课程临床教学资源相对缺乏，新近师资

培养周期偏短，年轻教师临床实训实践不足，教师的整体临床

素质下滑，出现理论教学与临床脱节等问题。笔者结合本校医

学检验本科办学的特点是培养临床型、适用型的医学人才。

从健全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入手，对医学检验的桥梁课程《临床

检验基础》课程“双师型”教师培养体系的构建进行探索实践，

旨在构建本校医学检验专业“双师型”教师的培养模式，较好的

解决医学检验专业课程教师临床实践技能薄弱的问题，对培养

高素质、综合型的医学检验人才具有重要的意义。

１　医学检验专业办学模式与教师素质发展的不均衡性

医学检验是现代实验技术与临床医学在较高层次的结合，

是一门多学科交叉，实践性、应用性强，发展迅速的学科［１］。医

学检验专业课程体系中，前期基础课程、公共课程的教学途径

与临床医学课程的教学途径基本相似，但专业课程如临床检验

基础，临床血液检验，临床生化检验，临床免疫检验，临床微生

物检验，临床寄生虫检验，仪器分析则临床应用性强，具有理论

和临床实践的双重性，是检验技术、检验理论与临床实践紧密

结合的医学应用课程体系；是实现医学生向职业医生角色变化

的重要桥梁课程，进一步决定了专业课程的理论和实践教学应

充分体现其理论、技能、实践的特性。但长期以来医学检验专

业课程的教师培养及教师的素质由于不同程度的受到医学检

验办学模式的影响。相关文献报道，目前国内医学检验专业的

办学模式主要有３种
［２］：第１种模式为单独设检验系，多见于

办学历史悠久的高校，他们在行政管理上检验系和检验科相对

独立，此种办学模式虽然教师队伍稳定，但教学与临床脱节，教

学多数照本宣科，由于临床教学资源的不足，实验教学明显滞

后于不断发展的临床，使得医学检验专业课程的实践性特色不

能充分体现，影响了学生素质的提高。第２种模式为检验系和

医院检验科在编制上互相独立，但是主要负责人身兼二职，这

种办学模式虽有相对独立和稳定的办学机构、师资队伍和管理

人员，但由于经济管理上的相对独立及行政上的隶属关系，使

得负责人对教学的重视程度及教师对临床工作的参与程度均

受到一定的影响，并成为制约师资素质提高和影响教学质量的

主要因素。第３种办学模式为系科合一，多见于近２０年来开

办医学检验专业的院校，主要为高校检验系与附属医院检验科

合二为一，行政管理上同属一个机构和一套领导班子，运作主

要由附院检验科负责，虽然此种模式能充分利用附属医院的临

床教学资源，教师的临床实践经验丰富，但是多数教师为兼职

教师，由于医、教、研工作繁重，导致临床教师备课时间不足，教

学质量明显受到影响。总的来说目前国内医学检验办学模式

不一，教师的素质也参差不齐，其中临床实践检验不足是影响

教学的质量，制约学科的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２　“双师型”教师培养是提高师资素质的重要前提与保证

国家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培养合格的医

学检验人才，首先应重视高校医学检验师资素质的提高。根据

国家教育部对医学检验专业课程的要求，专业教师不但要具备

精深的专业基础理论，精湛的教学艺术，还需具备扎实的专业

技能，丰富的临床经验。可见师资素质是决定培养一流学生的

关键因素。目前虽然高校师资中部分年资高的教师在教学上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长期工作在教学、科研一线，难免对临

床工作生疏。较多高校也十分重视教师的引进，青年教师队伍

中硕士、博士、研究生教师比例不断增加，但是年轻教师的临床

知识和实践技能较薄弱，对现代医学检验的医疗法规，工作流

程、质量保证、现代化的信息管理、职业保护、生物安全意识明

显不足，尤其是对不断发展的医学检验新技术、新方法、新进展

的了解仍停留在理论上。其次高校师资数量不足也比较明显，

特别是高职称，高学历并具有临床医学专业背景的高素质、实

验实训教师数量偏少，青年教师比例偏大。虽然我国本科教学

水平评估要求医学院校达到优秀等级师生比例为１∶９，但仍

较名校美国哈佛医学院师生比７．１５∶１明显为低
［３］。另外存

在意识上偏差，多数高校重理论，重科研，轻实践，轻临床。特

别近年医学检验不断扩招，教师工作负荷大，专业教师参加临

床实践的时间明显不足，为此要从根本上解决此矛盾，关键是

确保教师的质量，提高教师的专业素质，打造一只高素质，强技

能，精临床的“双素质和能力”（理论和临床）的“双师型”教师

十分必要。

３　“双师型”教师在专业课程中的内涵

“双师型”教师，一是指“双职称型”或“双证型”，即教师在

获得教师系列职称外还需要取得另一专业技术职称 ；二是“双

素质型”，即教师以教育素质和行业素质为基本内涵，既具备理

论教学的素质，也应具备实践教学的素质［４６］。医学检验属技

术应用类专业，作为技术应用类专业的“双师型”教师则应突出

教育素质和行业素质为基本内涵，才能符合教育部对医学检验

专业学生的培养目标：培养具有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医学检验

等方面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能力人才，并能在各级医院，血站，

防疫部门从事医学检验及医学类实验室工作的医学高级人才

的目标相符。

４　“临床检验基础”课程“双师型”教师的培养途径

４．１　笔者结合教学改革基本思路，首先统一教师的认识，以提

高专业课程教师临床实践能力为目标，依据学校人事改革制

度，制定了“临床检验基础”课程“双师型”教师的培养计划和临

床实训能力考核标准，并初步形成可行的“双师型”教师的培养

模式。

４．２　建立“临床检验基础”课程“双师型”教师培养的科室认证

制度　（１）制定青年教师上岗要求，先参加１～３年教学和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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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由专业教研室，所在二级部门及附属医院检验科或实训

基地的专家组成考核小组进行考核，考核内容及成绩：理论教

学分值占２０％，实验教学分值占２０％，临床实训分值占４０％，

学生评价分值占１０％，同行评价分值占１０％。综合考核分数

７０分为合格，８０分为良好，９０分以上为优秀，考核合格方能获

取“双师”型教师资格。（２）依据课程安排情况，组织中青年教

师定期到临床工作，参加专业进修及学习活动。其中要求中青

年教师每年参加临床工作１～２个月，外出学习１～２次。（３）

安排实验室的教辅人员，轮流参加临床工作，参加教研室的集

体备课、预实验、科研和教研工作。（４）组织继续教育培训，定

期聘请实训基地的教师、检验专家、检验科主任到校讲座，指导

教学，依据考勤和学分作为继续教育的评价指标。（５）结合学

校人事制度要求，严把师资引进的质量关，不断完善进人渠道。

（６）充分发挥兼职教师的作用，依据学校兼职教师的聘用办法，

多渠道外聘兼职教师，定期聘请当地“三甲”医院检验科主任为

师生作医疗技术，实验室管理办法、法律法规等讲座，聘请仪器

公司技术人员介绍检验仪器应用及新进展，检验仪器维护和保

养等专题报告。（７）鼓励教师参加“双职称”的评审，健全评审

制度，条件合格的双素质型教师和临床教师参加高校系列和医

院系列的职称评审，获取“双职称”资格。

４．３　效果评价　笔者对本校２００７～２００９级医学检验专业“临

床检验基础”课程的３６１名学生进行“双师型”教学的问卷调

查，再结合学校和二级部门对授课教师的课评及教研室的同行

评价意见，结果显示：学生对“双师型”教师授课效果总体反映

较好，结果显示“双师型”教师授课临床信息多，采用案例教学

使课程内容贴近临床实践，授课生动有趣，学生容易领悟，可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能引导学生及时把握检验的医疗法规，现代

化实验室管理理念。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对“双师型”教师

课评满意度达９１．８０％（３３４／３６５），较校内专职年轻教师授课

满意度７８．６９％（２８７／３６５）明显增高，经卡方检验显示（犘＜

０．０５），“双师型”教师与校内专职年轻教师的授课效果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５　思考与建议

“双师型”教师突出了教师的理论素质和实践素质，强调教

学理论性与实践性，是知识与技能统一，是教师能力素质培养

的重要途径。鉴于医学检验专业课程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

特性，培养合格的医学检验人才当然离不开高素质、强技能、精

临床的教师，笔者认为有必要不断建立和完善医学检验专业课

程“双师型”教师的培养体系，培养一批基础理论扎实、教学实

践能力突出的专业带头人和骨干教师，形成一支专兼结合的专

业教学团队，以促进“双师型”教师建设。目前由于国家对本科

教学的“双师型”师资资格认定善无统一的标准，部分院校评

价体系仍不完善，有必继续从制度上强化，管理上落实，加大力

度完善“双师型”师资的培养。笔者虽对医学检验专业“临床

检验基础”课程的“双师型”教师培养模式做了初步的探索，但

仍需不断的实践和完善，积累丰富的经验才能有效的推动“双

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和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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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化学是检验专业的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是一门理

论性和应用性很强的学科，被称为现代科学技术的“眼睛”，学

好这门课程将为后续学习打好坚实的基础。１９９５年，在美国

匹兹堡会议上，以“为什么工业界不喜欢我们的毕业生”为题对

分析化学家的教育与培养中的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由美国和

英国的调查结果表明，工业界对现今分析化学的本科毕业生的

质量明显不满意，普遍认为分析化学的毕业生缺乏解决问题的

能力及基础化学和质量控制等方面知识。这个调查结果表明

分析化学不能教得学生只能“纸上谈兵”，要能分析和解决实际

问题。为了适应检验事业和高等检验教育的发展需要，响应本

校３项教学改革的号召，笔者结合检验教育的特点，注重教学

改革，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试方式３个方面，培养他们的

兴趣，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１　教学内容

分析化学教材的主要内容对各专业都具普适性．但是由于

面对的学生的专业不同，因而必须根据专业特点，适当调整教

学人纲。重新安排重点内容；结合检验专业要培养应用型人才

的目标，我对教学内容进行了改革。

１．１　突出重点，紧贴当前热点　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必须突

山重点，少而精，结合科学发展前沿，在教学中注意抓重点和难

点。删除较陈旧的内容。理论课时，尽量穿插一些现代分析化

学如何解决实际问题的例子如：２０１１重大药品安全事件（１）齐

齐哈尔第二制药有限公司假药事件；（２）石家庄第四制药有限

公司劣药事件；（３）“Ａ型肉毒素”假药事件；（４）安徽特大制贩

假药案；（５）“鱼腥草”事件；（６）“欣弗”事件，加强学生思想品德

教育，从实习学生和就业形势看，经典化学分析为主，仪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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