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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总结

经过本课题为期两年的研究与实践，基本形成了一套专业与

思政有效融合的教学模式，在教学中进行应用并取得一定的教学

改革成果，具体如下：对教学大纲根据改革方案进行了重新完善，突

出思政育人。经教研室共同讨论进一步完善和设计教学方案，统一了教

学思想，在教学运行过程中积极开展了多元化教学（如直观式、情景模拟

式、案例式、角色转换、归纳总结、推理引导等）、实验室开放、技

能培训与考核、临床操作流程和工作环境的见习和演习，并与学生积极

开展讨论，征求学生意见，不断改进，已取得成效，探索出适合我校医

学检验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的具体实施方案，并在 2017 级、2018、2019

级三届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学生的教学中运行，得到学生和老师的认可。

一、取得的成果：

1.发表教学改革论文 2 篇：

（1）课程思政融入临床基础检验技术教学中的探索，《教育科

学》2021.7。

（2）检验专业课程中融入思政教育的改革探索，《中国继续医学

教育》2023,2。

2.建成校级精品课程一门——《临床学血液学检验技术》，录制

视频教学资源 49个，非视频资源 39个，资源总数 88个，习题测试

156 道，选用院校 7 所，参加学生人数 2119 人。并获批省级一流课

程，在智慧树平台实行资源共享。

3.《临床实验室管理》课程线上教学视频录制 12个，上传至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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哩哔哩平台，供本校学生及社会相关人员学习，参与学习人数 1500

人。

4.编写《临床血液学检验技术》教学大纲及课程思政设计、课

程思政案例。

5.编制《临床基础检验实验技能考核评分标准》。

二、应用效果与对策

通过对 2017 级、2018 级、2019 级三届学生的专业课程（临床

基础检验技术、临床血液学检验技术、临床实验室管理）教学中实

施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三门课程是在不同的学期和不同阶段开设，

用心挖掘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程的日常教学中，由于前期的知识

结构和知识背景不尽相同，再结合时代的发展不同，应用了不同的

教学方式，不同的场景引入不同的元素，在理论课教学、实验课操

作和临床实践实习中不断影响和感化学生，发现学生的综合素质水

平和道德责任感明显增强，潜意识中对中华民族的优越和自豪感体

现出来，并且目标明确，努力提升自我，为圆中国梦矢志奋斗、发

奋图强，在学习中你追我赶，敢于提出创新设想，互帮互助，团结

协作。并且善于把生活与学习联系起来，发挥正义感和敢于担当、

甘于奉献。目前这三届学生有的在校、有的实习、有的已经毕业奔

赴工作岗位和继续深造，微信和网络时时传来抗战疫情第一线的“小

朋友”，他们经常夜以继日，攻克难坚，连续坚守在分子生物实验室

跟核酸标本奋战，以尽快为大家提供准确的报告。这些学生，曾经

都是家里的“娇惯宝贝”，如今一生令下，穿上“戎装”奔赴“战场”，

行使他的医学检验使命。有的学生尚未毕业，在家乡发现疫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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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投入志愿者队伍，走街窜巷，做疫情防控的宣传者和监督员。

他们是九零后、零零后，曾经以为的不谙人事、娇生惯养、胆小唯

喏已经在他们身上荡然无存，看到的是那般坚毅刚强、信心百倍的

面容，能在疫情期间挺身而出，就是我们思政教育的成功所现。新

冠肺炎及时对我们国家的挑战，也是对我们培养的当代人才的真正

检阅。

所以，专业课与思政课结合，相互融合相互渗透，显性与隐性

教育结合，可充分让学生体会到自己的职业与国家的密切联系，有

职业代入感和认同感，这样才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中更好地将人生

观、价值观、世界观与其关联，真真正正做到知行合一，由心而生。

对策：

（1）在教学改革进程中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尚有一些不足，

部分内容还需不断更新和完善，继续改变教学策略。

（2）各专业课程之间联系紧密，存在知识的相互交叉和渗透，

由于课时紧张，需要对各门专业课程及人文思政课程进行大胆有效

的整合，多开设综合性的知识讨论和实践应用训练，以节约时间和

资源共享。

（3）不同课程有不同的特点，由不同的教研室教师承担，教师

需要在全部专业课程中统一观念、统一思想，达成共识，互相协作

配合，共同完成课程思政教育大业。

（4）案例不能一成不变，在教学中需要不断收集和更新教学案

例，以及个人亲身经历，甚至可以把学生自己的经历激发出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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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角色、不同事例、不同角度去引领学生进行讨论分析，让学生

从根本思想上提高认识。

（5）在教学手段和方法上还可以进一步探索，由于班容量较大，

部分学生学习和讨论主动性不足，整个教学中还是需要教师的带动

和督促，希望能在以后的教学中能更好地调动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

让学生主动分享自己的体会，交流自己的认识，把学生互动进一步

推动起来，畅所欲言，互评互帮，使得教学效果能够得到更大的提

升。

三、改进与完善

进一步加大教学改革步伐和改革力度，不断完善，多开展实训，

教学方法和手段还需继续改进，寻找更好的途径。

课程思政教育需要长期坚持，不断完善和改进，这是一个长期

持续的教育工程，需要全院、全员、全方位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