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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职业学校医学检验一体化教学的探讨 
◆陈海花 

（海南省卫生学校  海南海口  570203） 

 
摘要：目的：在中等卫校检验专业实施理论和实训一体化教学方式，提

高中职医学检验教学效果。方法：采用对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教学效果对

比评价的方法，选两个年级的四个班级进行教学对比研究。结果：实施

理论和实训一体化教学方式后，经过对四个班级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教学

效果对比评价，证实这教学方法对中职人才的人才培养是可行的，也体

现“工学结合”的人材培养模式，适合中职学生的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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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卫生学校为培养具有基本医学专业知识和具有良好的
职业道德医务工作人员的中等职业教育机构。医学检验专业是医
学相关专业中举重若轻的辅助诊疗一个专业。近年来，中职学校
的学生大部分为初中阶段的不能上高中的毕业生，大部分学生的
理解能力难以满足中等职业医学检验教学的要求。其次是中职学
生在校学习时间短，前 2 年要完成专业课教学与医学基础及人
文素质学习 ，最后一年进入不同的实习环节 ，专业学习时间偏
短。那怎样才能让学生们学好医学检验呢？我和同事们经过探
索，找到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训操作相结合的一体化教学方法，一
体化教学其实顾名思义就是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交互进行，融为
一体，一边讲解理论，一边着手操作。在教学过程体现“以学生
为主体、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以岗位需求为追求”的
原则[1]，体现“工学结合”的人材培养模式，取得了一定的教学
进展，教学效果显著，现加以总结，报告如下： 

一、理论和实训教学一体化教学过程及结果 
1.教学对象 
以我校医学检验专业 2013 级检验（1）班 48 人， 2013 级

检验（2）班 45 人，2014 级检验（1）班 42 人，2014 级检验（2）
班 36 人一共 171 人作为研究对象。这 4 个班学生在各个方面均
无太大差异，具有可对比性。 

2.研究方式 
在 2015 年与 2016 年两个学年的临床检验课程中分别对四个

班分别进行传统模式教学和理论与实训一体化教学。 
2.1 实验组 
2013 级检验（1）班，2014 级检验（1）班，实行理论和实

训的一体化教学。 
2.2 对照组 
2013 级检验（2）班，2014 级检验（2）班 实行传统的模式

教学。 
3.教学实施 
3.1 对照组 
采取传统教学方式先上完理论课，再择时上实训课。 
3.2 实验组 
3.2.1 取消先上完理论再补实践的过程，理论课和实训课在

同一个课时同时进行。 
3.2.2 每课时为 90 分钟，理论为 40 分钟的课程，实践操作

为 50 分钟。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理论作用与实践。 
4.教学效果及结论： 
每学年结束，对学生进行考核，内容为理论及实践技能综合

考试。 
4.1 考核标准及结果 
理论及实践技能综合考试 60 分以上为合格，85 分以上为优

秀。 
4.1.1 实验组 2013 级检验（1）班，学生理论及实践技能综

合考试合格率均为 100％，理论及实践技能综合考试优秀率达到

40％，2014 级检验（1）班，学生理论及实践技能综合考试合格
率均为 100％，理论及实践技能综合考试优秀率达到 45％。 

4.1.2 对照组 2013 级检验（2）班，理论及实践技能综合考
试合格率均为 68％，理论及实践技能综合考试优秀率达到 20％，
2014 级检验（2）班理论及实践技能综合考试合格率均为 70％，
理论及实践技能综合考试优秀率达到 23％。 

4.2 研究结论 
2013 级检验（1）班理论和实践技能综合考试成绩无论合格

率和优秀率都高于对照组 2013 级检验（2）班，实验组 2014 级
检验（1）班理论和实践技能综合考试成绩合格率和优秀率也明
显高于对照组 2014 级检验（2）班。实践证明理实一体化教学要
优于传统教学模式。 

表 1  2014-2015 学年实验组和对照组考核成绩对比 
理论和实训考核 合格率 优秀率 

实验组 2013 级检验（1）班 100％ 40％ 
对照组 2013 级检验（2）班 68％ 20％ 
表 2  2015-2016 学年实验组和对照组考核成绩对比 

理论和实训考核 合格率 优秀率 
实验组 2014 级检验（1）班 100％ 45％ 
对照组 2014 级检验（2）班 70％ 23％ 

 
 
 
 
 
 
 
 
 
 
 

图 1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合格率及优秀率对比图 
二、讨论 
1.理论与实训互不脱节 
理论课与实训课衔接如果不好，便容易出现脱节。这里的脱

节，主要是由于理论课时间和实训课时间安排上有差距，由于场
地，准备，协调，沟通等多方面原因使这两者的时间安排上间隔
过长。同学们之前学的理论知识已有遗忘，在实践训练中给同学
们的学习带来重重难题，教师们又得重新讲解所学理论知识，造
成时间的浪费，学生也没刚开始接触时的新鲜感。而我们推行的
理论和实训一体化教学，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交互进行，融为一
体，一边讲解理论，一边着手操作。这些问题基本可以迎刃而解。
使理论教学与实训教学完美结合；能使学生高效率掌握专业理论
和实践操作，让理论和实训互相促进，提高学习效率，学生掌握
更多的知识。 

2 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他们自主学习 
一体化教学中理论和实训的结合，无论是清晰教学体系，还

是教学形式的表现程度都优于传统教学模式。它不同于于传统的
教学模式，它是一种将学生放在主导地位，理论知识围绕着实践
训练，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对于教师的教学与学生的学习都非常
有利。教师在教授理论知识的同时又给了学生实践训练的机会，
这样就有利于我们教师及时准确了解学生对于理论知识和操作
技能的熟悉掌握情况，及时给予那些没有很好掌握理论知识的学
生进行针对性辅导，那些操作能力不强的，可以让他们多动手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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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通过将理论知识及时应用到实践中，使得学生更容易理解生
涩难懂的医学基础知识，动手操作能力也得到加强，同时也充分
体现了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使他们原来只是被动的听老师
讲授变为主动动手操作。学习是一个良性循环，越学越有趣，越
学越有信心，学生的学习兴趣就会越来越浓。 

3.通过校企合作，提高就业竞争力 
一体化教学通过将理论与实训的结合，更进一步的是开展学

校与医院合作。我们一上完理实一体化的课，便尽快安排学生到
医院检验科，我校人才孵化基地等单位进行临床见习，让传统理
论授课、实训与临床见习同时进行。学生体验到真正临床检验科
氛围，让他们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得以实践应用，经过这种方式培
养出来的人才更适合现代社会的医学检验专业行业发展需求。让
学生了解到是实际工作中，哪些知识和技能更重要，这样学生的
学习就更加具有针对性及实用性，为今后走上工作岗位打下坚实
的基础，使他们成为各个就业单位受欢迎的人才，提高学生的就
业率。 

4.因材施教，扬长补短 
理论知识同实训操作一起学习，它将原来抽象的、枯燥，难

以理解的理论知识变得形象、生动，具体化，更易于理解。中职
的学生在性格有较大差异，讲究个性化。兴趣爱好、智商发展各
不相同。有的学生理论学习能力很强，成绩优异，但实训操作能
力较弱；实践训练效果不好，有的实践操作中动手能力很强，实
验结果分析能力又不强……面对这样的差异，如果我们采用传统
的教学模式，学生容易两级分化。而采用一体化教学后，我们的
一体化老师了解每个学生在每个学习进程中的长处和短处，一对
一针对性进行加强辅导，因材施教[2]，学生的整体综合职业素质
会不断得到提升。 

四、总结 

中职学生的年龄发展特点，心理特点，思维模式如采用传统
教学模式，学生上课兴趣不高，理论知识掌握不牢，动手操作能
力不强，实施理实一体化后，让传统理论授课、实训与临床见习
同时进行，这有助于我们了解学生理论知识掌握的程度，实训操
作各步骤熟练的程度，注意事项等知识点的熟悉程度，让理论与
实训完美地结合，促进理论与实践，知识与能力的相互渗透，同
时可有效地增强学生学习兴趣，加强对本专业的热爱，提高就业
竞争力。目前国内外的职业院校大都采用这理实一体化教学模
式，我们的实践也证明，一体化教学模式优于传统的教学模式。
医学检验专业是一个理论指导实践，实践验证理论，两者密不可
分的专业，所以对这个专业的学生而言，理论和实训操作并重，
缺一不可。理论和实训一体化教学模式，不仅提升学生综合学习
能力，而且满足现代化检验人才需求，还能提高学生毕业后的就
业竞争力。可以说这种模式也是医学检验新时期发展的必然。 

参考文献： 
[1]吴剑威.加强中职医学检验技术形态教学的研究[J].中

国校外教育（中旬刊）,2015(z1):484. 
[2]龙丹伶,朱荣富,莫丽平等.中职医学检验专业临床检验课

程 校 院 一 体 化 教 学 的 实 践 探 索 [J]. 卫 生 职 业 教
育,2016,34(2):84-85. 

[3]杨雅麟,江凌静,陈群等.浅谈实践教学在中职医学检验教
学中的重要性[J].中外健康文摘,2012,09(20):420-420. 

[4]宫晓飞,高晶晶,曲莲芬等.中职临床检验实训课教学方法
探索[J].现代医药卫生,2014(9):1412-1414. 

 
作者简介：陈海花(1977 年-)，女，海南海口人，副主任检

验师，本科，主要从事 19 年临床检验工作，从事临床检验教学
3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