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检验专业课程中融入思政教育的探索研究报告

医学的迅猛发展、现代的各种先进检测、诊断和治疗设备为人

类提供了全面的诊疗服务，但在这些科学技术日益昌盛的同时，患

者的医疗服务需求也在不断发生改变，医患关系的紧张也进一步提

出了片面强调科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适应人民的需要，只有将科

学素养与人文精神紧密结合，培养现代化新型的医学人才，才能解

决医患对于高品质医疗服务的供求矛盾。我国医学生人文知识普遍

薄弱、社会责任感不强，心理素质欠佳，责任担当意识薄弱。医学

检验技术作为医学中重要的一部分却常被忽视，由于多数人认为检

验处于辅助地位，在医院不被重视，工作人员自信心不足，其工作

态度不严谨、延误报告时间、检验流程不规范、检验技术和标本差

错等方面的问题经常会导致患者或健康体检者、医护人员及其他社

会人群的投诉和医疗纠纷，检测差错出现常互相推诿、隐瞒，却不

早点寻求补救，检验报告的准确性、及时性、有效性常影响到临床

疾病的诊疗时间和诊疗方案的及时确定，甚至延误治疗时机，引发

严重后果，导致医疗纠纷和患者投诉及抱怨，而这些因素与检验技

术工作者的思想素养密切相关。医疗纠纷出现后人们的焦点常关注

于医生和护士的行为，殊不知检验结果在医疗事故中具有重要的法

律效力，在循证医学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么在医学检验技术

专业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也显得相当重要。

医学检验专业自 2014 年以来由五年制改为四年制，命名为医学

检验技术专业，是医技类，获得的是理学学士学位，这在医学界属于

重大变革，医学检验技术专业虽然是临床必不可少的辅助诊疗措施和

手段，但由于学制的变动和理学学士的尴尬地位，使得一度被人们对



其有一定的看法和偏见，认为医学检验技术是以技术为主，强调检验

技能的训练加强，而忽略了其对临床患者及其他医务人员的特殊作用，

对其在人文思政教育方面的重视明显不够，导致临床不能准确、及时

获取患者的实验信息，耽误临床做出合理的诊疗决策和方案，从而也

为患者带来了经济和生理、心理上的负担，所以在医学检验技术专业

中培养理论知识与业务技能的同时，加强思政与人文教育也非常重要。

本课题以四年制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临床基础检验技术》课

程为例，在专业课的教学中融入思政教育，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知识

体系教育的有效统一，把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有机结合，把社会主义

的核心价值观、做人做事的道理、实现民族复兴的理想和责任融入专

业课教学中，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执业习惯和社会责任心，对

自己所从事专业的特殊性有很好的认识，将科学素养与人文精神结合

起来，满足当今社会的医学检验技术人才的需求，减少医疗纠纷和患

者投诉，缓解医患关系，并不断创新，为医学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一部分：具体探索和实施路线、途径如下：

一、检验技术专业思政教育现状分析

近几年，各大学校都在尝试将思政教育与科学理论知识融到一起，

帮助学生在接收科学知识的同时正确的树立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引领学生从自己的学习专业领域出发，能够更好地为社会、为人类实

现自我的崇高人生价值。多少年来，每个学校都在讲思政课程，思政

课程被认为是通识课程，教学课时和学期占比很大，多数高等院校的

思政课程要持续开展两个学年——四个学期，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论》、《中国近现代

史纲要》以及《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等课程，在医学院校还开

展医学心理学、医学伦理学、社会医学等课程，但教学主体是人文社

科部的教师，在讲这些课程时，多数是在大学新生开始，大一年级、

大二年级开课，许多教师毕业于文科类院校的思政专业，对我们的医

学专业知识根本不了解或了解甚少，老师们课下辛苦备课、课上精彩

纷呈，但学生对课程的认识和了解并不深入，尤其是对于我们医学检

验技术专业的学生来说，更觉得与自己的目标、前途毫无牵连、毫无

瓜葛，没有丝毫的关系，更不会将此与自己的职业生涯挂钩。所以课

堂上也只是敷衍了事，听说读写，听任老师安排，学习的目的是为了

应付考试，而根本不去思考或深入了解这些课程内容与自己的人生规

划、人生价值有何关联。专业课程的教学一般在大二第二学期和大三

第一、第二学期开设，等专业课程开设时，思政课程已经结束，专业

课程由专业教师教学，多数人对思政课程了解不深、认识不够，即使

应用各种手段想方设法将二者联系起来，但也不是系统的、融合的、

默契的，各是各的教法、各是各的学法，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完全是

两张皮，达不到我们的思政教育大观。所以，为了将二者有机结合，

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紧密衔接，需要进行不断地探索。为此，针对

在医学中起着重要辅助作用的检验专业，我们尝试将思政教育与专业

教育结合起来，让专业课程中渗透融入思政课程的要素，使得上课过

程中内容丰富、有血有肉、情感交融、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思想、

行动和目标。



二、提高教师思政育人思想认识与教学理念

新时代背景下，高校教育的德育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在特

殊的传染性病毒的检测中，更显示出检验技术专业人才思政教育的重

要性。在传染性较强的病毒的侵袭下，各位医生和护士不顾个人安危，

顶风而上，敢于冲锋陷阵，为患者做出一系列诊疗措施，让人们深记

心中，感受到他们的伟大之举。但是对于检验专业人员来说，患者的

确诊和治疗离不开检验，他们需要在背后默默无闻地做出自己的行动，

尤其是具有确诊价值的核酸检测和抗体筛查、基因谱的分析，同样需

要具有很大的勇气直接面对。单纯的思政课教学只能给与学生笼统的

模糊的思政意识，而只有在专业课程的教学中不断融入思政元素，结

合专业特点加强思政教育，才能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让学生对本专

业的德育深有体会和认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影响非常之大，

当教师在日常教学中的一言一行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对自己职

业的认同和价值引领。所以教师教学意识和教学理念非常重要，一定

要潜心研究、在实际工作中当好引路人。所以，专业课教师需要首先

提高自己的职业修养、强化课堂教学中课程思政的教育意识和认识理

念，充分将教书和育人发挥到最佳极致。

三、挖掘思政元素，努力将思政与科学知识衔接配合

（一） 改变教学策略，培养敢于担当和坚持不懈的敬业精神

本校检验专业课程教学中不断融入案例式教学和角色体验式教

育，给学生引入适当的案例，通过案例从反面教育学生在工作中如责

任不明确、没有担当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比如血小板的真假性减少



判断的重要；再通过正面教育案例给学生传递正能量，比如在检验业

界中涌现的为追究发病真凶而不辞劳苦、千回百转，最终在粪便标本

中找到的寄生虫卵、在体液中找到恶性细胞的各位检验元老，从而为

临床提出合理建议，这些看似很小的一件事件却起着很了不起的作用，

对临床疾病的诊断价值非常重要，他们的敬业精神和轻易不言放弃的

精神都可以给学生树立很好的榜样，是学生培养正确的职业参与感的

重要教学素材。

（二）引用名人事迹，培养爱国情怀和创新思维

在绪论教学中介绍临床基础检验技术的发展历程中穿插结合中

国首位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率领团队成员经过多年奋战

研制出抗虐药物——青蒿素并进行不断革新；糖丸爷爷——顾方舟不

辞劳苦，苦心研究，吸取优势，弥补不足，根据国情研究适合我国的

脊髓灰质炎减毒疫苗糖丸，并从自己和亲生儿子开始试验，终于使我

国在消灭脊髓灰质炎病毒取得胜利，走在世界之前列，用这些老前辈

的爱国情怀、坚持不懈、敢于创新的思想来鼓舞学生一定要有大国情

怀，家国并重，勇于开拓。

（三）利用时事形势，树立职业认同感和甘于奉献精神

在 2020 年度以来，我校积极开展线上教育，利用线上教学平台，

结合当前

国际国内形势和传染病毒的疯狂肆虐，我们的习总书记及钟南山院士、

各位为病毒控制做出奉献的白衣战士事迹积极开展小组讨论式教学

和头脑风暴，可以提供给学生思考和自主发言的机会，发表自己的见



解和认识，并且可以结合大家的深切体会和所见所闻来提高对祖国的

认识，对我国之强大和人才之优秀、科技之创新、领导之英明有更深

入的了解和认识，真正体会到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之荣耀与职责

和担当，通过医学界一位位奋战在一线的英勇者和无私奉献者的实际

行动和感人事迹，提高自己的职业认同感和光荣的的使命感，感觉到

作为一名医学检验工作人员要对每一个生命珍惜和爱护，我们有责任

通过自己的一己之力帮助临床尽早诊断病人，尽早监测病人的病情变

化，尽早帮助临床选择合适的治疗措施。

（四）结合传染性病毒的检测流程，加强生物安全意识

生物安全防护是医学检验技术中非常重要的的一个环节，检验技

术人员需要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标本，这些标本存在着很大的危险隐

患，检验者如果防护意识淡薄、操作不规范会造成很大风险，既可以

影响自己又可影响环境甚至他人的健康。通过观看传染病毒的操作流

程的影像记录片，让学生感受操作过程中的慎重和防护的必要性，并

学会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从而在面对各种标本操作时做好安全防护

措施，加强生物安全防护意识，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规范进行操作，

保证将污染区、污染物要与清洁区、生活区分开，保证在污染区不做

一些违反生物安全制度的行为和举动。

四、改变教学评价方式，建立综合评价体系，理论实践与思政人

文结合

专业课中渗透融入思政教育，这是有形教育与无形教育的结合，

是显性教育与隐形教育的融汇，考核评价不能硬性客观的去按成绩评



定，而是需要多种评价结合，综合评价学生的德育教学成效。本校尝

试通过在笔试成绩中加入一些思政类讨论题型，在实践考核中结合学

生的态度、认识和行为来评价学生的德育，在日常行为中依据学生对

团体活动和社会实践的参与和认识上进行评价团队协作意识和奉献

精神，在问卷调查中结合学生的自我认识和评价，综合多种评价方式

来评估思政教育的开展成效，以便进一步做出整改。

首先，在实践教学中，观察学生学习态度、课堂参与积极度、团

结协作能力、综合分析问题能力、校园中日常行为等，教师通过对学

生的观察做出评价。

其次，设置调查问卷表，采用问卷星的方式，让学生对自己做出

客观的评价。

另外，理论考试穿插加入一些比较灵活的结合自身专业的思政类

讨论题型，侧面激发和测评学生从思想认识方面的改变。

最后：在实践操作考核中通过自身修养、生物安全意识、操作规

范程度、结果的真实报告和分析等方面评价，并制定实践技能考核规

范。强调操作技能规范的同时，加强对仪态仪表、工作态度和报告结

果的准确性、完整性、科学严谨性以及环境和个人安全防护意识的考

察。

第二部分：研究成果

经过本课题研究，将成果整理和总结：

1.发表论文 2篇：

（1）.临床基础检验技术中融入思政教育的改革探讨，《教育科学》，



2021.8.

（2）.检验专业教育中融入思政教育的探索，《中国继续医学教

育》2023，15(01).

2.挖掘思政元素进行教学方案设计：在教学大纲及按键按设计中

穿插融入思政元素。

3.进一步完善实践操作考核标准并举行技能大赛：临床基础检验

技术技能考核中融入思政内容，血液学检验技术形态技能大赛借助山

东泽众平台进行。

第三部分：总结

思政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在教学中需要不断渗透、



融合，且在多种课程中进行整合融入，才能发挥到更佳的效果。检验

技术专业是一个特殊的专业，与临床结合紧密，但又不同于临床医学，

对临床医学学的发展及诊疗水平的提高有很大的价值，思政教育在其

专业实践中同样有着重要的作用，故需要我们继续努力，教书与育人

协同，科学与德育同行，将科学知识的传授与德育教育相互融合渗透，

将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互溶。教育之路漫长，教学探索需继续不断前

行，以为国家培养岗位胜任力强、工作责任心强、有正确世界观及价

值观的检验人才而不断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