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临床岗位任务及项目为导向开展微生物学检验实训总结

医院检验科主要包含门诊化验室，住院部临检室、微生物检验室、

生物化学检验室、免疫检验室和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等。微生物学检验

技能是高职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学生必须具备的一项专业技能，直接对

应医院检验科微生物检验室这一特定的临床岗位。临床微生物检验岗

位核心是对合格的标本进行微生物的分离培养与鉴定，对培养出的病

原微生物进行抗生素的敏感性试验，最后综合分析检验结果，发送微

生物检验报告，并对医院感染进行监控。根据临床微生物学检验岗位

典型工作任务，确定与岗位实际工作任务对应的学习项目，在教学过

程中，紧紧围绕临床岗位任务，按照与任务对应的项目进行实训。

一、提炼岗位任务和实验项目，以岗位任务和实验项目编写实训

指导。

本成果由学校专任教师和临床检验行业专家完成，共同承担了黑

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以临床岗位任务及项目为导向开展

微生物学检验实训的研究”。

临床上，由于感染了病原微生物而导致的疾病，临床医生为了明

确病因确定诊断及合理用药，必须借助实验室检查，采集患者标本进

行微生物学检验。本课程主要培养学生具备临床标本的微生物学检验

这一岗位职业技能。在课程设计上，根据微生物检验岗位的能力需求

和任职要求，着重培养学生对临床常见标本进行微生物的分离培养与

鉴定，以及药物敏感试验等专业核心技能。

通过深入行业调研，首先对微生物学检验岗位工作过程及典型工



作任务进行分析，归纳职业行动领域，然后将行动领域按照医院微生

物学检验的岗位设置，结合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的基本规律转换为学习

任务，最后根据微生物检验岗位任职要求及真实的工作任务设计学习

项目，更加鲜明地体现了职业性、实践性和开放性的教育理念。

课程团队专任教师与医学检验行业专家合作，共同编写了《微生

物学检验实训指导》校本特色教材。教材依据临床微生物学检验岗位

实际工作过程，编写了六个学习任务 22 个学习项目，在教材内容的

选取上以培养学生职业能力为目标，贴近岗位实际和行业标准，适当

反映微生物学检验的新知识、新技术。在教材内容的编排顺序上以能

力培养为主线，强化职业技能的训练，学习项目涵盖了临床微生物学

检验岗位所需的知识、能力及素质等要求，同时为学生可持续发展奠

定良好的基础。

同时，为了便于学生学习，教师指导，还以附录形式编写了常用

培养基的配制及用途、细菌常见的生化反应试验和“一口清、一手精”

项目标准。

二、课程设计的理念与思路

1. 课程设计理念 课程组教师与行业紧密结合，由学校和医院

共同开发和建设课程。

（1）以医学检验岗位能力需求为核心，以培养学生综合职业能

力为目标：本课程主要培养学生具备临床标本的微生物检验这一岗位

职业技能。在课程设计上，根据微生物检验岗位的能力需求和任职要

求，着重培养学生对临床常见标本进行微生物的分离培养与鉴定，以



及药物敏感试验等专业核心技能，充分体现了课程的职业性。

（2）基于微生物检验岗位工作过程，以岗位真实工作任务为载

体选取课程内容：临床微生物检验岗位工作过程是首先根据检验申请

单采集标本，再对标本进行必要的前处理，然后对合格的标本进行微

生物的分离培养与鉴定，对培养出的病原微生物进行抗生素敏感试验，

最后综合分析检验结果，发送微生物检验报告。根据这一工作过程，

我们设计了相对应的 6 个学习任务，每一个学习任务包含若干个学习

项目，共 22个学习项目，每一个学习项目都是岗位真实的工作过程，

充分体现了课程的实践性。

（3）采取以“医教结合”为主要形式，以“项目导向”为主线

的教学模式：本课程设计了与岗位真实工作任务相一致的学习项目，

以项目为载体实施“教学做一体化”的“项目导向”教学模式。在项

目教学实施过程中，首先在一体化教室以真实案例为先导，进行项目

分析，学生分组讨论制定实施方案，教师评价方案正确引导，然后在

校内实训中心执行方案，教师现场辅导、纠错与答疑，最后进行项目

评价与考核。整个课程教学以学生为主体，实行理论实践一体化、教

学做一体化，课堂与实训地点一体化，充分体现以医教结合为主要形

式的行动导向职业教育理念。充分体现了课程的开放性。

2. 课程设计思路 校内课题组成员与行业专家一起，共同深入

行业调研，进行专题研讨。首先对医学检验岗位工作过程及典型工作

任务进行分析，归纳职业岗位能力；然后将职业岗位能力按照医院检

验科岗位的设置，结合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的基本规律转换为学习任务，



最后根据微生物检验岗位任职要求及真实的工作任务设计学习项目，

更加鲜明地体现了职业性、实践性和开放性的教育理念。

（1）医学检验岗位工作过程及典型工作任务分析：通过对各级

医院医学检验行业进行调研，对课程建设专题研讨，对医学检验岗位

工作过程及对岗位典型工作任务进行分析，归纳出本专业职业行动领

域，最后构建学习领域课程体系。

（2）根据临床微生物检验岗位任职要求，确定学习目标及教学

内容：根据临床微生物检验岗位任职要求，确定了学会从事临床微生

物检验工作必备的理论知识、职业能力和综合素质，能够在各级医疗

卫生单位检验科胜任微生物检验工作的学习目标。根据临床微生物检

验岗位典型工作任务，确定与岗位实际工作任务对应的 22个学习项

目。

（3）遵循高职学生的学习特点和认知规律，设计教学模式和教

学方法：高职学生学习主动性相对较弱，为了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变过去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设计了医教结合的“教、学、做”

一体化的教学模式。整个教学过程以学生为主体，学生以完成每一个

学习项目为目的，根据具体的学习项目内容，灵活采用岗位现场学习、

仿真训练、虚拟训练等教学方法。同时考虑学生的认知规律，充分利

用现代化教育资源，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学习中的重点和难点，大大

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学习效率。

三、教学内容的针对性与适用性

1. 教学内容选取的依据 根据医学检验岗位任职要求，依据临



床微生物检验岗位对应的知识、能力和素质要求，确定本课程的教学

目标。基于临床微生物检验岗位实际工作过程设计学习情境，再根据

岗位实际工作任务选取学习性工作任务，同时考虑学生可持续发展的

需要，选取教学内容。

2. 临床微生物检验岗位实际工作过程分析 临床微生物检验岗

位工作过程是：采集各种临床标本→正确处理临床标本→临床标本微

生物分离培养→各种微生物的鉴定→药物敏感试验→发送微生物检

验报告。通过对各种临床标本进行微生物检验，提供微生物检验鉴定

结果和药物

3. 教学内容的选取 基于临床微生物检验岗位实际工作过程，

对原有学科体系的课程内容进行解构与重构，以岗位真实工作任务为

载体，以岗位工作过程为主线，设计了 6 个学习任务 22个学习项目。

这些学习项目涵盖了临床微生物检验岗位所需要的知识、能力及素质

等要求的培养，同时为学生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4. 教学内容的组织与安排 在教学内容的组织上，我们遵循学

生职业能力培养的基本规律，以临床微生物检验岗位真实工作任务及

其工作过程为依据整合、序化教学内容，科学设计了 6 个学习任务

22个学习项目，计 80学时实训。

四、教学实施

1. 实施“教学做一体化” “教学做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就是

将教学场所直接设在实训室，师生双方边教边学边做，理论和实践交

替进行，理中有实，实中有理的一种教学方法。我们的做法是：压缩



纯理论课程，增加“教学做一体化”教学。

在以往的微生物学检验教学中，不但基础理论知识要在课堂上讲，

一些检验技术知识也要先在课堂上讲解，再通过实训课进行验证。这

种教学方法往往学生在理论课上不知该学什么记什么，在实践课上不

知该用什么，不但浪费了学时数，还使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教师讲

的辛苦，学生学的一头雾水。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压缩了纯理论

课时数，将与实训有关的理论知识分散到实训课中讲解，即“哪用哪

讲”，实现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合一。如“细菌分布与医院感染

的监测检查”分三次课完成，第一次课教师宣布实训任务和要求（如

进行手上、实验室空气、实验台面或门把手上的细菌检测），通过阅

读实训指导，小组讨论并给出完成该任务的计划及所需用品。通过所

需物品将“培养基”引入实训教学，在此处教师讲解培养基的概念、

分类、培养基制备及注意事项并指导学生完成基础培养基的制备。第

二次课在进行标本采集、接种及培养时将琼脂平板的制备、细菌接种

工具、接种方法及培养方法介绍给学生。第三次课结果观察和分析时，

当学生看到培养基上菌落发出“老师，这是什么啊”的时候，将菌落

的概念、特征、医院感染的监测等知识传授给学生。再如，“细菌的

生化反应”的学习，改变了先占用一次理论课讲授原理再进行试验的

教法，而是通过制备鉴别培养基，了解底物和指示剂的作用，再根据

培养基试验前后颜色变化来分析并讲解实验原理。如此，充分体现了

学生在用中学，老师在学中教，不但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还使学

生在实际动手中理解了原理，掌握了技能，学会了应用。教师教的轻



松，学生学的有趣。

2. 基于工作过程，实施实训课程 为了让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就

了解并逐渐熟悉将来的工作环境和工作程序，培养职业素养，我们努

力将实训教学设计成仿真的工作程序，让学生在“真实”的场景中接

触实际工作，实现专业课教学和就业岗位零距离对接。如“细菌的检

验技术”知识的实习，改变了以往的油浸镜使用→革兰染色→培养基

制备→细菌接种→生长现象观察→生化反应的实习顺序，将其设计成

临床工作程序：标本采集→接种及培养→培养物（菌落）观察→形态

及染色性观察（革兰染色）→细菌鉴别（生化反应）。实施时，以“细

菌分布检查”为主线，在完成手、空气和实验台面细菌检查并分析其

临床意义后，我们会问学生（多数情况下是学生问老师）：这都是什

么菌啊？为了进一步的鉴别，下一步该怎样做？学生通过预习即可了

解下一次课的任务,这样，不但学会了油浸镜使用、革兰染色、细菌

的接种技术、细菌的生化反应等实验技能，还使学生初步了解了细菌

的检验程序，为后续实训打下基础。在学习葡萄球菌时，我们按照涂

片染色、分离培养→选可疑菌落进行属间鉴别、属内鉴定→药敏试验

的程序，通过完成“脓汁标本中葡萄球菌的检验”，将葡萄球菌的形

态及染色性、菌落特点、触酶试验、甘露醇分解试验、凝固酶试验、

药敏试验等项目融入任务教学中，在教师的引导下由学生独立完成。

另外，我们安排了两次“设计性实验”，教师只给出实训目的、要求、

实训条件，由学生自行设计实验方案，并以小组为单位来完成。这样，

不但帮助学生获得工作过程知识和基本工作经验，还使学生的综合能



力得到提升。

3. 说做结合，加强实训考核 革兰染色、细菌接种技术、细菌的

生化反应及药敏试验是微生物学检验基础实验，是学生进入临床工作

必须能熟练操作和应用的试验技能，因而在实训安排时，这四项试验

在它该出现的实训中多次出现，通过反复训练，使学生的技能从学会

操作、掌握操作、熟练掌握操作到熟练应用逐步提高，不但如此，我

们还将操作步骤用精炼的语言编成“一口清”词，让学生边操作边说

操作词，通过背诵“一口清”词，提高了学生对操作要点的理解和掌

握，从而更好地指导操作，使技能达到“一手精”。我们还从文明礼

仪、职业素养、团队协作、语言表达、实验操作五个方面制定了“一

口清，一手精”考核标准，根据教学进程循序渐进进行考核，以小组

为单位进行这四个项目的“一口清，一手精”实训考核。

以往的实验考核由于班级学生人数多，要将全部学生都进行全过

程考核，在课堂有效时间内无法完成，或为了完成考核任务，一位老

师就要同时考核几位学生，考核质量就会大打折扣，为解决上述矛盾，

采用不同方法进行考核。

第一项《细菌的生化反应鉴定》采用人人必考法。

第二项《革兰染色法》采用部分（半）抽签法，即每组考 2人，

1人固定必考，即每组兴趣小组成员固定必考，剩余学生抽签决定考

核者。2人的平均成绩即为本小组每位学生的成绩。

第三项《细菌的接种技术》，包括四种培养基的接种，依然采用

抽签考核法，抽签决定考核项目，每组抽四人考不同的接种技术，各



项目所得分数累加为本组实践技能考核分数，

第四项《药敏试验》采用全抽签法，把药敏实验分若干步骤，小

组全员上阵，每位学生抽签决定考核步骤，各步骤分数累加为本组实

践技能考核分数。

4. 建立兴趣小组，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微生物学检验在开课

之初，通过自愿报名和教师选拔的方法式在每班级确定了 8～10 人组

成兴趣小组，并由他们担任实训小组组长。兴趣小组主要参与实训准

备和实验用品的处理，通过实训准备，了解实训程序，在小组实训中

发挥引领作用

以临床岗位任务及项目为导向开展微生物学检验实训，打破了微

生物学检验原有教育模式，建立适应临床岗位需求的微生物学检验教

育体系，实现学生学习与临床微生物检验岗位工作零距离对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