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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实验室管理学在线课程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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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临床实验室管理学是检验医学与管理学的交叉学科,是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核心课程。针对临床

实验室管理学存在的教学问题,课程教学团队根据强化理论基础与突出临床实践、知识点全覆盖与重难点突

显、课程内容系统化与知识点微视化、呈现形式多样化与内容岗位化4个“相结合”的原则,重构课程内容体系,
设计多种可视化路径,开发试题库,构建在线课程体系,率先创建了临床实验室管理学超星学银慕课和中国大

学 MOOC平台慕课,推进了教学改革,取得了良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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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实验室管理学是一门主要研究指挥和控制

临床实验室的人、财、物等资源协调活动及其基本规

律和方法的学科,是检验医学与管理学的交叉学

科[1-2]。临床实验室管理学是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核

心课程。据统计,临床实验室提供的检测信息占疾病

诊断治疗辅助信息量的70%以上[3]。检测信息是否

准确、可靠已成为影响疾病诊疗和预后判断的关键因

素。检测信息的质量已成为当今人们关注的重点[4]。
随着现代检验技术的自动化、集成化发展,以及临床

实验室管理的国际化、标准化、规范化和法制化,临床

实验室管理学在临床实验室实际工作中的作用日趋

重要[5-6]。
因此,做好临床实验室管理学的课程建设,培养

具有检验医学和管理学知识的医学检验技术人才,将
有助于强化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内涵建设,促进医学检

验技术专业的发展。
针对临床实验室管理学存在的教学问题,重构知

识体系、设计情景剧与对话访谈等多种可视化路径,
开发试题库,构建在线课程体系,率先创建了临床实

验室管理学超星学银慕课(http://www.xueyinon-
line.com/detail/218935903)和中国大学 MOOC平台

慕课(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FJYK-
DX-1463008161),取得了良好成效。
1 临床实验室管理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1 课程内容宽泛、抽象,难教难学 临床实验室管

理学不仅涉及临床血液学检验、临床微生物学检验、
临床分子生物学检验、临床生物化学检验等专业知识

与实践技能,也涉及人员管理、安全管理、质量管理等

知识,内容宽泛、抽象。学生修读时尚未进入临床实

验室实习,缺乏对临床实验室正常运行及质量管理的

整体性认识,以致部分学生认为“临床实验室的管理

是领导者的事情;对于广大学生来说,学了临床实验

室管理学将来走上检验工作岗位也用不上”,严重影

响学习动力,导致难教难学[4]。
1.2 缺乏相对完善的线上教学资源 临床实验室管

理学是随着检验医学的发展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一门

新兴学科,课程的教学内容、形式等尚处于探讨和摸

索中[7],缺乏完善、可直接应用于课程教学的线上资

源。大多数院校课程授课学时为20~40学时[8],教
师很难在有限的学时内将知识点讲深讲透。这就迫

切需要有相对完善的线上课程资源可以让学生先行

自学或巩固复习。
2 临床实验室管理学在线课程体系的构建原则

  根据临床实验室的管理实际和临床实验室管理

学存在的教学问题,在线课程体系的构建遵循以下4
个“相结合”。
2.1 强化理论基础与突出临床实践相结合 结合知

识点引入许多临床工作案例,并基于临床实景展示教

学内容,突出知识的临床应用实践,有力支撑卓越应

用型医学检验技术人才培养目标和临床实验室发展

趋势要求。如在介绍聚合酶链反应(PCR)实验室的

设计和布局时,先导入某医院某天出现90%标本乙型

肝炎病毒的脱氧核糖核酸(HBV-DNA)检测结果都是

阳性的案例,深入分析PCR实验室的科学设计与合

理布局的重要性,将枯燥的理论与生动的临床实践相

结合,突显课程的理论性与实践性。
2.2 知识点全覆盖与重难点突显相结合 为了方便

不同院校使用,并能弹性匹配不同教学学时数,该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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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以杨惠、王成彬主编的《临床实验室管理》[9]为参考

教材,精心创作全课程10个章节模块的线上教学资

源,实现课程知识点的全覆盖。同时,对于该课程的

重难点如检验前的质量管理、检验中的质量保证等章

节,进行多角度详细深入地探讨,实现知识点全覆盖

与重难点突显相结合。

2.3 课程内容系统化与知识点微视化相结合 临床

实验室管理学涉及内容广泛,且不同章节间联系不够

紧密。为解决该问题,慕课的建设把原有的课程内容

进行模块化,分为临床实验室正常运行的要素保障和

质量控制两大模块,将所有知识内容有机地进行串

联。同时,为了发挥慕课学习的时空优势,学生可以

充分利用零散的时间随时随地学,拍摄制作的视频为

微视频,即每个视频时长为5~15
 

min。

2.4 呈现形式多样化与内容岗位化相结合 临床实

验室管理学是医学检验知识和临床实验室的管理实

践相融合的一门应用性学科,课程内容抽象、费解[10]。
课程教学团队精心设计、拍摄、制作教学微视频,通过

情景剧、专家剖析临床实验室的经典案例、实践操作

示范、专家访谈等多样化的呈现形式,使枯燥、抽象、
费解的课程内容变得不仅具有可视性、趣味性,而且

具有岗位性,大大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意识

与学习效果。

3 临床实验室管理学在线课程体系的构建内容

  基于广泛调研、专家论证,并结合临床实验室管

理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该慕课着重从内容可视

化路径、教学微视频、测试题库等方面进行构建,在线

课程体系包括导学、助学、督学,知识点,自我测试,拓
展学习4大模块(图1)。

3.1 创建课程内容可视化新路径 临床实验室管理

学课程内容抽象、费解。契合教学知识点,设计课程

内容的可视化路径,采用情景剧、对话访谈、技能操作

示范、临床实验室实景拍摄、经典案例展示等方式使

抽象、费解的课程内容形象化、趣味化,如用临床实验

室现场直接展示规范与不规范操作对结果造成的巨

大影响等。通过契合知识点的可视化路径设计,促进

了课程内容的可视性、趣味性和岗位性,提升了学生

的学习兴趣、意识与效果。

3.2 设计制作教学微视频 临床实验室管理学慕课

内容以质量管理为核心,以临床实验室正常运行的要

素保障和质量控制为主线,以“三基”、“重点”、“难点”
为抓手,突出检验的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三全”管
理,制作了48个微视频,实现抽象内容可视化、岗
位化。

3.3 建设题库 学习测试是学生自我了解学习效果

的重要方式。测试评价是教师了解学生知识掌握和

运用情况,评价教学效果的重要环节,也是学校深化

教学改革的重要依据[11]。不管是线上练习、章节测

验、随堂测试,还是期末理论考试都需要题量多、质量

高的题目。临床实验室管理学试题库涵盖选择题、填
空题、名词解释和问答题等题型,为学习测试和教学

评价提供重要支撑。
另外,临床实验室管理学慕课还不断更新和完善

“拓展学习”模块。将最新卫生行业管理标准如静脉

血液标本采集指南和临床用血质量控制指标,以及新

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等的临床实验室管理规范等及

时更新到“拓展学习”模块,实现课程的前沿性和实

用性。

图1  临床实验室管理学在线课程体系

4 临床实验室管理学在线课程的应用与成效

4.1 破解了课程内容抽象、学生认识不足等教学问

题 临床实验室管理学在线课程体系,通过教学内容

的梳理重构,提升了课程内容的系统性、逻辑性,有利

于学生从宽泛的内容中清晰抓住临床实验室正常运

行和质量管理两条主线,层层深入学习。通过专家剖

析临床实验室的经典案例,拍摄临床实验室工作流程

的实景,以及基于临床实验室实景进行内容讲解和操

作示范等方法,不仅提升了学生对临床实验室正常运

行及质量管理的整体性认识,实现了枯燥抽象内容的

可视化、岗位化,突显了临床实验室管理学在自动化、
智能化临床床实验室中日益增加的重要性,而且进一

步突出了临床实验室的管理是包括患者、医生、护士、
标本运送者、临床实验室全体工作人员的“全员、全过

程、全方位”的管理,有效解决了学生对临床实验室管

理学认识不足的问题,激发了学生课程学习动力。

4.2 
 

弥补了临床实验室管理学线上资源不足等问

题 临床实验室管理学在线课程已经升级为慕课,弥
补也丰富了临床实验室管理学线上资源。学生可以

不受时空限制,充分利用零碎时间,随时随地学,反复

观看巩固学习,实时自我测试反馈补缺补漏学习,不
仅有利于学习效果的提高,也有利于学生自学能力的

培养。在线课程还可生成多种多样的课程资源和教

学形式,产生极为丰富的主体互动和知识交互[12],如
利用在线课程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将在线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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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资源作为线下教学的补充拓展内容等。临床实验

室管理学慕课,作为福建省高校在线教育联盟免费共

享线上课程,为“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提供了服

务。截至2022年3月,该慕课已为50所高校或机构

3
 

800多名师生服务。通过问卷调查,90.56%的学生

认为该课程体系内容全面;96.3%的学生认为视频形

象生动、时长适中,课程的导学助学、自我测试和拓展

学习,有助于自主学习;92.13%的学生认为通过该课

程体系的学习,收获大。另外,基于该慕课开展的线

上线下教学改革实践,也取得了良好成效,如获得校

级教改课题立项,全国医药学研究生在线课程建设重

点课题立项,全国微视频大赛二等奖,全国教育教学

优秀论文二等奖2项;该课程也被认定为省级线上线

下混合式一流本科课程和省级线上一流本科课程。
5 小  结

  随着互联网和教育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
教育”模式已成为最主要的教与学的形态。临床实验

室管理学在线课程体系的构建,紧跟智慧时代步伐,
应时而生,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促
进了临床实验室管理学课程的教学改革,提高了教学

质量。当然,临床实验室管理学在线课程体系的建设

还需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以便不断提高在

线课程质量,更好地为广大师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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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教学医院口腔正畸进修医师培养模式构建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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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培养进修医师是我国口腔正畸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专科教学医院是口腔正畸进修医师培养的

重要场所。该文结合进修医师学习周期短、学习内容多、正畸基础薄弱等特点,以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

为例,探讨专科教学医院口腔正畸进修医师培养模式的构建及全过程管理,并对后续教学模式的完善和教育教

学的改革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口腔正畸学; 教学; 进修医师; 专科教学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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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腔正畸学是本科毕业后教育,这在全世界范围

内几乎成为共识。不管在欧美还是日本,需接受医学

本科毕业后3~6年的专业培养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

正畸专科医师[1-4]。我国现阶段也有跟国际接轨的

3+X正畸专科医师培养制度,即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3年,获得规范化培训证后,根据学位获得情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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