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

山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项目

结 题 报 告

项 目名 称 医学检验专业课程与思政有机融合

的教学模式的应用实践

项 目类 型 （重 点 /一 般 /指 令性 课 题等 ）

项目主持人 任吉莲

所 在学 校 山西 医 科大 学 汾阳 学 院

起 止年 月 2019.10-20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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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教育厅

一、教学改革项目结题简表

项目名称
医 学 检 验 专 业 课 程 与 思 政 有 机 融 合 的 教 学 模 式 的

应 用 实 践

项目主持人 任吉莲
专业技

术职务
副教授 所在单位

山西医科大学汾阳

学院

项目主要研究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职称 专业 承担的任务

1 薛翠娥 讲师
临床基础检验技术、临床

血液学检验技术
教学改革参与和协调

2 郝小夏 讲师
临床基础检验技术、临床

血液学检验技术
教学改革参与

3 史欣兴 助教
临床基础检验技术、临床

血液学检验技术
参与

4 王瑞丽 助教
临床基础检验技术、临床

血液学检验技术
参与

5 李晓颜 主任检验医师 临床检验
参与教学改革，临床

实践教学与协调

研究时间

立项年月 2019 年 10 月

完成年月 2021 年 12 月

教
学
改
革
研
究
与
实
践
成
果

如教学大纲、培养方案、课程标准、评价体系、教材（含音像教材）和教学软件课

件、研究报告、论文著作等（可在以下栏目中分别详细列举）

1 教学大纲

2 《临床血液学检验技术》教学视频

3 《临床实验室管理》教学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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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论文、《临床检验技能考核评分标准》

二、教学改革项目工作总结

一、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研究措施

研究内容：以医学检验技术专业 2017 级、2018 级、2019 级学生为研究对象。以立德树人

为主导思想，坚持以文化人、以德育人，将德育落实在课堂教学之中，将课程的价值导向与知

识导向相结合，在专业课程授课中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方式影响学生的核心价值观。提高学

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不断激发其为中国梦矢志奋斗的正能量，培养

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坚持正义、有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适应现时代医学发展需求的应用型

检验技术人才。

研究方法及措施：在本教研室所承担的课程中进行探索、改革和实践，首先是《临床实验

室管理》和《临床血液学检验技术》课程，不断改变教学模式（采用 PBL、CBL、直观图片分析

式、情景模拟、角色扮演、小组讨论式等），应用各种教学手段和方法（利用多媒体资源、网

络教学视频资源、形态图片资源、习题库等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开展多元化教学评价

（形成性评价、过程性评价、终结性评价、学生评价、教师评价）评价教学改革成效，积极开

展技能大赛，融入思政元素的考核。

制定教学计划——录制线上教学视频——上传资源，开展线上自学，布置作业或提出问题

题——学生查阅相关资料和学习内容解答——线下开展重点内容的梳理和讨论，案例分析和引

导推理或以小组进行汇报，部分内容进行策划分组，情景模拟或角色扮演（学生体会不同人员

的处境、心理及感受，并需要进行查阅相关资料解答对方提出的问题）——习题测试——评价

反馈

课程中还增加临床实践环节，早期接触和熟悉临床工作流程，开展社会实践（血型筛查）

和公益宣传活动（白血病的预防、干细胞捐献），加强对血液病的理解和骨髓与干细胞捐献的

深远意义。

二、研究成果

1.形成一套完整的《临床血液学检验技术》、《临床实验室管理》课程的教学体系和方案，

对课程思政的切入进一步进行了完善。

2.建设一门资源共享课——《临床血液学检验技术》，已获批山西省一流课程

https://coursehome.zhihuishu.com/courseHome/1000062550/122684/18#teachTeam

3.录制《临床实验室管理》教学视频，已上传哔站供资源共享

4.论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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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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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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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成果的创新点和应用情况

研究成果的创新点：

（1）专业知识与德育教育同向同行，协同发展。在加强专业知识训练的同时提高学生的自身

修养，敢于担当。学生逐步树立大局意识观、为人民服务、为患者的服务价值观，团结协作和沟

通交流及能力提高。

（2）提高实践应用能力，提升岗位胜任力。提高了学生独立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加强了

职业道德心和工作责任心。

（3）培养自主学习和可持学学习、终身学习的习惯。科学素养与人文精神的结合使学生的

综合素质提高，对自己的职业责任感、荣耀感以及成就感明显增强，求知欲进一步增强，大大增

加了学生自我提升的信心和决心。

（4）学习兴趣提高，敢于思考、敢于探索，能将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通过理解来加强记

忆，对知识的理解更深入，学会对问题的探索、创新、批判思维。

应用情况：

（1）2017、18、19 级学生明显在教改实施后对学习的方法及知识的掌握与理解有了改变，

学会独立分析和思考，综合素养有明显提升，优秀率提高，积极参加技能大赛并获得三等奖，学

生评价和反馈良好。

（2）在线教学视频资源与题库、形态图片在本校学生中得到应用，学生科根据自己的意愿

多次反复学习。

（3）校外推广：《临床血液学检验技术》获批省级一流课程，已有 7所院校选课学习，2119

人参与学习，并且评价良好。《临床实验室管理》课程在哔站上线，有 1500 多人参与学习，供

业余爱好者、学生以及临床工作者提供自学的网络资源。

（4）教学模式和教改方法在其他学科和课程中的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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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研究费用支出情况

经费总额（万元） 10.3

省教育厅

主管部门（有关厅局）

合作单位经费

学校配套经费（课题+精品课程建设） （0.3+10）

支 出 科 目 金 额（万元） 支出根据及理由

发表论文 0.3 版面费

录制视频资源 10 录制公司——智慧树公司费用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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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题审核意见

学校意见：

同意结题

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专家组意见：

专家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省教育厅意见（重点项目/指令性课题）：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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