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果总结

一、成果基本观点：

首都医科大学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开创了独具特色的“贯穿学术创新引领”

和“深度临床实践培育”的实践教学体系，形成了医教研协同育人的高水平人才

培养体系。

1.早期科研培训、贯穿学术创新引领

科研素养和科研能力是临床医务人员工作能力的重要组成。 在现代医学教

育中，科研素养的培养已经成为医学本科教育阶段的重要内容和要求。医学检验

是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的桥梁学科，是对取自人体的材料进行微生物学、免疫学、

生物化学、遗传学等方面的检验，从而为预防、诊断、治疗人体疾病和评估人体

健康提供信息的一门科学。本专业的基本培养要求里也明确指出要求医学检验本

科生具有在本专业领域内初步的科研能力和一定的实验室管理能力。然而，由于

传统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注重理论知识讲授和临床检验专业操作能力的培养，

学生专业知识相对较为扎实，但科研创新能力不足。因此，加强医学检验本科生

早期接触科研能力的培养，提升其科研素养，开拓科研思路对高等医学教育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都医科大学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四年制）是首都医科大学 2010 年开始招

收的专业，虽然历经 10 年，但仍然是一个新专业。它的培养总体目标是要培养

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从事医学检验或相关实验技术的高级应用型技术人才。

培养模式为“2+2”，即前两年在首都医科大学燕京医学院进行基础课教学，第三

年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进行临床教学、专业课教学及见习，第四年

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等八家附属医院检验

科进行实习和毕业设计。第一届学生在第四年进入实习单位后才开始接触指导老

师，定课题方向，设计毕业论文、查文献、写综述、开题、论文答辩等。但是真

正的科研活动历时长且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一年的时间不足以全面培养

学生的科研素养和科研思维。

因此，从第二届学生进行改革，要求学生进入临床医院后就加强科研思维的

培养，故大三学生进入第五临床医学院后按照科室要求分别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科

研小组进行科研思维的训练，在学习专业课的同时，参加科研小组开展的科研讲

座，由浅入深的培养科研思维，从阅读文献到查阅病例，逐步深入。1-2 个月时



指导学生自己开始阅读文献，并进行文献阅读的分享并参与讨论。通过参加组会、

阅读文献、汇报等方式，为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科研环境，全面提升学生科研素

养。

2.早期临床实践、深度临床实践培育

医学检验是实践性很强的一门学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负责首

都医科大学医学检验技术专业临床教学，同时也是该专业的实习基地之一，目前

拥有 3000 平方米的临床实验诊断学教学基地，引进了西门子、贝克曼等 5大品

牌医学检验方面最先进的设备，用于临床实践与实习，实行开放式教学，落实“早

临床、早实践”的原则，学生在大三一进入临床就开始利用课后时间来检验科实

践学习，更好的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教学相结合，不但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更加

培养了学生对检验专业的兴趣。在实践中学习，创造机会对外交流，带领优秀本

科生与香港理工大学进行交流。同时从大三开始就对学生进行形态学的培训和考

核，选拔优秀学生参加全国大赛，强化学生临床实践技能。

二、主要创新和学术价值：

本专业以为医疗机构培养全面发展、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强的高素质复

合型医学检验技术专门人才为宗旨，培养出 11 届具有科研创新能力与临床实践

创新能力的高素质复合型医学检验技术人才，形成了医教研协同育人的高水平人

才培养体系，开创了独具特色的“贯穿学术创新引领”和“深度临床实践培育”

的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实践教学体系。

1.高水平医教研协同育人

整合天坛医院等 12 家知名三甲医院为实力雄厚的专业实践教学基地，设 12

个临床检验诊断学硕/博点，5 个博士后流动站。约 220 名临床师资，生师比达

1:2.5，高级职称占比 65%，国家级医学检验相关学（协）会主委、副主委 30 余

名、硕/博导 30 名。

2.深度临床实践培育

教学基地对本科生全面开放，大一参观、大二见习、大三早实践、大四 45

周转科实习和毕业设计，确保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利用临检标本、临床

设备开设实验，实践学时：理论学时为 0.87:1。

3.贯穿学术创新引领

引导学生参与科研创新项目，加入基地临检科研团队，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

依托省部级以上项目开设毕业设计，1对 1配备高级职称导师，培养创新意识、

拓宽学术视野。本专业 2010 年招生，已招生 11 届，毕业 7届，为北京市输送了

229 名职业素质高、创新能力强的毕业生，就业率 100%，三级以上医院就业达



82.46%。学生科研素养强，毕业设计已发表核心期刊论文 38 篇（SCI 1 篇），读

研学生中直博生占比 28%。

4.着重培养学生科研创新能力

学生在进入临床学习的第一年就接触科研，形成科研思维、培养科研素养，

为第二年做课题做准备，也为今后学历层次提升或临床科研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5.强化培养临床实践创新能力

学生在进入临床学习的第一年就利用课余时间进入临床检验科室，在老师的

带领下操作设备，将理论课知识更好的应用于临床实践。让学生参与到规范化培

训中来，充分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将检验培训项目制作成系列视频，命名为“秒

懂”，使学生制作视频的同时将理论知识充分内化，潜移默化中培养实践创新能

力。

三、学术影响和社会效益：

1.《智能化标本采集系统》荣获中华医学会第八届全国医学教育技术优秀成

果二等奖。

2.《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建设与实践》荣获 2020 年首都医科

大学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3.李斯文老师和郑光辉老师指导的本科生毕业论文被评为北京市普通高校

优秀本科毕业设计。

4.2016 级蔡雨萌、朱浩妍同学在第三届全国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大学生形态

学大赛中取得三等奖。

5.与香港理工大学、温州医科大学、华西医科大学、重庆医科大学等国内知

名院校交流医学检验技术专业课程体系设置情况，了解学生毕业后去向，进一步

优化课程体系、不断强化学生科研创新能力和临床实践创新能力。

6.与国内知名核心学术期刊《国际检验医学杂志》、《检验医学与临床杂志》

等合作，设立“首都医科大学优秀毕业论文专题”，在学生毕业前将优秀毕业论

文在期刊上发表，2010 级至 2017 级本科生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37 篇，共引用 107

次。

7.通过“秒懂”短视频的形式进行培训，相关视频点击阅读次数 7700 余次。

8.通过“晖说晖解”科普栏目的形式进行培训，并将相关内容整理成册，于

2020 年出版著作《检验报告图解手册》，面向社会推广教学成果，并获得好评。

9.主编的慕课《临床免疫学检验》在学堂在线平台播放，面向全国医学生进

行授课，获得广泛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