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顺职业技术学院医学检验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基本情况

专业名称：医学检验技术

专业代码：620401

招生对象及要求：高中毕业生

学制及修业年限：3 年

职业面向：

所属专业大类 对应行业 主要岗位类别（或技术领域）
职业资格证书或技能

等级证书举例

医学检验

各级医

院、疾病

预防控制

中心、中

心血站等

医院的检验科、输血科、

药品微生物检验等
临床医学检验技士

二、人才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思想政治坚定、德技并修、全面发展，适

应经济社会建设发展需要，具有从事医学检验工作职业岗位（或

岗位群）实际工作的不断学习新知识、新理念、新技术、新方

法的素质，掌握生化检验技术、微生物检验技术、免疫学检验

技术、临床基础检验、病理学检验技术等知识和技术技能，面

向卫生行业或医学检验职业领域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

才。



三、人才培养规格

根据分析本专业的工作岗位（群）、工作任务对所需知识、

能力、素质的要求，制定职业岗位分析表。

职业岗位分析表

岗位 岗位职责及工作任务 职业能力要求 对应课程

岗位 1 生物化学检验

要求学生具备医学检验技术

专业高素质的高职高专人才

所必需的生物化学检验技术

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具

有一定的自学能力和运用知

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并注意渗透思想教育，

逐步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

使其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

实事求是、严谨、认真的工

作作风。

生物化学及检验技术

岗位 2 微生物学检验

要求学生能够准确、快速检

验和鉴定临床标本中的微生

物，并对引起感染的微生物

进行耐药性监测的能力，养

成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

微生物学及检验技术

岗位 3 免疫学检验

要求学生了解免疫学与疾病

的关系，免疫学理论和方法

在疾病预防、治疗中的应用；

掌握免疫学的基本理论知识

和操作技能；具有熟练掌握

免疫学常用实验方法的能

力，为培养新世纪的医学检

验人才，适应新世纪社会发

展的需打下基础。

免疫学及检验技术

岗位 4 血液学检验

要求学生知道细胞来源、增

殖、分化和功能的血细胞生

理学；掌握血细胞组成、结

构、代谢和血浆成分的血液

生化学；熟悉血细胞免疫和

体液免疫的血液免疫学等。

并具有临床各种血液检验的

方法能力。具备认真、实事

求是的科学态度。

血液学及血液学检验



岗位 5 寄生虫学检验

要求学生能够准确地掌握寄

生虫检验的基本技能和相关

理论知识，能熟练操作显微

镜，独立承担临床标本的检

测和鉴定，对寄生虫病的防

治提供指导性意见。逐步培

养学生诚实、守信、善于沟

通和合作的品质，养成科学、

严谨的工作态度。

寄生虫学检验技术

岗位 6 临床检验

要求学生通过生物化学检

验、微生物学检验、免疫学

检验以及寄生虫检验等的实

验室方法、技术的学习，掌

握病人的血液、体液、粪便

和各种分泌物的检验分析知

识和技能。更好地为诊断疾

病、了解病情和观察疗效提

供重要依据。该课程设计为

理论与实验课并举，强调对

实验课的高标准、严要求，

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观察

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

临床基础检验

四、课程设置及学时安排

（一）公共课程

公共课程重在学生的诚信品质、敬业精神、责任意识和遵

纪守法意识的培养，是高素质人才培养的基本保证。公共课程

主要包括：思政课、体育、心理健康教育、计算机应用基础等。

主要公共课程说明如下。

1.《入学教育》1 周，1 学分，30 学时，考核形式为“考

查”。

2.《军事理论》2 学分，36 学时，在第一学期采用网络课

程、讲座形式并行开设，考核形式为“考查”。

3.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 号）实



施方案，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建设体系创新计划》（教社政〔2015〕2 号）、《新时代高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教社科〔2018〕2 号）

开设“思政”课程。 “思政”课程实践实施方案由公共课教学

部、思政课理论课教学部负责制订，教务处审批备案后，交由

思政课理论课教学部执行。“思政课”共 9 学分。

（1）《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简称“基础”）3 学

分，54 学时，课堂教学 48 学时，实践教学 6 学时，第一学期

开设。

（2）《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简

称“概论”）4 学分，72 学时，课堂教学 54 学时，课程实践

18 学时，第二学期开设，课程考核形式均为“考试”。

（3）《形势与政策》1 学分，每学期 18 学时，要保证学

生在校学习期间开课不断线。结合实际和学生需求，开设形势

与政策教育类的选修课，完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程体系，发

挥“课程思政”作用。按照“优中选优”原则，从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师、哲学社会科学专业课教师、高校辅导员等教师队伍

中择优遴选“形势与政策”课骨干教师。实行“形势与政策”

课特聘教授制度，分层建立特聘教授专家库，选聘社科理论界

专家、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各行业先进模范等参与“形势与政

策”课教学。采用讲座、视频直播、社会调查等形式进行。

（4）《贵州省情》1 学分，18 学时，在第二学期开设，考

核形式为“考查”。

4.《心理健康教育》2 学分，32～36 学时，考核形式为“考

查”，2018 级高职生的心理健康课建议周学时为 1 学时，合班

上，分为前 9 周和后 9 周进行教学。开设在第一学年第二学期

（医药系、农工系、信工系、旅游系）和第二学年第一学期（护



理系、经管系、工程系）。

5.《体育》课程考核形式为“考查”，第一、二学期开设

必修课 4 学分；第三、四学期列为选修课，第三学期采用项目

选修的形式列入学院公共选修课供学生选择，第四学期与“阳

光体育”结合，采用教师带领学生进行早锻炼和课外体育活动

的形式开设课程。

6.《计算机应用基础》4 学分，72 学时，考核形式为“考

查”。医药、经管、农工系第 1 学期开设，护理、工程、旅游

系第 2 学期开设。

7.《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2 学分，共 36 学时，安排在毕

业实习前一学期进行，考核形式为“考查”，由各系承担教学

及课程管理。

8.《高职英语》课程为公共课程中的必选课程，开设为两

个学期，共 4 学分（各系可根据具体情况适当调整）。第一学

期 2 学分，32 学时，考核形式为“考查”；第二学期 2 学分，

36 学时，考核形式为“考试”。各系可在第三学期根据具体情

况开设《专业英语》。

9.《大学语文》为必修课程，开设一学期，为 2 学时，共

2 学分，考核形式为“考查”。护理系、经管系、农工系、旅

游系开设在第一学期，医药系、信工系、工程系开设在第二学

期。

10.《大学生安全教育》为必修课程，开设在第一学期，开

设形式为讲座，0.5 学分，8 学时。

11.公共选修课程可从公共课教学部提供的公共选修课、智

慧树共享课程通识课等由专业组选择推荐给学生选修。

（1）《高等数学》为选修课程，开设在第一学年第二学期，

2 学分，36 学时，考核形式为“考查”。



（2）《美术》《音乐》《书法》作为选修课设置，三选一

开设，第二或三学期开课，考核形式为“考查”。

（3）《文学欣赏》《普通话》《应用文写作》作为选修课

程，三选一开设，开设在第二学期，36 学时，考核方式为“考

查”。

（4）《中华茶文化》作为选修课程开设，开设在第二或三

学期，36 学时，考核方式为“考查”。

（二）核心课程

专业核心课程是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的核心内容，本专业学

生要求掌握以下核心课程：

1.《生物化学检验》

课程名称 生物化学及检验技术

实施学期
第 2、3

学期
总学时 162 讲授学时 106 实训学时 56

教学组织 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106 学时，实训学时 56 学时

学习重点
掌握人体的化学物质组成、物质代谢的过程及意义、生化检验的常用

技术和质量控制、各种脏器的特殊代谢及临床常用代谢物检测方法等。

职业能力
能运用物质代谢的特点，为生化检验的体液含量检测提供理论基础，

并灵活运用各种检测仪器对临床生化检验的各个项目进行测定和分析

专业内容

糖代谢紊乱及糖尿病的检查、脂代谢及高脂血症的检查、诊断酶学、

体液平衡紊乱及其检查、钙、磷、镁代谢与微量元素、肝胆疾病的实

验室检查、肾功能及早期肾损伤的检查、临床化学常用分析技术等。

2.《微生物学检验》

课程名称 微生物学及检验技术

实施学期
第 1、2

学期
总学时 118 讲授学时 64 实训学时 54

教学组织 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64 学时，实训学时 54 学时

学习重点
掌握微生物的种类、特点；掌握细菌的基本性状；掌握细菌的生长繁

殖与代谢；学会微生物的检测技术。



职业能力
会常规细菌染色操作；能识别细菌的一般形态和特殊结构；会配置和

使用常见细菌培养基；会各种细菌接种方法。

专业内容

病原生物的种类、特点；细菌的形态、结构；细菌的生长繁殖与新陈

代谢；外界因素对细菌的影响；常见病原微生物的检测技术，能把微

生物检测技术运用到检验工作中。

3.《免疫学检验》

课程名称 免疫学及检验技术

实施学期 第4学期 总学时 72 讲授学时 54 实训学时 18

教学组织 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54 学时，实训学时 18 学时

学习重点

使学生掌握抗原、免疫球蛋白、抗原和抗体反应、补体和免疫应答等

免疫学基础知识和理论，熟悉免疫系统和免疫分子概念和知识。能够

熟悉免疫学检验的基本原理和设计方法，掌握抗体制备技术、免疫比

浊分析、酶免疫分析术和荧光免疫技术等基本检验方法。 掌握免疫学

常规仪器的操作和维护，熟悉免疫学实验室的一般管理方法。

职业能力

免疫学检验技术以其特异性强、灵敏度高、结果稳定、方便快捷和成

本低廉的特点应用范围廷伸至医学检验专业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床旁检

验 POCT 产品的应用当中发展成为一种微量化学定性或定量分析方法

专业内容 概述，基础，技术，临床免疫与检验

4.《血液学检验》

课程名称 血液学及血液学检验

实施学期 第3学期 总学时 90 讲授学时 50 实训学时 40

教学组织 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50 学时，实训学时 40 学时

学习重点
掌握造血检验、红细胞疾病与检验、白细胞疾病与检验、血栓与止血

性疾病与检验

职业能力

使学生掌握相关的血液学检验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以及较强的应用

能力，以适应 21 世纪医学教育改革的需要，培养学生的动手动脑能力，

养成科学求实的良好作风，培养综合素质高、知识面广的医学高等技

术应用型专门人才。

专业内容

造血检验的基础理论、造血细胞检验、细胞化学染色技术、贫血与临

床、特代谢障碍性贫血与检验、DNA 合成障碍性贫血与检验、造血功

能障碍性贫血与检验、溶血性贫血与检验、急慢性白血病与检验、血

栓与止血检验及临床应用等。



5.《寄生虫学检验》

课程名称 寄生虫学检验

实施学期 第4学期 总学时 72 讲授学时 54 实训学时 18

教学组织 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54 学时，实训学时 18 学时

学习重点

掌握寄生、寄生虫、宿主之间的关系；寄生虫、宿主、寄生虫生活史

及相关概念、寄生虫对人体的感染方式与致病作用；寄生虫病的流行

特征及防治原则；寄生虫检验学习目的与检验方法的类型。

职业能力

要求学生能够准确地掌握寄生虫检验的基本技能和相关理论知识，能

熟练操作显微镜，能对各种检验方法进行选择，把握检测过程中的要

点并进行控制，独立完成常见寄生虫病的实验室诊断。对寄生虫病的

防治提供指导性意见。逐步培养学生诚实、守信、善于沟通和合作的

品质，养成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

专业内容
医学蠕虫学、医学原虫学、医学节肢动物学和寄生虫实验诊断检验技

术四部分。

6.《临床检验》

课程名称 临床检验基础

实施学期 第4学期 总学时 108 讲授学时 68 实训学时 40

教学组织 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68 学时，实训学时 40 学时

学习重点
掌握血液一般检验、血液分析仪的应用、血型的鉴定、尿液、粪便、

分泌物的常规检验项目及操作方法.

职业能力

使学生掌握相关的临床检验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以及较强的应用能

力，以适应 21 世纪医学教育改革的需要，培养学生的动手动脑能力，

养成科学求实的良好作风，培养综合素质高、知识面广的医学高等技

术应用型专门人才。

专业内容
血液一般检验、血细胞分析仪检验、血型与输血检验、尿液检验、粪

便和分泌物检验、其他体液检验、脱落细胞学及细针吸取细胞学检验

（三）辅助课程

辅助课程为专业群或相关专业的专业知识平台，要求学生

掌握必须具备的本专业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强调

以应用为目的，以必需、够用为度，以讲清概念、强化应用为



教学重点。专业选修课由专业组根据专业特点设置课程模块供

学生自主选修。本专业开设的扩展课程包括：

1.卫生理化检验

2.病理学与检验技术

3.分析化学

4.临床医学概论

5.人体解剖学

6.组织胚胎学

7.医学遗传学

8.无机化学

9.生理学

10.有机化学

11.医学统计学

12.卫生法律法规

13.分子生物学与检验技术

（四）扩展课程

扩展课程主要用于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的其他专

业素质和综合能力。扩展课程应提供学生自主选择的空间，可

开设成任选课程，可采用网络学习的形式，学生毕业前至少选

修 8～10 学分。本专业开设的扩展课程包括：创新创业课程、

美术、音乐（合唱）、书法、文学欣赏、普通话、应用文写作、



中华茶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常用护理技

术、临床实验室管理。

（五）综合实训课程

综合实训实操，设计课程以核心课程为主，学生在教学医

院，以医院实习医生的身份在带教老师的指导下，通过完成实

际的工作任务来加深对核心课程的理解和掌握，实现对核心技

能的熟练应用，完成学生向医务工作者的角色转变。顶岗实习

建议安排在第 5～6 学期，实习时间 36 周左右。

具体安排见教学进程表。

五、学时学分分配汇总表及教学进程安排表

（一）学时学分分配汇总表

学时学分分配汇总表

课程类别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总学分

学时 占总学时% 学时 占总学时%

公共课程 584 394 67.47% 190 32.53% 32.5

核心课程 622 396 63.67% 226 36.33% 35

辅助课程 710 530 74.65% 180 25.35% 40

扩展课程 246 172 69.92% 74 30.08% 14

综合实训 1080 0 0 1080 100% 36

素质学分 24

合计 3242 1492 46% 1750 54% 181.5

（二）高职教学进程安排表



2019 级高职教学进程安排表

专业：医学检验技术 制定日期： 2019 年 8 月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序

号

课

程

性

质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考试

考查
学分

学时数 开课学期及周课时数 备注

总

学

时

理

论

实

践

根据各专业安排填写循环层次

1 2 3 4 5 6

16周 18周 18周 18周 18周 15周

公

共

课

程

1 必选 20103001 入学教育 查 1 30 20 10 1 周 综合评定

2 必选 20805028 军事理论 查 2 36 36 0 讲座网络课第 1 学期

3 必选 20805002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试 3 54 48 6 3

4 必选 2080500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试 4 54 44 10 3

5 必选 20805003 形势与政策 查 1 18 18 0 1 2-4 学期以讲座开课

6 必选 20805004 贵州省情 查 1 18 18 0 1

7 必选 20805014 体育 查 4 68 8 60 2 2

8 必选 20805010 大学语文 查 2 32 32 0 2

9 必选 20805005 心理健康教育 查 2 36 18 18 2 网络课程

10 必选 20805031 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查 2 36 18 18 2

11 必选 20805018 高职英语 查/试 4 68 44 24 2 2

12 必选 20805022 计算机应用基础 查 4 72 36 36 4

13 必选 20805032 大学生安全教育 查 0.5 8 8 0 讲座，1 学期

14 任选 20805024 高等数学 查 2 36 36 0 2

小计 32.5 584 394 190 12 14 2

核

心

课

程

1 必选 20103002 微生物学及检验技术 试 7 118 64 54 4 3

2 必选 20103003 生物化学及生物化学检验技术 试 9 162 106 56 4 5

3 必选 20103004 血液学及血液学检验 试 5 90 50 40 5

4 必选 20103005 临床检验基础 试 6 108 68 40 6



5 必选 20103006 免疫学及检验技术 试 4 72 54 18 4

6 必选 20103007 寄生虫学检验 试 4 72 54 18 4

7 必选

8 必选

小计 35 622 396 226 4 7 10 14

辅

助

课

程

1 必选 20103008 卫生理化检验 查 3 54 38 16 3

2 必选 20103009 病理学与检验技术 试 4 72 48 24 4

3 必选 20103010 分析化学 试 4 72 56 16 4

4 必选 20103011 临床医学概论 查 4 72 54 18 4

5 限选 20103012 人体解剖学 试 5 80 40 40 5

6 限选 20103013 组织胚胎学 查 2 36 22 14 2

7 限选 20103014 医学遗传学 查 2 36 30 6 2

8 限选 20103015 无机化学 查 3 54 44 10 3

9 限选 20103016 生理学 查 3 54 44 10 3

10 限选 20103017 有机化学 查 3 54 44 10 3

11 限选 20103018 医学统计学 查 3 54 44 10 3

12 限选 20103019 卫生法律法规 查 2 36 36 0 2

13 限选 20103020 分子生物学与检验技术 查 2 36 30 6 2

小计 40 710 530 180 13 5 15 7

扩

展

课

程

1 必选 20103021 创新创业课程 查 2 36 26 10 2

2 任选 20805038 美术 查 2

36

12 24

三选一3 任选 20805035 音乐（合唱） 查 2 12 24 2

4 任选 20805037 书法 查 2 18 18

5 任选 文学欣赏 查 2

36 18 18 三选一6 任选 20805036 普通话 查 2 2

7 任选 应用文写作 查 2

8 任选 20805039 生态文明教育 查 2 16 16 0 1

9 任选 20805040 中国传统文化 查 2 36 36 2 网络课程

10 任选 20805041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 查 2 30 30 2 网络课程



11 任选 20103022 常用护理技术 查 2 36 20 16
2 二选一

12 任选 20103023 临床实验室管理 查 2 36 20 16

小计 14 246 172 74 4 3 6

综

合

实

训

1 必选 20103024 顶岗实习 36 1080 1080 综合评定

2

小计 36 1080 1080

总计 157.5 3242 1492 1750 29 30 29 29

素

质

学

分

1 必选 20103025 思想政治与道德修养 6 综合评定

2 必选 20103026 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 6 综合评定

3 必选 20103027 技能培训及其他 4 综合评定

4 任选 20103028 学术科技与创新创业

8 综合评定5 任选 20103029 文化艺术与身心发展

6 任选 20103030 社团活动与社会工作

小计 24

总计 181.5 3242 1492 1750 实践学时占 54%

说明：素质学分具体要求见《安顺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素质教育学分管理实施办法（试行）》。



六、毕业条件

（一）学生应在校修完规定课程，成绩合格，修满 181.5 学分。

（二）获取的职业资格证书要求

序号 证书名称 证书等级 发证单位 获证要求 备注

1
临床医学

检验技术
初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

成绩合格

说明： 职业资格证书也可是国家认可的不同名称的证书，如计算机等级证书等。

（三）德育合格

1.素质学分达到 24 学分。

2.学生无违纪或者违纪处分已解除。

（四）其他要求

1.体质健康测试达标。

2.学生缴纳了规定的费用。

七、实施保障

（一）师资条件

本专业目前有专职教师 10 名，兼职教师 6 名。

专业课程教师情况一览表

序号
任课教师基本情况

专/兼职
姓名 毕业院校及专业 职称 技能等级证书

1 吴小琼
贵州师范大学

化学
教授 妇幼保健员高级 专职

2 徐敏
青海师范大学

生物化学
副教授 妇幼保健员高级 专职

3 杨海燕
遵义医学院

临床医学
副教授 执业医师证书 专职



4 颜菲
贵阳医学院

病理与病理生理学
副教授 执业医师证书 专职

5 张佩
贵阳医学院

临床医学
讲师 妇幼保健员中级 专职

6 刘晓昕
贵阳医学院

医学检验
助教 专职

7 赵娅
遵义医学院

医学检验
助教

临床医学检验技

术初级（师）
专职

8 秦梁智
贵州医科大学

医学检验技术

临床医学检验技

术初级（师）
专职

9 胡明翠
遵义医学院

医学检验技术

临床医学检验技

术初级（师）
专职

10 袁阳飞
内蒙古民族大学

医学检验技术

临床医学检验技

术初级（师）
专职

11 张云东
贵阳医学院

医学检验
正高 检验主任技师 兼职

12 晏书苹
贵阳卫校

医学检验
中级 主管检验师 兼职

13 胡艳
安顺职业技术学院

医学检验
中级 检验技师 兼职

14 晏晨
中国科学院大学

药物化学
中级 助理研究员 兼职

15 胡祯燕
遵义医学院

医学检验
中级 检验技师 兼职

16 田素红
贵阳医学院

医学检验
中级 检验技师 兼职

（二）实训条件

1.校内实训条件

依托学院新校区建设，在新建的医学类实训中心中建设好有关医学检

验技术专业的生化检验实验室、微生物与免疫学实验室、临床检验实验室

以及血液检验实训室。积极参与我系招商引资在新校区建设占地面积约 40

亩的新附院，在新附院中开展检验业务，为老师学生提供全真的实训场所。

2.校外实训条件（含校企合作情况）

（1）具有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且分布合理，能提供临床医学检验、输

（采供）血、病理技术等相关实习岗位，能涵盖当前医学检验产业发展的



主流技术，可接纳一定规模的学生实习；能够配备相应数量的指导教师对

学生实习进行指导和管理；有保证实习生日常工作、学习、生活的规章制

度，有安全、保险保障。

（2）顶岗实习要求在二级甲等及以上医院或有一定规模的第三方独立

实验室（能开展 250 个以上检验项目）完成。顶岗实习时间 9 个月（36 周）。

大力加大推进与附属医院（安顺市人民医院）的合作力度和深度；与

贵州省人民医院、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贵阳中医

学院附属医院、有关地州（市）人民医院、有关县乡基层医院等大、中、

小型医疗卫生机构在校企共育、顶岗实习、就业择业等方面建立了良好的

合作关系。力争 5年内校外实训基地达到 40 个。

（三）教学资源

1．教材选用按照国家规定选用优质教材。鼓励使用与医学检验技

术专业教学资源库配套的新形态一体化教材。

2．图书文献配备能满足人才培养、专业建设、教科研等工作的需

要，方便师生查询、借阅。

3．数字资源共建共享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开发微课、

动画等音视频素材、教学课件、数字化教学案例库、虚拟仿真软件、

专业技能操作视频、在线测试、数字教材等资源，如智慧树、智慧职

教 www.icve.com.cn、爱课程网 www.icourses.cn 等网络资源。。

（四）教学方法

适应“互联网+职业教育”新要求，全面提升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

力，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现代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

http://www.icve.com.cn
http://www.icourses.cn


的广泛应用，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可采用 MES 下多元化教学法、理

实一体化教学等，培养学生终身学习习惯，充分利用医学检验技术专

业教学资源库平台及其优质资源，引导学生自主学习资源库中标准化

课程、培训课程、MOOC，学习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教师个性化课程。

（五）学习评价

1．评价原则采取多元评价方式，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

考核内容与职业岗位要求相结合，知识能力与职业素质评价相结合。

改革评价模式，促进混合式教学开展，促进学生自主学习。

2．评价方式包括平时考核、实践考核、理论考核等形式，根据教

学和学生实际制定考核办法，不同的学习内容，考核方式、计分方法

可不同。学生修完相应课程，总评成绩 60 分以上可以获得相应课程

学分。

（六）质量管理

1.组织机构

建立了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负责指导专业建设与

人才培养。具体由系主任、专业主任、专业教师、行业专家组成，组

成如下。

主任：丁杰

秘书：陈懿

成员：张云东、晏书苹、胡艳、徐敏、杨海燕、吴小琼、颜菲、

张佩、赵娅、刘晓昕、秦梁智、胡明翠、袁阳飞。

2.管理措施



建立健全教学质量评价制度、听评课制度、师生参加教学（技能）

竞赛激励制度、师资培训制度、教师顶岗实践制度、教师职称评聘管

理办法、学生成绩管理制度、学生学分互认（积累）实施办法等。其

中，学校的督导室和教务处负责对教学过程、教学质量进行宏观管理

与监控；系部负责日常教学管理、师资培训；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组负

责传达学校和系部的各项管理规定及对专业教师的授课等进行实际监

督，从而构建了学校、系部、专业三级质量监控体系。

另外，校外教学质量管理主要是实训、见习、实习。学习期间，

实行校外单位（医院/企业）与学校双重管理，以校外单位管理为主，

必须遵守校外单位和学校制度。校外单位根据各专业实习大纲，安排

学生实践，若安排确有困难，则与学校取得联系，作适当的调整。学

校每年度对校外学习情况进行检查，了解学生的表现和校外单位带教

情况，妥善解决实际问题。建设实习管理云平台，完善顶岗实习跟踪

监控与反馈机制、就业跟踪反馈机制等。

3.质量监控

构建多元质量评价体系，学生考核以职业能力为核心，实行过程

考核与结果考核相结合；顶岗实习考核实行实习业绩考核与实习总结

相结合，以实习业绩为主。教师考核包括教学过程考核和实习业绩考

核。引入第三方评价机构，构建了社会、企业、学生和学校参与的多

元化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

八、附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