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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编号             

 

江苏省成人高等教育重点专业建设点 

 

申报书 
 

 

学 校 名 称  江苏大学                    

专 业 名 称  医学检验技术                

专 业 代 码   1010 01                      

         专 业 层 次  高起专□  高起本□  专升本  

办 学 形 式     函授□  业余  脱产□     

专业负责人     邵世和                    

 

 

 

 

 

江苏省教育厅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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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说 明  

 

1.本表限用 A4 纸双面打印。 

2.封面上层次、形式各只能选择一项并请在相应层次、形式方框中画

√。专业名称、代码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教高﹝2012﹞

9 号）和《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教职成

﹝2015﹞10 号)填报。 

3. 本表统计范围仅限申报专业，填写内容应真实，统计数据应准确，

有关佐证材料应齐全。 

4.申报学校应严格审核，并对所填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5.本表中填写内容可以根据情况进行扩充；有关统计内容的截止时间

为 2016 年 8 月 31 日。 



 

 - 3 - 

一、专业基本情况 

普教
专业

设置
情况 

研究生专业名称 临床检验诊断学（博士+硕士） 在校生数 257 

本科专业名称 医学检验技术 在校生数 537 

专科专业名称  在校生数  

成教

专业
设置

情况 

专业 

名称 
医学检验技术 

开设 

时间 
1984 

层次 专升本 办学形式 业余 学制 2.5 

当年 

招生数 
421 在校生数 1375 

累计 

毕业生数 

近 3 年

1260 

成教

专业
负责

人情
况 

姓名 邵世和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6105 

学历 博士 学位 博士 职称 教授 

现任职务 

（包括社会兼职） 

江苏大学医学院检验系 主任 

中微生物学会 会员 

中国微生物学会教学工作委员会 委员 

江苏省微生物学会 理事 

从事专业 临床检验 

成教

师资
队伍

情况 

姓  名 性别 年龄 
毕业学校 

及专业 

学历 

（学位） 
职称 任教课程 

邵世和 女 55 
吉林大学      

免疫学 

研究生 

（博士） 
教授 

微生物学与
微生物检验 

许文荣 男 53 
南京师范大学  

细胞生物学 

研究生 

（博士） 教授 

临 床 基 础 检

验 与 血 液 学
检验 

许化溪 男 59 
大连医科大学 

免疫学 

研究生 

（博士） 
教授 

免疫学与免 
疫学检验 

邵启祥 男 51 
北京大学      

免疫学 

研究生 

（博士） 
教授 

免疫学与免

疫学检验 

钱  晖 女 47 
上海交通大学 

遗传学 

研究生 

（博士） 
教授 分子生物学 

王胜军 男 47 
江苏大学      

生物化学 

研究生 

（博士） 
教授 

免疫学与免
疫学检验 

胡嘉波 男 47 
重庆医科大学      

临床检验诊断学 

研究生 

（博士） 
教授 

临床基础检
验学 

夏  圣 男 45 
浙江大学      

免疫学 

研究生 

（博士） 
教授 

免疫学和免

疫学检验 



 

 - 4 - 

严永敏 男 38 
江苏大学     

临床检验诊断学 

研究生 

（博士） 

副教

授 
分子生物学 

谷俊侠 男 59 
华中科技大学 

血液学 

研究生 

（博士） 
教授 

血液学和血
液学检验 

周天戟 男 55 
天津医科大学  

病毒学 

研究生 

（博士） 
教授 

微生物学与
微生物检验 

陈盛霞 女 50 
江苏大学 

临床检验诊断学 

研究生 

（博士） 
教授 

寄生虫学及
其检验 

郑其平 男 51 
复旦大学 

人类分子遗传学 

研究生 

（博士） 
教授 

血液学和血
液学检验 

眭  建 男 57 
南京医科大学 

临床医学 

研究生 

（硕士） 
教授 实验诊断学 

姜旭淦 男 54 
重庆医科大学      

临床检验诊断学 

研究生

（在读

博士） 

副教

授 

临床生物化
学及检验 

孙晓春 男 45 
江苏大学 

临床检验诊断学 

研究生 

（博士） 

副教

授 

临床基础检
验学 

祝  晓 男 42 
中南大学湘雅医

学院 

研究生 副教

授 
实验中心 

徐会娟 女 46 
江苏大学 

临床检验诊断学 

研究生 

（博士） 

副教

授 

寄生虫学及
其检验 

王文红 女 47 
江苏大学 

临床检验诊断学 

研究生 

（博士） 

副教

授 

微生物学与
微生物检验 

周丽萍 女 49 
扬州大学     

生物化学 

研究生
（硕士） 

副教

授 
分子生物学 

马  洁 女 39 
江苏大学     

临床检验诊断学 

研究生 

（博士） 

副教

授 

临床生物化
学及检验 

王  梅 女 32 
江苏大学     

临床检验诊断学 

研究生 

（博士） 

副教

授 
临床基础检

验学 

生秀梅 女 38 
江苏大学 

临床检验诊断学 

研究生 

（博士） 

副教

授 

临床生物化

学及检验 

张  徐 男 32 
江苏大学  

临床检验诊断学 

研究生 

（博士） 

副教

授 
分子生物学 

张  文 男 38 
上海交通大学生

物医学工程 
研究生 

（博士） 

副教

授 
微生物学与
微生物检验 

申红星 男 41 
江苏大学 

食品科学 

研究生 

（博士） 

副教

授 
微生物学与
微生物检验 

倪  斌 男 38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军事医学科
学院，分子病原
学与免疫学 

研究生 
（博士） 

副教
授 

微生物学与
微生物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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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华 女 37 
江苏大学     

临床检验诊断学 

研究生 

（博士） 

副教

授 
微生物学与
微生物检验 

毛  飞 男 39 
江苏大学     

临床检验诊断学 

研究生 

（博士） 

副教

授 

临床基础检
验学 

苏兆亮 男 38 
江苏大学     

临床检验诊断学 

研究生 

（博士） 

副教

授 

免疫学和免
疫学检验 

沈  权 男 34 
上海交通大学生

物医学工程 
研究生 

（博士） 

副教

授 
微生物学与
微生物检验 

王  佳 女 37 

东北师范大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
生物学 

研究生 

（博士） 

副教

授 

临床生物化

学及检验 

吴亮 男 34 
江苏大学  

临床检验诊断学 

研究生 

（博士） 

副教

授 
寄生虫学及
其检验 

王晓春 女 37 
江苏大学     

临床检验诊断学 

研究生 

（博士） 
讲师 

微生物学与

微生物检验 

魏  静 女 42 
江苏大学 

管理学 

研究生 

（硕士） 

副教

授 
微生物及毒
理检验 

王  婷 女 38 
江苏大学     

临床检验诊断学 

研究生 

（博士） 
讲师 

血液学和血

液学检验 

张蕾蕾 女 37 
江苏大学  

临床检验诊断学 

研究生 

（博士） 
讲师 

临床基础检
验学 

王  波 女 35 
南京大学 

临床医学 

研究生 

（博士） 
讲师 

血液学和血

液学检验 

田  洁 女 31 
江苏大学  

临床检验诊断学 
研究生 

（博士） 
讲师 

免疫学和免

疫学检验 

刘  霞 女 33 
江苏大学  

临床检验诊断学 

研究生 

（博士） 
讲师 

免疫学和免

疫学检验 

张苗苗 女 34 
南开大学 

免疫学 

研究生 

（博士） 
讲师 

免疫学和免

疫学检验 

杨世兴 男 37 

上海交通大学农

业与生物学院兽

医学 

研究生 

（博士） 
讲师 

微生物学与
微生物检验 

孙梓暄 女 31 
中山大学 

动物学 
研究生 

（博士） 
讲师 分子生物学 

仇  昊 女 33 
东南大学 

免疫学 

研究生 

（博士） 
讲师 

免疫学和免

疫学检验 

注：本表只填本专业在编专业教师，不含外聘、返聘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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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目标 

2.1 建设目标与思路 

 

我校是全国最早创办医学检验专业和首批招收本科学生的五所院校之一。目

前该专业有一个博士点，一个博士后流动站，三个检验专业硕士点。我校也是最

早开办成人教育医学检验专业单位之一，1986～1990 年受卫生部和省卫生厅委托

举办了全国医学检验高级师资班和医学检验专业证书班；1993 年招收成人医学检

验专科；1999 年开始招收成人医学检验专升本,一直延续至今。2007 年获批江苏

省成人教育特色专业。检验专业核心课程“医学微生物学与微生物学检验”和“病

原生物学”分别于 2007 年、2011 年获批江苏省成人教育精品课程。获批了 2 项

江苏省继续教育项目，并举办了相应的讲习班。目前，开办 6 个成人高等教育检

验专业教学点，近三年毕业 1260 名学生。本专业建设目标与思路如下： 

 

1．专业建设目标 

（1）结合成人教育特点，通过建设，把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建设成稳居国内领

先水平，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成人本科品牌专业。 

（2）适应现代医学技术发展和服务市场需求，构建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国际化

人才培养的新模式，培养具有“医工结合、文理交融、以思求变、以检求真、以

验求实”的本专业实用型人才。 

（3）形成具有引领示范作用的全国医学检验技术人才培养基地，实现本专业

教学优质资源的开放与共享，推进我国成人高等教育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发展。 

（4）建设一支国内一流、有知名度的成人高等教育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教学团

队，培养 1-2名省或国家级教学名师。 

2. 专业建设思路   

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能力培养为中心，以教学体系优化为基础，以多元思

维和复合实践路径为抓手，全面提升成人高等教育医学检验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的

质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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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具体实施方案    

1. 专业建设方案 

（1）保证质量、提高效益  在遵循医学教育发展规律的同时，结合成人教育

特点，坚持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这一永恒主题。提高办学绩效，为我省经济、科技

产业和社会发展需要培养实用型人才。 

（2）顶层设计、分步实施  在专业建设中解放思想，从整体顶层设计，科学

定位，打破原有模式的禁锢，融合中外精华，设计新型的培养模式。从成人教育

实际出发，坚持历史传承，突出特色和亮点。坚持发展总体目标，落实具体措施，

分步推进。 

（3）加强建设、改革管理  认真梳理现阶段本专业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从教

学理念、思路、手段和方法，课程和教材建设，师资引进和培养等方面全面改革。

加强规章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坚持标准，加强绩效考核，以最优的投入获得最佳

的产出（图 1）。 

 

图 1. 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建设目标和举措 

2. 建设措施 

（1）适应医学检验技术的发展，创新教育教学模式   

目前医学检验进入了床边化、个体化、自动化、智能化（物联网）、信息化和

精准化新时代，我们将以专业建设为主线，努力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新途径、

新方式、新措施。人类医学发展呈现出“整体医学、循证医学、转化医学和个体

化医学”四个鲜明特征，我们将结合当今医学发展趋势，在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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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中实现从“知识本位”向“能力本位”的教育教学转型。进一步完善“自主、

协作、探究、转化和创新”的教学理念，融合多元思维模式，创造性应用于以疾

病为中心的临床诊断思维训练实践中，突显医学检验技术转化和应用能力，注重

学生创新能力和创业意识的培养。 

（2）建设国内一流的师资团队  

结合国内外一流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现状，制定教师教育能力发展的建设措施，

提升本专业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水平。对全体教师进行现代教育理论与技术的系统

培训，定期开展教学法研讨、教学观摩与竞赛，要求本专业每位中青年教师出国

教学交流，提升专业教师教学设计能力和课程开发能力，培养一批具有品德高尚，

学术造诣高，职称结构、学历结构、学缘结构、年龄结构合理的优秀师资队伍。

到 2021 年专业主干课程主讲教师均拥有博士研究生学历或副教授以上职称，90%

以上具有海外学习或工作经历。 

健全专业带头人与骨干教师培养制度与激励机制，科学制定专业带头人与骨

干教师考核标准，强化师资队伍的内涵建设，创建省级或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

全面提升专业师资队伍的品质。 

（3）优化教学体系，创建适用于成人教育的数字化和网络化教学课程  

成人高等教育不同普通高等教育，学生受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开设网络课程

尤为重要。课程教学决定教学体系优化的关键，在课程建设中，贯穿实用型人才

培养为主线，实行课程教学立体化和网络化，体现实用、复合、交错、高效等课

程特点。依托我校工科特色综合性大学的优势，设置一批临床与医学检验、医学

检验与人文以及医学检验和工学等交叉学科的新课程，如《电气与医学检验技术》

等。创建医学检验技术主干课程教材立体化全覆盖，建设一批国家级规划教材和

省级重点建设教材。 

设立专项资金，建设医学检验技术专业主干课程视频公开课程，力争《临床

基础检验学技术》、《临床免疫学检验技术》、《临床微生物学检验技术》等获批国

家级或省级视频公开课。推广微信和 QQ 教学客户端建设，系统构建以课堂教学、

电子书包、MOOC 课程和微课程网络平台为支撑的立体化教学系统。每位老师与

每位同学之间都可以在管理平台上进行信息发布和互动交流。对网络公开课程建

设制定奖惩措施，实行统一管理，使网络课程切实用于学生能力的培养和社会服

务，做到开放与共享，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终生学习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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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完善“四位一体”实验教学体系，创新实验教学模式  

医学检验技术是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实验实践教学成为本专业培养检验人才

的重要手段。我校在普通教育检验专业学生培养过程中引入工学教学理念，融入

大医学思想，对医学检验技术的实验课程进行系统化的改革，设置了通用性实验、

验证性实验、综合性实验、设计性实验“四位一体”的实验课程（图 2）。 

 

 

 

 

 

 

 

 

 

 

 

图 2 “四位一体”的实验课程 

我们将普教的“四位一体”的实验课程引入成人教育中，以岗位适应力培养

为切入点，以已知标本、模拟标本和临床标本检验为主线，将验证性实验融入综

合性实验，提高实验的系统性，适度提高课程和专业性实验比例，加强医学检验

整体思维和诊断能力的培养。同时，积极引进现代信息技术，建设开放式的实验

室管理模式，构建实验教学网络化、视频化，课程和专业综合性和设计性实验课

程的微课化。 

开展虚拟仿真实验室的建设，建成一个能够覆盖临床检验自动化检验仪器的

省级或国家级医学检验技术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5）深化教学管理改革，保障教学质量   

认真梳理现阶段本专业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从教学理念、思路、手段

和方法，课程和教材建设，师资引进和培养等方面全面改革，加强规章制度的建

立和完善，坚持标准，加强绩效考核，以最优的投入获得最佳的产出。在学校教

学质量管理平台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教学质量的信度和效度的评价，建立本专业

学生“毕业论文智能管理系统”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完善实践技能考核管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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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加强理论和调查研究，建立和完善科学有效的专业评估和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和运行机制。加强教学管理队伍建设和工作作风建设，严格执行学校绩效改革，

提高教师业务素质和管理能力。加强专业引导，优化专业培养目标达成评价方法

和评估流程，提高学生的学习信心和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积

极性。严肃考风、考纪，规范学习环节管理，形成良好的学风。密切师生关系，

加强学业指导，开展教研合作。适应内需发展，提升岗位和社会适应能力，拓展

就业。 

2.3 预期成果 

依据省成人重点专业建设的要求，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立足国内特色优势，经

过专业建设，在师资队伍、教学条件、课程建设、人才质量和教改成果等方面取

得以下标志性成果。 

1. 师资队伍 

⚫ 校级优秀教学团队 1 个 

⚫ 专职教师高级职称比例达 70%以上。 

2. 教学条件 

⚫ 开放式 MOCC 网络教学平台 1 个 

⚫ 医学检验校外实践实训基地 5 个 

⚫ 学生综合素质训练中心 1 个 

⚫ 分子诊断教学平台、细胞动态检测平台、数字切片分析扫描平台 3 个 

3. 课程建设 

⚫ 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2-3 门 

⚫ 校级重点建设教材 1-2 本 

努力实现医学检验专业主干课程立体化教材全覆盖，课程建设实现专业课程

微课化，部分课程 MOOC 化。 

4. 人才质量 

⚫ 学生毕业论文水平提高，通过率达到 90%以上。 

5. 教改成果 

⚫ 校级以上教改项目 1-2 项 

⚫ 教改论文 2-4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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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基础 

3.1 教学基础（培养方案、管理制度、教学条件、培养质量和社会评价等） 

我校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创办于 1960 年，经历了中专、大专和本科的专业发展

历程，是国内最早开办本科专业的五所院校之一。本专业先后获批国家特色专业，

江苏省特色专业、品牌专业、重点专业，2015 年获批江苏省品牌专业一期工程建

设专业。检验医学为江苏省重点实验室、重点学科和优势学科，拥有硕士点、博

士点、博士后流动站，其中临床检验诊断学是江苏省最早的二级学科博士点。我

们的人才培养模式及教学改革实践得到国内同行的高度评价并起到示范引领作

用。2014、2015 及 2016 年度在《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公布的中国大学专业排

行榜中，本专业属医学 A++专业，排名全国第一。临床医学学科(临床检验诊断学

为主体)进入全球 ESI 前 1%。 

（一）构建了以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为核心的培养模式 

总结以往教学计划实践的经验与教学，修订了新的 2016 版教学计划和培养方

案。在医学检验技术专业首推了整合医学教育，增设创新意识培养选修模块和理

工医结合性课程选修模块，如“电子电工学”、“医学电子原理”，提高医学检验技

术专业学生对电子电工技术在医学检验中应用的认知能力；增设了“生物信息学概

论”、 “医学检验及转化医学”等前沿课程，拓展医学检验专业前沿知识。完善了

临床诊断思维课程，以重大疾病临床检验综合诊断的形式开展。从多方位培养学

生的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特别结合了我校以工科为特色的学校背景，注重“医工

结合”的创新能力培养，加强前沿知识的引导，实现专业知识的先进性。 

（二）教学团队建设 

进一步强化激励机制，切实落实学校和学院人才引进和培养政策，先后引进了

江苏省特聘 3 名，其中两名 A类资助。江苏大学特聘教授 3 位。近三年来有二十余

位青年教师赴国外学习深造和研修，很好地提高了教师的教学和科学研究能力。加

强青年教师的培养，出台了细化实施方案。将一年期的培养改成一年期新教师助教

培养期和两年期的主讲培养期，明确了考核指标，强化了青年教师助理教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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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方式、方法和实践教学的改革研究 

构建和完善了包括全局、想象、临床、求异和换位等多元思维教学模式；完

善本-硕-博动态培养模式和实验教学中心-重点实验室-医学检验研究所-临床实验

室“一体化的复合实践路径。构建和完善了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四位一体的实验课

程体系，完成专业实验教学四位一体系列教材（江苏省重点建设教材）1 套。在

理论教学实践中推进 PBL 和 CBL 的教学改革，先后获批教育部医学技术类教指

委教改重点项目 1 项，面上项目 4 项；江苏省教学教改重点项目 1 项，面上项目

2 项；江苏省双语教学课程实践项目 1 项；江苏省全英语教学精品课程 4 项。发

表教学教改论文 20 余篇，其中 1 篇 SCI 论文。获全国微课大赛三等奖 1 项；江苏

省微课大赛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获江苏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1 项，研究生教

学改革成果二等奖 1 项，校级教学成果 3 项。校“最受学生欢迎的十佳教师”5 人

次、校教育先进个人 5 人，镇江市三育人师德标兵 1 人。 

（四）教学管理改革 

建立和完善了学生、同行、督导、家长、社会“五指并举”的评教长效管理机

制，及时监控教学体系建设和教学模式改革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及时加以解决。

建立和落实“三听、三评、三查、三反馈”交叉网络型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五）社会影响力 

1.全国医学检验师资培养  受卫生部、省卫生厅、中华医学会检验分会的委

托，检验系先后举办了全国第一、二届微生物学免疫学检验中级师资班，免疫学

检验和生物化学检验高级师资班、大专检验函授班和检验证书班。为浙江省、江

西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等省市自治区委培本科生 10 余年。受中华医学会医学检验

教育分会和全国高等医学检验校际协作理事会委托，主办了两期临床基础检验学

高等院校青年骨干师资班。先后接受上海交通大学、温州医科大学、青岛大学、

郑州大学、福建医科大学等 20 余所院校的骨干教师进修学习。受江苏省高等职业

教育教师培训中心的委托，2013、2014 连续两年承办了江苏省医学技术类高职高

专骨干教师培训，受到了学员的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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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和同行专家的认可度  通过多年的建设，特别是近十多年的建设，已

形成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的一体化培养体系，为医学检验技术专业

的学生提供了持续性发展的深造平台。本专业的建设成果得到了社会各界和行业

专家的认可，2006 年医学检验专业被评为江苏省特色专业，2008 年获批江苏省品

牌专业，2010 年被评为国家特色专业，2012 年作为核心专业获批为江苏省重点专

业。连续十六届担任全国医学检验校际协作常务理事单位，我们的专业建设与教

学成果为全国多家单位应用并写入国家医学检验专业建设标准。教育部医学技术

类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医学检验教育研究会主任委员及校际协作理事

会前任理事长对我校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实践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我校医学检验

技术专业建设经验和成果在全国起到示范引领作用（图 3）。 

 

 

图 3. 国内医学检验教育界和行业界对本专业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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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才培养成果 

 目前，本专业已为江苏省、全国乃至国外知名学府、各级医疗机构培养了

5000 余名医学检验专业人才，其中一大批已经成长为行业中知名的中青年专家、

学者和医疗卫生事业管理优秀人才，有些已成长为国外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

者、卫生部和全国检验界知名专家、“863”的首席专家和省内博士点单位医学检验

专业负责人或学科带头人，部分杰出校友见表 1。  

表 1. 部分杰出校友名单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 

严  俊 美国路易斯维尔大学 
微生物学与免疫学系终身教授、转化研究中心

主席 

吴晓生 美国 Mayo Clinic 诊所 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 

陈华标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 PI , 江苏省特聘教授 

彭光勇 
南京医科大学,美国圣路易斯

大学 
特聘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 

韩伟国 美国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大学 Associate Professor 

王瑞新 南京医科大学 副校长 

许文荣 江苏大学 医学院院长，江苏省医学领军人才 

赵家宏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

司 
技术总监 

韩晓枫 江南大学 医学院院长，无锡市医管局副局长     

王立新 东南大学医学院 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邵洪波 
苏州市天能生物工程发展有限

公司 
总经理 

王书奎 南京市第一医院 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  瑜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检验科主任、传染病诊治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

任 

曹红翠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863 首席专家 

杨  军 扬州市卫生局 局长 

陈维忠 《临床检验杂志》社 社长 

王子瑜 海尔施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江苏省 104 家三级医院中 78%的检验科主任是我校医学检验专业毕业生。我

省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有 26 家，其中 19 家检验科主任为我校毕业生，比例达 73%

一大批优秀毕业生成为江浙沪地区的学术骨干和专业带头人，为社会培养了大量

的优秀医学检验人才，为我省和全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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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课程与教材建设（主干课程、精品资源共享课程等及教材建设） 

激励教师申报江苏省成人高等教育精品资源共享课程的建设，鼓励教师参加

各类教材特别是国家 “十三五”规划教材、专著、实验教材的编写工作。 

近五年，本专业教师共参加 50 余部各类教材编写出版工作，其中主编出版了

4 部“十一五”、“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6 部江苏省重点建设教材；副主编

11 部、参编 38 部。 

医学检验专业核心课程分别获江苏省成人教育精品课程 2 门，江苏省全英文

授课精品课程 1 门，江苏大学“842T”精品课程和在线开放课程 6门。 

和上海交通大学等七所学校共同拍摄了国家级视频公开课——医学检验技术

导论，在全国引起较好的反响。与上海交通大学联合研发了虚拟检验科，为学生

的自主学习提供了重要平台，同时以此为核心申报并获批了江苏省虚拟仿真实验

室项目。 

3.3 教学改革（人才培养、质量保障、实践教学、学习效果评价等） 

本专业目前有专任教师 55 人，其中教授 15人、副教授 21 人，讲师 17人，

博士生导师 15 人，具有博士学位占 91%、海外研修经历占 62%，汇聚了国务院特

殊津贴专家 1人，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1 人，全国高等医学检验教育与教

材建设研究会副主任委员 1 人，全国高等院校医学检验校际协作理事会理事长 1

人，《临床检验杂志》主编 1 人，中华医学会检验分会委员 1 人，省特聘教授 3

人，省“双创”人才 2人，省医学领军人才 1 人，省科技创新团队带头人 2人，

省“333 工程”二层次中青年领军人才 3人，省“333 工程”三层次中青年学科带

头人 4 人，省“青蓝工程”学科带头人 5人等一批高层次人才。 

先后承担了教育部、国家卫计委教育研究与教学改革项目 7 项、江苏省高等

教育教改重点和一般项目 3 项，江苏大学教改项目 20 项，发表教学改革论文 40

余篇，其中 SCI教学研究论文 1篇。“医学检验专业课课程体系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多维教学体系优化与多元思维模式构建提升医学检验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和“医

学检验专业临床能力培养模式的建立”分获江苏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二等奖和研究生教学成果二等奖各 1项。 

获批医学技术类江苏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1个。 



 

 16 

3.4 专业品牌特色与优势 

 

本专业在长期的专业建设中形成了专业特色： 

1.以“构建多元思维模式，优化教学体系，复合实践路径”的三维联动机制，

提升了学生的实践和创新能力。优化了“师资队伍与精品课程、特色教材”一体

化的多维教学体系，提升了医学检验专业学生的自主与研究学习平台，提高了教

学质量；建立和完善了学生、同行、督导、家长、社会评教评学的长效管理机制，

及时监控教学体系建设和教学模式改革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迅速解决。 

2.构建了“本—硕—博”一体化联动的多元思维培养模式，培养学生的创新

思维和批判性思维。在教学计划改革中增设了研讨课（病例讨论式教学、PBL 教

学、临床诊断思维研讨课等），拓展了学生的疾病实验室诊断思路，促进了临床思

维能力的形成。通过优质系列教材及网络课程的开设，提高了学生自主和研究性

学习的积极性、培养了求异思维能力。聘请国外专家作为本专业的客座教授和讲

座教授。 

3.开拓了“实验教学中心—重点实验室—检验医学研究所—临床实验室”一

体化的复合实践路径，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改革资源配置，强化科研—教

学——学科一体化平台建设，按照人才培养规律，构建了验证性、综合性（课程

内、专业内）、设计性和创新性“四位一体”的实验教学体系。 

4.建设了国内一流的实践教学基地。先后与上海瑞金医院、上海华山医院、

上海新华医院、上海长征医院、浙江大学附属第一、二医院、南京军区总医院、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鼓楼医院、苏州大学附属第一、第二医院、北京大学肿瘤

医院、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等 50余家医院签约为实践教学基地，并聘请各医

院检验科副高以上教师为我院本科生毕业论文指导教师。与罗氏诊断中国、英科

新创(厦门)科技有限公司和浙江迪安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建设临床

实践基地，为普教学生提供了实习平台，为成人学生提供了就近学习或从事科研

活动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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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成果 

1．近 5 年有关成人教学管理研究论文、论著情况 

序号 论文、论著名称 作  者 刊物/出版社名称 发表时间 

1 

Design of a comprehensive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experiment: Phase variation caused 

by recombinational regulation of 

bacterial gene expression 

生秀梅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education 

2014 

SCI 收录 

2 医学生创新思维模式的探讨 许文荣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2014 

3 
高校教学活动之本质属性与过

程管理 
魏  静 高校教育管理 2012 

4 
从医学教育标准探讨以教师为

中心的医学课程改革 
眭  建 医药教育 2013 

5 
强化医学导论课程对临床医学

人才培养的作用 
眭  建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2014 

6 
临床检验诊断学实验教学中学

生创新能力培养 
毛  飞 读与写杂志 2014 

7 
电子技术课程 CAI 教学实践

与改进 
魏  静 教育与职业 2012 

8 
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卫生理化

检验实验教学体会与设想 
邢光伟 检验医学教育 2014 

9 四年制医学检验本科培养实践 胡嘉波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2012 

10 
临床微生物检验多元化教学改

革初探 
王晓春 考试周刊 2016 

11 
发展医学教育坚持以学生为主

体 
苏兆亮 检验医学与临床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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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论著名称 作  者 刊物/出版社名称 发表时间 

12 
临床分子生物学检验实验教学

实践和探讨 
张  徐 科教文汇 2014 

13 
青年教师实验诊断学课程的教

学体会 
王  梅 科教文汇 2014 

14 
提高临床血液学检验实验教学

质量的探讨与思考 
王  婷 

读与写 

（教育教学刊） 
2015 

15 
医学检验专业分子生物学实验

教学实践与体会 
严永敏 吉林医学 2012 

16 
浅析医学专业教育中对道德教

育的思考 
倪  斌 新校园 2014 

17 
医学模拟技术在诊断学技能考

试中的应用 
祝  晓 继续医学教育 2014 

18 
医学检验实验教学中学生创新

能力的培养 
毛  飞 读 与 写 杂 志 2011 

19 
刍议科学文献在免疫学多媒体

理论教学中的应用 
夏  圣 中国免疫学杂志 2011 

20 
美国医学解剖学教育带给我们

的启示 
马  瑞 医学争鸣 2015 

 

2．近 5 年成人教学管理立项研究情况 

序号 课  题  名  称 主持人 课题来源 立项时间 完成时间 

1 

基于 OBE 教育改革的

医学检验创新创业人

才培养实践与探索 

许文荣 

教育部医学技术

类教学指导委员

会教改项目-重点

项目 

2016 2018 

2 

本硕博联动机制培养

模式建立提升临床检

验诊断学学生创新实

践能力 

钱  晖 

教育部医学技术

类教学指导委员

会教改项目 

2016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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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  题  名  称 主持人 课题来源 立项时间 完成时间 

3 
医学检验虚拟仿真实

验教学系统的建立 
邵启祥 

教育部医学技术

类教学指导委员

会教改项目 

2016 2018 

4 

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研

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与

监控评价体系的建立

与实施 

邵世和 

教育部医学技术

类教学指导委员

会教改项目 

2016 2018 

5 

提升教学质量评价信

度和效度的研究与实

践 

许文荣 

冯志刚 
江苏省教育厅 2013 2015 

6 

“五改四”形势下医学

检验技术专业建设与

改革 

邵启祥 江苏省教育厅 2013 2015 

7 
医学检验专业学生实

践能力培养模式研究 
许文荣 江苏省教育厅 2009 2013 

8 

京江学院医学检验专

业本科学制五年改四

年后综合评价 

胡嘉波 江苏大学 2008 2014 

9 
新形势下医学检验专

业建设改革与探索 
邵启祥 江苏大学 2013 2015 

10 
实用型本科检验医学

人才培养模式评价 
胡嘉波 江苏大学 2011 2013 

11 
医工结合探索现代检

验医学人才培养模式 

苏兆亮  

王胜军 
江苏大学 2011 2013 

12 

医学检验专业《医学微

生物学导论》课程新型

教学模式的建构与实

践研究 

周天戟 江苏大学 2011 2013 

13 
临床血液学检验精品

在线开放课程 

谷俊侠 

许文荣 
江苏大学 2014 2016 

14 
临床检验诊断学思维

教学改革与研究 
谷俊侠 江苏大学 2011 2014 

15 
“医”改“理”背景下

医学检验专业建设 
夏圣 江苏大学 2013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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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近 5 年成教精品课程建设及获奖情况  

序号 课程名称 主持人 获奖类型及等级 获奖时间 

1 医学检验 许文荣 江苏省成人教育特色专业 2007 

2 
医学微生物学与微

生物学检验 
邵世和 江苏省成人教育精品课程 2007 

3 病原生物学 邵世和 江苏省成人教育精品课程 2011 

4 
医学免疫学 

Immunology 
夏圣 江苏省全英文授课精品课程 2014 

5 
医学微生物学实验

技术 
邵世和 

江苏大学精品在线课程 

（正在申报江苏省在线课程） 
2016 

6 
Laboratory 

Diagnosis 
胡嘉波 

江苏大学国际化专业英语授课

精品课程 
2012 

7 临床检验学 许文荣 
江苏大学 “842T”精品课程、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2012 

8 临床血液学检验 
谷俊侠

许文荣 

江苏大学 “842T”精品课程、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2014 

9 临床微生物与检验 邵世和 
江苏大学 “842T”精品课程、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2012 

10 病原生物学 邵世和 
江苏大学 “842T”精品课程、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2013 

11 
临床免疫学及其检

验 
许化溪 

江苏大学 “842T”精品课程、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2015 

 

4、近 5 年成教教材建设及获奖情况 

姓  名 教材名称 出版社名称 
出版 

时间 

备注(含主编、参编、

获奖情况等) 

许文荣 临床基础检验学技术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 
主编 

（十二五国家级规划

教材） 

许文荣 临床血液学与检验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2 
主编 

（十一五国家级规划

教材） 

邵世和 
临床微生物学检验学习
指导与习题集 

人卫生出版社 2013 

主编 

（十二五国家级规划

教材配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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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教材名称 出版社名称 
出版 

时间 

备注(含主编、参编、
获奖情况等) 

邵世和 
临床微生物学检验—教
学光盘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2 

主编 

卫生部“十二五”规划

教材 

邵启祥 
医学检验技术实验系列

教程 
江苏大学出版社 2014 

主编 

（江苏省重点教材） 

邵世和 
临床微生物学检验技术
实验指导 

江苏大学出版社 2015 
主编 

江苏省重点教材 

夏  圣 
临床免疫学检验实验指

导 
江苏大学出版社 2014 

主编 

（江苏省重点教材） 

钱  晖 
临床分子生物学检验技
术实验指导 

江苏大学出版社 2015 
主编 

（江苏省重点教材） 

谷俊侠 
临床血液学检术实验指

导指验技术指导 
江苏大学出版社 2016 

主编 

（江苏省重点教材） 

胡嘉波 
临床检验诊断学实验教
程 

江苏大学出版社 2012 
主编 

（江苏省重点教材） 

陈盛霞 
临床寄生虫学检验技术

实验指导 
江苏大学出版社 2014 

主编 

（江苏省重点教材） 

姜旭淦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实验

指导 
江苏大学出版社 2014 

主编 

（江苏省重点教材 

邵世和 
临床微生物学检验技术

实验指导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 

副主编 

（十二五国家级规划

教材配套教材） 

邵世和 病原生物学（第五版） 科学出版社 2016 

副主编 

（十二五国家级规划

教材） 

邵世和 病原生物学（第四版） 科学出版社 2012 

副主编 

（十一五国家级规划

教材） 

邵世和 
微生物学与免疫学 
（第八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 

副主编 

（十二五国家级规划

教材） 

邵世和 
微生物学与免疫学 

（第七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2 

副主编 

（十一五国家级规划

教材） 

邵世和 临床微生物学导论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 副主编 

邵启祥 临床免疫学检验技术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 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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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教材名称 出版社名称 
出版 

时间 

备注(含主编、参编、
获奖情况等) 

钱  晖 
临床分子生物学检验技

术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 副主编 

马  洁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实验

指导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

社 
2015 副主编 

姜旭淦 临床生化检验诊断学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4 副主编 

邵世和 医学微生物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编委 

王  梅 
临床基础检验学技术 学
习指导与习题集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 参编 

倪  斌 医学微生物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参编 

陈盛霞 医学寄生虫学实验指导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4 参编 

陈盛霞 人体寄生虫学学习指导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 参编 

夏  圣 
医学免疫学实验技术（第

2 版）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 编者 

王  佳 生物化学检验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4 参编 

马  洁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

社 
2015 参编 

     

     

     

     

     

     

     

注：请附教材封面及版权页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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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支撑保障 

学校支持保障措施（包括建设计划、经费投入等） 

1.制度保障  学校将成立由分管教学的副校长、教务处处长、医学院院长、分管

教学副院长、继续教育学院及专业带头人组成的重点专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学校负

责重点专业建设的组织管理；学院负责重点专业建设工作的具体实施，保证专业建设

的质量和进度。 

2.师资保障  人才是建设教学质量名校的关键，必须培育和建设一支政治素质过

硬、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学术造诣高的师资队伍。为此，学校和学院将继续采用“不

惜代价、不遗余力、不拘一格”和“访名校、拜名师”方法，引进和培育高端医学检验人

才。注重团队和技术人员的培养和建设，为人才的快速成长与发展创造良好的微环境。 

3.经费保障  学校资助 20 万元，其中含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建设 10 万元。主要用

于师资培训、教材建设、教研教改、2 门精品课程完善等。建设期内，继续教育学院

每年配套不低于 10 万元，主要资助网络资源课程新模式运用探索和已有网络课程的

拓展资源建设。 

4.其他资源保障  学校和继续教育学院将调动所有可调动的资源，在人力、物力

和管理等方面给予保障。 

 

 

 

 

 

 

 

（学校公章） 

年   月   日 

 

注：请附学校立项建设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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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审核意见 

专业负责人审核意见 

 

经审核，表格所填内容属实， 

本人对所填内容负责。 

 

 

                           签名： 

                           日期： 

学校继续教育学院审核意见 

医学检验技术是我校重点建设的品牌专业，目前已形成了师资队伍结构合理、教

学设施齐全、实验设备先进、教学管理制度齐全规范、教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硕果累累。

学校已将本专业列为成教高等教育特色专业进行建设和投入。 

本申报表中内容真实，所列数据可靠，同意申报江苏省成人高等教育重点专业 

 

 

负责人：                     （公章） 

 

                             日期： 

学校审核、推荐意见 

经审核，所填内容完全属实。同意医学检验技术申报江苏省成人高等

教育重点专业。 

 

 

 

负责人：                     （公章）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