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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卫生检验与检疫技术专业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人文社会科学和医学的基本知识,掌握基础医

学和预防医学、卫生理化检验与检疫技术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专业技能,能从事卫生检验与检疫的高等技

术应用型人才。该专业实践性极强,实践教学是高职高专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决定了人才培养质量。该文

从行业调研、历届毕业生调研、核心课程实训项目、教学资源库的建立4个方面进行分析,对以岗位工作任务与

能力需求的卫生检验与检疫技术专业核心课程实训体系的构建进行探索。
关键词:卫生检验与检疫技术专业; 实训体系; 人才培养质量; 教学改革

中图法分类号:G712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672-9455(2020)12-1774-03

  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

若干意见》《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的若干意见》指出,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应以

“技能培养和岗位需求”为主要目标,以专业课程衔接

为核心,建立“职业能力培养”的课程体系与标准。目

前,我国对卫生检验专业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但相

关人员却极其匮乏,部分基层单位人员仅通过简单培

训便上岗,很难胜任技术岗位。因此,在专业建设委

员会的指导下,构建基于岗位工作任务与能力需求的

专业核心课程实训体系,将课堂和岗位工作有机结

合,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已成为我国卫生职业教

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高职教育改革的重点和难

点。本文将探讨在实训体系构建中的一些体会。
1 研究背景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药学与检验学院从2008年起

开设普通专科层次的卫生检验与检疫技术专业。培

养目标:培养具有良好职业道德,人文社会科学和医

学的基本知识,掌握基础医学和预防医学、卫生理化

检验与检疫技术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专业技能,
能从事卫生检验与检疫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近

几年就业率分别为100%、98%、97%,但卫生检验与

检疫技术发展日新月异,落后的知识技术逐步被淘

汰,实践教学是高职高专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决

定了人才培养质量。通过对卫生检验与检疫专业开

设课程、实验教学模式、实习见习方面进行改革,可以

完善专业建设、提高教学质量、培养高素质人才,同时

也可为科学评估实训教学效果提供参考依据[1-2]。为

提升实践教学质量,对应的质量保障制度需要先行。
研究中应对接最新职业标准、岗位规范,使教育教学

更加贴近实际岗位,解决理论教学与实际工作岗位之

间的脱钩问题。

2 展开行业调研

  设计卫生检验与检疫技术专业职业岗位工作任

务调研表,从空气理化检测、水质理化检测、食品理化

检测、卫生微生物学检验4个职业岗位主要对川渝地

区20多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调研,分析学生应

该具备的知识、能力和素质,打造适合本专业特色的,
具有实际工作价值的“临床应用模式”。加强课程改

革,改善实验实训条件,使专业人才培养和行业对接,
培养合格专业人才[3],构建符合学校实际情况,强调

培养目标与职业岗位需求紧密结合,以职业能力为核

心的高技能型人才培养体系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

必然要求[4]。为适应新形势下的岗位需求,在教学应

用过程中以学生为主体,以就业为导向,以企业最终

的评价为宗旨[5],探索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化检验实验

教学模式,培养学生自主设计实验以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提高学生毕业后的岗位胜任能力及团队协作

能力[6]。
  此外,此次调研还了解到粉尘分散度的测定、粉
尘采样器的使用、碘量法测定水中的溶解氧、食品中

水分活度的测定、电位滴定法测定酱油中氨基酸态

氮、食品中瘦肉精的快速检测(速测卡)、汽水总酸和

pH的测定(滴定法)在实际工作岗位中使用极少。微

生物学检验项目,如药物敏感试验在卫生检验与检疫

技术专业的实际工作岗位中使用极少,未用于临床用

药指导。
3 毕业生调研

  该项目发放了卫生检验与检疫技术专业毕业生

调查表,通过问卷形式对学院2008-2016级卫生检

验与检疫技术专业毕业生进行调研,分析基于岗位工

作任务与能力需求的专业核心课程实训体系效果,制
订反馈评价体系。回收有效问卷141份,问卷调查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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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毕业半年后去向、就业单位性质、就业满意度、就业

不满意原因、离职原因、毕业1年后考取卫生资格证

书情况、专业教学满意度、母校教学需要改进之处、实
践教学环节需要改进之处、母校卫生检验与检疫技术

专业在专业核心知识的培养总体上是否满足工作岗

位、是否愿意向他人推荐母校卫生检验与检疫技术专

业等内容。结果显示,就业单位28.36%(40/141)为
医院,28.36%(40/141)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7.09%
(10/141)为产品质量监督局,14.89%(21/141)为第

三方检测机构,7.09%(10/141)为环境检测中心,其
他单位占14.89%(21/141)。57.44%(81/141)毕业

生认为实践环节需要改进,42.55%(60/141)毕业生

认为行、企业见习需要改进。其中针对水质理化检验

教学,28.36%(40/141)的毕业生认为实践项目需改

进,21.28%(30/141)的毕业生认为理论教学内容需

要改进。对母校卫生检验与检疫技术专业的总体满

意度结果为:很满意23.40%(33/141),满意69.50%
(98/141),总体占92.91%(131/141)。在人才培养方

面,69.50%(98/141)的 毕 业 生 选 择 了 综 合 素 质,
61.70%(87/141)的毕业生选择创新能力,53.90%
(76/141)选择了专业基础知识,46.10%(65/141)的
毕业生选择了实践动手能力。关于专业教学具体到

每项核心知识,最需要改进的地方,53.90%(76/141)
选择了实践项目,6.38%(9/141)认为是理论教学内

容,46.10%(65/141)认为是理实课时分配。核心知

识中不能满足工作岗位,需要改进的项目,见表1。
  表1结果显示,实践项目的改进是目前需求最多

的,其次为理论教学内容,这反映出专业课程教学与

岗位工作任务脱节,需要构建教学、见习、顶岗实习全

程职业化的培养体系、增加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建立

跟踪反馈机制,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同时实施常规质

量管理,使之最大限度贴近行业岗位的需求,符合专

业的发展[7-8]。在水质理化检测课程的教学过程中,
要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根据教学经验,结合教学

中存在的问题,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重点

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以达到更好的教学效

果[9]。空气理化检测是重要专业必修课程,应用分析

化学等理化知识和技术,系统研究空气中化学污染物

采样、检验的方法和原理,为卫生监督相关标准和环

境监测等提供可靠的科学依据[10]。
此外,在课程理实比的设置上,部分同学建议增

加实训课的课时,以提高实践能力。因此,学院2019
年修订的人才培养方案中,保留了基础技能培训、岗
前培训,调整了卫生检验与检疫技术的课程模块,调
整后分三大模块。见表2。

表1  卫生检验与检疫技术核心知识问卷结果

   分析[n=141,n(%)]

项目
食品理化

检测

水质理化

检测

空气理化

检测

卫生微生物学

检验

实践项目 75(53.19) 44(31.20) 75(53.19) 44(31.21)
理论教学内容 65(46.10) 33(23.40) 44(31.21) 44(31.21)

表2  卫生检验与检疫技术专业课程模块表

项目 内容

专业基础素养模块 卫生法规、卫生信息、文献检索

核心技能模块 卫生理化检测、卫生微生物学及检验、分子生物学检验技术、动物检验与检疫、植物检验与检疫、生物材料检验

技能拓展模块 寄生虫学检验、生物化学检验、病理检验技术、药品生物检定技术、检验仪器、血液学检验

  其中卫生微生物学检验,总学时为160学时,理论

部分64学时,实训部分96学时,理实比达1∶1.5,有助

于增加学生动手操作的机会,为实践能力的提高提供了

保障。调整后的人才培养方案更接近工作实际,增加了

动、植物检验检疫模块,生物材料检验模块。

4 确立核心课程实训项目

  以真实岗位工作任务为依据,以行业操作规范为

标准,以职业素养为衡量,以岗位需求为主线,制订了专

业核心课程实训项目及核心操作技能标准化操作评分

标准,构造以“岗位工作任务与能力需求的”的特色实训

课程体系,努力培养学生成为综合素质较强的应用型人

才。为较全面地考核学生综合操作能力、规范技能考核

体系,在原有实验考核体系上进行了改革和创新,细化

考核指标和评分细则,增加综合能力的考核[11]。

5 教学资源库的建立

  卫生理化检验是疾病预防控制的重要手段,对于

致病因素的分析确定具有重要意义[13]。卫生检验与

检疫技术专业从岗前综合实训,从必要性、设计思路、
基本程序、评价方式方面进行分析,构建适应专业需

求的综合实训教学实践方式,探讨课程设置的情况和

特色,为卫生检验与检疫专业的人才培 养 提 供 借

鉴[14]。在卫生检验与检疫专业毕业评价方式改革研

究中,采用盲法抽样考核的毕业实验考核机制来检验

学生的实践能力,更全面地了解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

况及教学中存在的不足[15]。目前课题组已在雅安职

业技术学院网络学习平台建立了水质理化检测、食品

理化检测、卫生微生物学检验、临床检验基础、免疫学

检验等课程的资源库。此外,将虚拟仿真技术引入实

验教学中,有效补充传统实验教学,充分发挥虚拟仿

真实验的生动、直观、沉浸性等优势,从而提高教学质

量、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16]。
综上所述,卫生检验与检疫技术专业基于岗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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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任务与能力需求的专业核心课程实训体系的改革

实践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系统的构建不仅是师生

的共同参与,相应的配套实践教学基地也应大力配

合。培养符合临床需要的创新人才需要重视实践教

学,既要以学生为主体,同时又要注重学生各种能力

和创新意识的培养;实训课堂是高等职业教育中的重

要内容,是实践型、技能型、应用型高职人才培养工作

的核心环节,还需要科学评价高职院校实训课堂教

学,利于实训课堂教育目标的实现,继而提升高职人

才技能培养质量[17-18]。
总之,本学院将更加积极构建卫生检验与检疫技

术专业的实训课程体系,提高实训教学的质量,从而

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实现人才培养目标,为社

会输送更多高素质、高技能型的人才。

参考文献

[1] 钟艳琴.浅谈卫生检验与检疫专业实验教学模式[J].卫
生职业教育,2019,37(5):100-102.

[2] 刘玉梅,王飞,张丽雯,等.卫生检验与检疫新专业建设及

探讨———以潍坊医学院为例[J].教 育 教 学 论 坛,2019
(26):225-226.

[3] 李诚,石予白,张茵,等.专业人才培养与宁波检验检测行

业的对接研究———以高职卫生检验与检疫技术专业为例

[J].卫生职业教育,2018,36(23):10-12.
[4] 郑月,蔡鹏.构建高技能型卫生理化检验与检疫人才培养

体系的思考[J].价值工程,2017,36(5):211-212.
[5] 杨瑞梅,范兴亮.浅谈高职院校校内外实训基地在教学应

用中的绩效评价体系构建[J].教育现代化,2017,4(32):

88-89.

[6] 刘淑芳,王淑娥,郭冬梅.以学生为中心的卫生理化检验

实验教学改革[J].基础医学教育,2019,21(2):143-146.
[7] 房功思,孟德娣,杨玉坤.微生物学检验实践教学的改革

与探索[J].菏泽医学专科学校学报,2014,26(3):92-93.
[8] 孔军,谭琳琳.卫生微生物检验的质量管理有效方法应用

分析[J].中国卫生产业,2019,16(7):167-168.
[9] 李宝珠,王翠玲,陈海玲,等.高职高专卫生检验与检疫技

术专业毕业生调查报告[J].轻工科技,2019(7):154-155.
[10]张婷,许健,应航.案例教学法在卫生检验与检疫专业空

气理化检验教学中的应用[J].中国卫生检验杂志,2018,

28(2):250-251.
[11]费嫦,桂芳,张荔茗,等.微生物学检验实验技能考核评价

体系的构建与改革[J].医学理论与实践,2015,28(16):

2266-2268.
[12]黄晓红.基层卫生理化检验在疾病预防控制中的作用探

讨[J].中国医药科学,2019,9(12):248-250.
[13]段春燕,景戌.卫生检验与检疫技术专业岗前综合实训教

学实践[J].卫生职业教育,2016,34(3):114-115.
[14]赵丽萍,高蓉,李磊,等.卫生检验与检疫专业人才培养探

讨[J].基础医学教育,2016,18(5):414-416.
[15]黄明元,戴娟秀,张志忠,等.卫生检验与检疫专业毕业评

价方式改革研究与实践[J].教育教学论坛,2018(36):

100-101.
[16]盛杰,金忠秀,黄芬,等.卫生检验专业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的探索[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19,38(1):99-102.
[17]赵静,王博.加强实践教学

 

培养高素质卫生检验人才

[J].卫生职业教育,2018,36(4):26-27.
[18]田正佳.高职院校实训课堂教学质量评价体系研究[J].

教育现代化,2017,4(48):86-89.

(收稿日期:2019-08-25  修回日期:200-03-18)
教学·管理 DOI:10.3969/j.issn.1672-9455.2020.12.045

输血医学文书规范化管理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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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输血医学文书是临床用血全过程信息的客观记录,是住院病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临床用血风

险防范的法律依据,其规范化管理越来越受到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和医疗机构的重视。该文对目前输血医学文

书中存在问题进行梳理,并提出规范化管理的策略。医院管理者和临床各专业医务工作者应高度重视输血医

学文书的规范化,充分发挥输血专业协会的协调指导作用和信息技术的智能作用,不断推进输血专业的学科建

设发展。
关键词:输血医学文书; 规范化管理; 检查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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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血医学文书是临床用血全过程信息的客观记

录,涉及临床医生、护士、输血科医技人员,其规范化

管理越来越受到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和医疗机构的重

视。本文对目前输血医学文书中存在问题进行梳理,

并探讨解决的方法。

1 输血医学文书涵盖的范围及管理要求

  输血医学文书涵盖输血适应证评估、输血治疗同

意书、输血申请单、审批单、交叉配血报告单、取血单、

输血过程记录、输血反应回报单、输血后疗效评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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