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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针对当前高职医学影像技术专业“院校合作”人才培养模

式的创新和设计工作，需要对应的学校以及医院开展积极的交流
和合作。并且双方在进行合作期间需要设立相应的教学目标，
共同制定对应的教学方案来开展相关教学工作，同时还需要对学
生采取及时的评价，来检验对应的教学成果。

1　医学影像技术专业教学现状
在当前医学领域，不同的医院对于专业人才有不一样的需

求，而当前医院对于医学影像专业人才更多是倾向于从高职毕业
的学生，该层次的学生具有较强的动手能力，且用工成本相对
较低，具有较高的性价比，同时高职学生也是具有相应的技术
以及知识理论基础的复合型人才。而当前国内医学影像专业人才
的培养方面还存在相应的混乱现象，具体来说，针对人才培养
的目标以及培养规格定位不精确，从而使得该专业的发展受到诸
多的限制[1]。

同时，由于当前从高职、中职院校毕业的学生受到该专业
本科生的就业竞争，从而使得相关毕业生无法进入到原本属于自
身的工作岗位中。当前在医学影像诊断行业中，出现的状况是
基层的医院需要大量的高职、中职层次的学生来落实基层的工
作，但是此部分专业的学生又不具备医学影像诊断资质，从而使
得该部分学生在就业岗位方面处于较为尴尬的局面。同时在我国
高职医学影像专业教育过程中，通常采取两年的在校知识理论学
习以及一年的医院实习的教学制度，并且在人才培养方面，部分
高职学校严重缺乏双师型教师团队，同时随着当下高职院校的不
断扩招，也使得高职院校教师资源出现匮乏的状况。此外，在学
校教学的实训设备方面，还存在设备陈旧且不能满足实训教学工
作的要求，从而影响该专业学生实际的实践教学的质量。此外，由
于部分高职高职院校在该专业的教材编制方面还存在相应的落后，
且不能做到与时俱进，从而使得对应的教学工作很难以满足当下
行业的发展变革需求。

同时，由于基础医疗技术科学的快速发展，也使得学校开展
实践教学工作的成本在不断增加，具体体现在，学校需要及时的
更新相应的设备来满足学生的实践学习需求。然而，由于学校资
金不足，导致不能够有效地为学生提供实践学习的机会。同时，在
现阶段融合“院校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的学校以及医院相对较少，
从而使得针对该专业学生的实践教学的机会也相对较少。

2　医学影像技术专业创新型“院校合作”人才培养模式
探究

总体来说，医学影像检查技术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专业，
在该专业的教学过程中，学校需要侧重培养学生的基础动手能力
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当下的医学教育工作应当侧重于培
养学生的岗位胜任力，确保学生能够经过专业训练以后，达到胜
任特定岗位的综合素质的要求。当前创新型“院校合作”教育模
式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量。

2.1选择合适的医院开展合作
当前高职院校在寻求“院校合作”的人才创新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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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需要对应的医院具备以下的条件。首先对应的医院必须要
具有相应的影响力，并且医院内部具有完善的影像设备，能够
为学生提供实践的场地。此外，在医院内部必须有相应学历结
构，以及年龄结构的教师团队，并且相应医院就诊人数不能过
多。因此学校在开展合作教学时，应当尽可能避免选择中心城
市的大型医院作为合作医院。因此，综合看来，当前二甲医院
可以作为开展“院校合作”的医院。

2.2签订合作协议
当完成对医院的选取工作以后，还需要由对应的高职院校

与医院签订相应的办学合作协议。在合作协议中，要明确医院以
及学校双方所需要达成的教育目标，并且还需要制定相应的教学
制度，明确各方的教学义务和教学职责，采取合作教学的形式，
对现已的教学内容以及教学计划进行制定，共同签订相应的合作
协议。

2.3“院校合作”
在当前“院校合作”过程中需要由行业指导委员会开展相应

的指导作业，来实现对该专业前期的论证，并且与学校、医院共
同制定对于人才的培养目标，对现有的教学课程内容进行制定和
完善，同时对于相关课程标准、课程体系进行打造。此外，对应
的院校还需要将学生的等级进行划分，根据学生所选择的专业以
及岗位胜任力，对学生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进行考核，结
合相应的考核结果来对学生开展定向化的培训工作。此外，学校
和医院还需要对实践教学的时数和理论教学的时数进行合理的设
置，同时对相关岗位进行细致全面的解读，建立相应的教学模块，
设置不同方向的课程标准，明确各课程体系的核心内容[2]。

2.4共同教学
在该过程中，需要将学校的教学工作与医院的临床工作进行

有效的对接和融合，从而实现对学生边教、边学、边做的一体化
教学模式。在相关教学活动中，由学校教师向学生讲解基础的知
识理论，再由对应的医院临床技师以及医师完成对学生核心专业
课程的实践学习指导。

2.5加强学校双师型师资团队的建设
学校不能一味的将实践教学工作全部留给医院来执行。因此，

学校也需要积极的构建双师型师资团队，尽可能实现在知识理论
的教学工作与实践理论教学工作中，实现两者的有机融合，尽可
能在知识理论的讲解中能够融合实践教育的内容。

3　结束语
总之，当前高职医学影像技术专业“院校合作”人才培养

模式，需要明确医院以及学校各方的工作职责，共同对现有的教
学课程进行设计和打造，同时及时对相应的教学成果进行检验，
确保相应的教学工作能够有效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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