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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022版）

一、专业代码、专业名称、修业年限、授予学位

专业代码：101001 专业名称：医学检验技术

修业年限：3-7 年 授予学位：理学学士

二、人才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面向各级各类医院、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血站、医学第三方检验机构、医学实验室等相关机构，基础扎实、

技能熟练、品德高尚，具有终身学习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一定的

科研发展潜能的能够从事临床检验基础、生化、微生物、免疫、血液和病理检验

等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医学检验技术专门人才。

学生在毕业后 5年左右，能够在职业和专业成就方面达到下列目标：

目标 1思想道德和职业素养：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养、

人文修养、家国情怀，爱岗敬业、遵纪守法，有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高尚的医

德医风，较强的医学人文关怀精神、职业道德。

目标 2专业能力：掌握医学检验工作所必需的基础医学、医学检验的基本知

识与技能。具有对各种临床标本的采集、处理能力和各种生化、免疫、微生物等

常规项目的检验能力以及常用试剂的制备能力。

目标 3实践能力：能够熟练使用血细胞分析仪、血液流变仪、凝血分析仪、

尿液分析仪、电解质分析仪、半自动生化分析仪等现代医学检验仪器设备，并能

进行检验仪器设备的操作及维护等工作。具有熟练的计算机操作能力、科研发展

潜能和实际工作能力。

目标 4实验室管理能力：能够进行质量控制及质量评价、实验评价、实验室

设备与试剂管理、实验室生物安全等。能解决临床检验复杂问题，具有将常规检

验项目与临床疾病相联系，为临床提供诊断信息的能力。

目标 5合作与发展：具有良好的人际交往与沟通协调能力，团队协作能力，

较强的科学研究能力、创新能力，关注医学检验行业的发展方向和动态，形成自

主学习、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

三、行业及职业类型描述



1.主要行业及职业类型描述：

各级医疗单位的检验科、疾病控制中心、血站、卫生监督部门、血防站。

2.相关行业及职业类型描述：

各科研院所的实验室以及商品检验、环境保护、海关检疫、试剂研制及营销、

生物医药制品生产企业、第三方检验中心从事医学检验及医学类实验室工作等。

四、毕业要求

1. 思想道德与职业素养：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养，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与

人生观；能够在实践中理解并遵守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1.1 遵纪守法，身心健康，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社会主义

荣辱观，热爱祖国，忠于人民，诚实守信，遵纪守法。

1.2 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素养、社会责任感，在职业活动中重视医学伦

理问题，尊重受检者的隐私、人格、个人信仰，理解他人的人文背景及文化价值

观。

1.3 具备实事求是的态度，尊重医学检验原始数据和资料，树立依法执业的

法律观念，学会用法律保护受检者和自身的权益。

2. 医学检验专业知识：能够将本专业相关的数学、物理学、化学、生命科

学、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基础知识、科学方法和专业知识用于解决临床医学检

验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2.1 有丰富的基础医学理论，一定的临床医学知识，扎实、系统的医学检验

技术知识。

2.2 熟悉各种常见病、重大疾病的实验室检验项目和检测方法与结果的临床

应用。

2.3 结合临床医学检验技术等专业知识，能够将本专业相关的数学、物理学、

化学、生命科学、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基础知识、科学方法运用到复杂临床诊

断的表述之中，并解决复杂的临床诊断问题。

3. 医学检验技能操作：掌握临床基础检验技术、临床微生物学检验技术、

临床免疫学检验技术、临床血液学检验技术、临床生物化学检验技术、临床分子

生物学检验技术、临床输血学检验技术等的基本技术。



3.1 熟悉医学检验领域相关工程计算软件、仪器、设备数据处理软件的基本

原理，使用方法及其适用范围，能够恰当地选择软件、仪器和设备等工具。

3.2 具备初步的形态学诊断能力，能够选择合适的形态学检验项目进行复

检，保证医学检验结果的准确性。

3.3 能够针对复杂医学检验相关问题，选择和使用适宜的医学检验项目进行

操作，并对结果进行分析解释，并能够解释其局限性。

3.4 能够合理分析医学检验领域相关产品、技术的开发，采用适当的方法初

步评价医学检验实践对于临床诊断、患者健康、生物安全、法律等的影响，并理

解承担相应的责任。

4. 实验室管理：在医学检验实践中理解并掌握医学检验实验室管理原理与

方法，并能在多学科环境中应用。

4.1 理解并掌握医学检验管理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能够完成临床实验室的

室内、室间质量评价工作，并应用于临床医学检验实践过程。

4.2 理解并掌握医学检验决策方法，能够应用于医学检验过程。

5. 科研与创新：能够根据医学检验基本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临床医学检

验实践活动中涉及的复杂临床诊断与疾病发展问题进行研究，包括设计实验、分

析与解释实验数据，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5.1 掌握文献检索的基本方法，了解医学检验相关的图书、期刊、专利等数

据库及使用方法。

5.2 能够运用临床医学检验专业基础知识，结合现代文献研究对复杂临床诊

断与疾病发展的问题进行分析、识别、条件假设、知识表达，运用先进仪器，设

计有效临床医学检验方案，以获得解决方法或有效结论。

5.3 具备科学态度、创新精神、逻辑分析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6. 个人和团队：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

责人的角色；能够就医学检验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

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

6.1 能够了解不同学科发现、分析、解决问题方式、方法的不同，理解多学

科背景下团队与个体、合作与分工的含义；具有一定的人际交往能力、团队协作

能力，能够在团队中根据角色发挥作用。



6.2 能够通过口头或书面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就复杂医学检验问题与业界

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

6.3 至少掌握一门外语，具有基本的听、说、读、写、译的能力以及专业外

语应用能力；了解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

7. 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

能力，能及时了解医学检验的最新理论、技术及国际前沿动态。

7.1 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了解医学检验行业现状和发展趋势。

7.2 依托现代信息工具和资源自我充实，具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表 1 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关系矩阵表

五、专业能力实现矩阵

表 2 课程模块与毕业要求的关系矩阵

序号 课程模块名称
课程模块与毕业要求的关联度

1 2 3 4 5 6 7

01 思想道德与法治 H
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H
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H

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H L

0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H L M

06 形势与政策 H
07 “四史”教育 H
09 大学英语（一） M H
10 大学英语（二） M H
11 大学英语（三） M H
12 大学英语（四） M H
13 大学计算机基础 H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目标 1 目标 2 目标 3 目标 4 目标 5

毕业要求 1 √ √ √
毕业要求 2 √ √ √
毕业要求 3 √ √ √
毕业要求 4 √ √ √
毕业要求 5 √ √ √
毕业要求 6 √ √ √
毕业要求 7 √ √ √



14 军事技能 H L
15 军事理论 H L
16 大学体育（一） H
17 大学体育（二） H

18
大学体育（三）（公共体

育俱乐部模式）
H L

19
大学体育（四）（公共体

育俱乐部模式）
H L

20
大学体育（五）（公共体

育俱乐部模式）
H L

21
大学体育（六）（公共体

育俱乐部模式）
H L

22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L H
23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M L H
24 大学生创新创业基础 M H
25 大学生就业发展指导 L M H
26 医用化学 H M L
27 分析化学 H M L
28 医用物理学 H M
29 医用高等数学 H M L
30 人体解剖学 L H M
31 组织学与胚胎学 H L M
32 生理学 H M
33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H M L
34 微生物学与免疫学 H M L
35 病理学 H M L
36 病理生理学 H M L
37 机能学实验（一） L H M
38 机能学实验（二） L H M
39 医学统计学 L H M
40 临床医学概要 M H L
41 临床医学概要见习（一） M H L
42 临床医学概要见习（二） M H L
43 临床基础检验学技术 L H M
44 临床免疫学检验技术 H M L
45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技术 L H M
46 临床微生物学检验技术 L H M
47 临床血液学检验技术 L H M
48 临床分子生物学检验技术 H M L
49 临床检验仪器与技术 H L
50 临床实验室管理 H L
51 检验科见习 L M H
52 医学检验导论 H M L



53 寄生虫学检验 M H L
54 临床输血学检验技术 L H M
55 医学史 L M H
56 人文与医学 H L M
57 卫生法律法规 H L M
58 医学伦理学 H L M
59 医学心理学 H L M
60 医学英语 M L H
61 人际沟通 H L M
62 医学遗传学 H L M
63 动物细胞培养技术 H M L
64 药理学 H M L
65 生物信息学 L M H
66 文献检索 M L H
67 细胞生物学 M L H
68 免疫组织化学 M L H
69 临床病理学检验技术 H M L
70 临床实习 H L M
71 毕业考试 H M L

注：1.关联强度符号：H 强相关(80%) M中等相关(50%)；L弱相关(20%) 没有关联的可以不选。

2.一门课开设几个学期的课程只标注一门课即可。

3.如果毕业要求划分点过多，可以将该表格的纸张方向换成横向。

六、非独立学分的培养模块

表 3 劳动教育、创新创业教育实现矩阵

注：1.劳动教育模块：对于未单独开设劳动教育课程的专业，需要制定 32个学时的劳动教育模块教学大纲，

明确 32个学时融入到具体的专业课程或环节，同时制定相应的考核方式，并在学生毕业前对劳动教

育进行综合评价。

课时和方式

模块名称

课程或

环节

课程或

环节

课程或

环节

课程或

环节

课程或

环节

课程或

环节

课程或

环节

课程或

环节
考核方式

劳动教育 人体解

剖学

4学时

组织学

与胚胎

学

4学时

临床微

生物学

检验技

术

4学时

临床生

物化学

检验技

术

4学时

临床免

疫学检

验技术

4学时

寄生虫

学检验

4学时

临床基

础检验

学技术

4学时

临床血

液学检

验技术

4学时

考查

创新创业

教育

临床检

验仪器

与技术

6学时

人体解

剖学

6学时

临床分

子生物

学检验

技术

6学时

机能学

实验

（一）

4学时

机能学

实验

（二）

8学时

考查



2.创新创业教育模块：各个专业开展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相融合，制定不少于 30个学时的创新创

业教育内容，明确创新创业教育融入到具体的专业课程和环节，同时制定相应的考核方式，并在学生毕

业前对创新创业能力进行综合评价。

七、主干学科核心课程

主干学科：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医学检验技术

核心课程：临床基础检验学技术、临床血液学检验技术、临床微生物学检验

技术、临床生物化学检验技术、临床免疫学检验技术、临床分子生物学检验技术、

临床检验仪器与技术、临床实验室管理。

八、毕业资格与学位授予

（一）毕业资格

学生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规定的全部课程，修满规

定的最低总学分 175学分（含通识教育模块学分 55学分，专业教育模块 92学分,

实践教学模块 28学分），准予毕业，发给毕业证书。

（二）学位授予

取得毕业资格的学生，符合学校学位授予标准，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查

通过，授予理学学士学位，颁发学位证书。

九、专业学时、学分构成比例

表 4 专业学时构成比例表

课程

体系
课程类别 选/必修

学时
学时比例

（﹪）

教学

周数

合计
讲授 实践 自学 合计

理论

教学

通识教育

模块

必修 525 410 485 1420 32.26%

106

选修 - - - 240 5.45%

专业教育

模块

必修 972 500 850 2322 52.75%

选修 198 50 172 420 9.54%

小计 1695 960 1507 4402 -

集中

实践

教学

环节

环节类别 教学周数

54
毕业实习 48

毕业设计（论文） 0

其他实践环节 6

总进程周数 160



集中实践教学环节周数与总教学周数之比（﹪） 33.75%
专业总学时 5242

含自主学时专业实践教学学时比例（﹪） 34.34%
不含自主学时专业实践教学学时比例（﹪） 48.19%

注：1.各类课程（模块）学时比例=同类别课程（模块）学时÷理论教学总学时；

2.专业总学时=理论教学总学时+集中实践环节学分×30学时/学分；

3.专业实践教学学时比例=（理论教学实践学时+集中实践教学环节学分×30）÷专业总学时。

表 5 专业学分构成比例表

课程体系 课程类别 选/必修 学分 学分比例 学分小计 合计

理论教学

通识教育模块
必修 47 31.97%

55
147

选修 8 5.44%

专业教育模块
必修 78 53.06%

92
选修 14 9.52%

集中实践

环节

毕业实习 24
28毕业设计（论文） 0

其他实践环节 4
专业总学分 175

注：1.专业总学分=理论教学学分+集中实践环节学分；

2.各类课程学分比例=同类别课程学分÷理论教学学分之和。

十、课程（模块）构建

表 6 课程模块与能力培养关系表

序号 模块名称 子模块名称 能力培养 学分
课程（模块）

负责人

01

思想政治理

论及道德修

养

思想道德与法治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概论

形势与政策

“四史”教育

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

本方法，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和历史观，具备良好的思想政

治素质、道德品质和法治观念，能够

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方

法分析解决实际问题。

19 王培文

02 军事课
军事技能

军事理论

适应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强军

目标要求，增强学生国防观念、国家

安全意识和忧患危机意识，提高学生

综合国防素质。

4 郝颖



03 大学体育
基础运动能力

专项运动能力

学生掌握所选运动项目的基本

知识、基本技能和基本方法，使学生

具有自我锻炼能力。

提升学生所选运动项目的技、战

术知识与实践能力，提高学生专项运

动素质，具备参加该项目的比赛能

力，培养学生体育鉴赏能力。

6 王光明

04

公共体育与

健康教育之

健康教育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认识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了解大学生常见的心理困惑以及对

应的调节方法，对自身心理问题有一

定的识别和应对能力。能够剖析自身

个性特点，客观的评价自己、接纳自

己。具有珍视生命，热爱生活的心理

品质。

2
冯琨

郑新华

05
公共外语本

科教育模块

大学英语（一）

大学英语（一）

大学英语（三）

大学英语（四）

指导学生的英语学习方法和策

略，使学生自主地在听、说、读、写、

译等方面提升自己的英语应用能力。

通过认知策略的培养使学生了解并

掌握各种学习策略技巧，如：听的技

巧、交际策略、阅读策略、写作技巧、

翻译技巧和解题技巧；通过元认知策

略的培养使学生能够自主制定学习

计划、选择学习方式、安排学习任务、

监控学习过程、评估任务完成情况。

12 刘纯

06
公共计算机

教育模块
大学计算机基础

1.学生应具有计算机基本操作

能力，利用计算机处理专业相关的问

题解决能力；

2.部分专业学生应具有编程基

础能力，根据专业所需，在数据采集、

数据分析和数据处理等方面有一定

的程序编程能力。

4 彭统乾

07
就业创业能

力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大学生创新创业基础

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

1.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职业观，认知自身特点，具有职业生

涯规划意识，掌握职业探索、生涯决

策与管理技能；

2.了解国家就业形势与政策，掌

握求职择业技能，熟悉就业程序与权

益维护、职业适应与发展等内容；

14

王晓静

王翠英

李培斌

https://wenwen.sogou.com/s/?w=%E5%AD%A6%E4%B9%A0%E8%AE%A1%E5%88%92&ch=ww.xqy.chain
https://wenwen.sogou.com/s/?w=%E5%AD%A6%E4%B9%A0%E8%AE%A1%E5%88%92&ch=ww.xqy.chain


3.了解创新创业教育内涵，掌握

创新创业基本知识，遵循创业规律，

具备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创新创业

基本能力。

08
医用高等数

学模块
医用高等数学

1. 通过对概念的学习，培养学生

对知识对象进行分析、综合、抽象和

概括的抽象思维能力。

2. 通过对微积分、微分方程、概

率论和线性代数之间的内在联系学

习，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使学

生通过数学课程的学习掌握一定的

数学思想和方法，具备一定的利用数

学建模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4 张晓飞

09

医学基础知

识、认知能

力

医用化学

分析化学

医用物理学

人体解剖学

组织学与胚胎学

生理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微生物学与免疫学

病理学

病理生理学

机能学实验（一）

机能学实验（二）

医学统计学

药理学

医学遗传学

细胞生物学

医学史

人文与医学

卫生法律法规

医学伦理学

医学心理学

医学英语

人际沟通

动物细胞培养技术

生物信息学

文献检索

1.通过学习，树立终身学习观念，

不断追求卓越。具有严谨的科学态

度、创新思维和分析批判精神。

2.掌握人体解剖学、组织学与胚

胎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医

用化学（无机、有机）、分析化学、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微生物学与

免疫学、病理生理学、医学统计学、

医用物理等医学基础知识的基本理

论、基本技术，为学习医学检验技术

专业课打下知识基础，熟悉基础医学

教学工作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3.掌握医学实验的分析、设计方

法和操作技术，具有基础医学科学研

究的基本能力。

4.具有从事基础医学科学研究的

基础，以及进行基础医学教学工作的

基本能力。熟悉公共卫生、医学检验

技术基本知识。

5.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

本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

工作能力。能够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获

取新知识与相关信息。

38 于瑞雪



10

医学检验技

术专业能力

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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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技术

临床血液学检验技术

寄生虫学检验

医学检验导论

检验科见习

1.掌握临床检验基础、临床微生

物学检验、临床免疫学检验、临床血

液学检验、临床生物化学检验、临床

分子生物学检验和临床输血学检验

等的基本理论、基本技术。掌握针对

特定疾病的实验诊断和检验项目选

择、结果解读、统计学分析和质量控

制。

2.熟悉常用医学检验仪器的基

本结构、性能、使用和维护方法。

3.熟悉文献检索、信息获取的基

本方法，具有一定的医学检验技术科

学研究能力。了解医学检验前沿学科

理论和技术发展动态。

4.具有医学英语基本知识和口

语交流能力。

5.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

能力。

6.具有与受检者及其家属进行

有效交流的能力。

7.具有与医生、护士及其他医疗

卫生从业人员交流的能力。

8.熟悉国家卫生工作及临床实验室

管理相关的方针、政策和法规。

30 郑亚龙

11

医学检验技

术能力拓展

模块

临床医学概要

临床医学概要见习（一）

临床医学概要见习（二）

临床分子生物学检验技术

临床检验仪器与技术

临床实验室管理

临床输血检验技术

临床病理检验技术

免疫组织化学

1.掌握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

基本理论知识；

2.掌握医用化学、分子生物学、

病理诊断学、血细胞形态学的基本理

论和技术，了解常用检验仪器的基本

构件和性能；

3.具有数理统计及计算机应用

的基本能力；

4.熟悉国家卫生工作及临床实

验主管理有关的方针、政策和法规；

5.了解医学检验前沿学科的理

论和技术的发展动态；

6.掌握文献检索、资料调查的基

本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

工作能力。

17 郑亚龙



12
临床综合能

力提升

毕业考试

临床实习

1.培养学生具有临床医学检验

的基本能力；熟悉常见检验项目的正

常参考值，具有评价各种检验结果的

初步能力；

2.具有一定的对检验工作管理

及质量控制的能力；

3.具有适当参与科研工作的能

力；

4.具有较扎实的英语基础，能借

助字典阅读本专业相关的英文资料；

5.具有较强的计算机应用能力，

通过高校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

6.具有创新能力、人际沟通与团

队合作的能力；

7.具有评判性思维能力和医疗

安全意识；

8.具有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为

毕业后的继续教育及进一步的发展

和提高打下基础。

27 郑亚龙



十一、教学进程安排表

第一学期教学安排（教学周为 4-18周）

序
号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课程承担
单位名称

课程学时、学分及分配 教学周安排 每周课内学时

备注学
分

学
时

讲
授

实
践

自主
学习

周
数

开
始
周

结
束
周

讲
授

实
践

周
学
时

1 通识必修课 11182201 思想道德与法治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3 90 36 9 45 15 4 18 3

2 通识必修课 11182205 形势与政策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8 6 2 3 5 7 2

3 集中实践 41200001 军事技能 必修
学工部（人民武装

部）
2 168 168 3 1 3 56

4 通识必修课 11040301 大学体育（一） 必修 体育学院 1 30 30 15 4 18 2

5 通识必修课 11060101 大学英语（一） 必修 外国语学院 4 120 30 30 60 15 4 18 4

6 通识必修课 11150001 大学计算机基础 必修 软件学院 2 60 15 15 30 15 4 18 2

7 通识必修课 11210001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必修 创新创业学院 1 30 14 4 12 9 4 12 2

8 学科基础课 21100301 医用高等数学 必修 数学与统计学院 4 120 60 60 15 4 18 4

9 专业必修课 31224707 医学检验导论 必修
医学院、

第一附属医院
1 30 18 12 9 8 16 2

10 学科基础课 21224601 医用化学 必修 医学院 2 60 24 8 28 15 4 18 3

11 学科基础课 21224603 医用物理学 必修 医学院 2 60 26 6 28 15 4 18 2

12 学科基础课 21224604 人体解剖学 必修 医学院 4 120 54 30 36 15 4 18 4 L，C

13 学科基础课 21224605 组织学与胚胎学 必修 医学院 2 60 24 12 24 15 4 18 2 L

第一学期建议最低修读 28 学分，其中必修课程: 28 学分，选修课程： 0学分

备注：“C”表示创新创业类课程，“L”表示劳动教育类课程。



第二学期教学安排

序
号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课程承担
单位名称

课程学时、学分及分配 教学周安排 每周课内学时

备注学
分

学
时

讲
授

实
践

自主
学习

周
数

开
始
周

结
束
周

讲
授

实
践

周
学
时

1 通识必修课 1118220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3 90 45 9 36 18 1 18 3

2 通识必修课 11182205 形势与政策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8 6 2 3 1 3 2

3 通识必修课 11200001 军事理论 必修
学工部（人民武装

部）
2 36 36 18 1 18 2 2

4 通识必修课 11040302 大学体育（二） 必修 体育学院 1 36 36 18 1 18 2

5 通识必修课 11030401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必修 教师教育学院 2 60 24 12 24 18 1 18 2 2

6 通识必修课 11060102 大学英语（二） 必修 外国语学院 4 120 36 36 48 18 1 18 2 2 4

7 学科基础课 21224602 分析化学 必修 医学院 2 60 30 6 24 18 1 18 2 2 2

8 学科基础课 21224606 生理学 必修 医学院 3 90 54 36 18 1 18 4 3

9 学科基础课 21224607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必修 医学院 4 120 48 24 48 18 1 18 4 4 3

10 学科基础课 21224611 机能学实验（一） 必修 医学院 1 30 18 12 18 1 18 2 2 C

11 专业选修课 32224615 细胞生物学 选修 医学院 1.5 45 18 8 19 18 1 18 2 2 2

第二学期建议最低修读 27.5 学分，其中必修课程: 22 学分，选修课程：5.5 学
分，公共艺术类选修课 2 学分。

备注：“C”表示创新创业类课程。



第三学期教学安排

序
号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课程承担
单位名称

课程学时、学分及分配 教学周安排 每周课内学时

备注学
分

学
时

讲
授

实
践

自主
学习

周
数

开
始
周

结
束
周

讲
授

实
践

周
学
时

1 通识必修课 1118220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3 90 45 9 36 18 1 18 3

2 通识必修课 11182205 形势与政策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8 8 4 1 4 2

3 通识必修课 11040303
大学体育（三）（公共体

育俱乐部模式）
必修 体育学院 1 36 36 18 1 18 2

4 通识必修课 11060103 大学英语（三） 必修 外国语学院 2 60 18 18 24 18 1 18 2

5 通识必修课 11210002 大学生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创新创业学院 2 60 28 4 28 16 1 16 2

6 学科基础课 21224608 微生物学与免疫学 必修 医学院 4 120 48 24 48 18 1 18 4

7 学科基础课 21224609 病理学 必修 医学院 4 120 48 24 48 18 1 18 4

8 学科基础课 21224626 机能学实验（二） 必修 医学院 1 36 36 18 1 18 2 C

9 学科基础课 21224610 病理生理学 必修 医学院 2 60 36 24 18 1 18 2

10 专业选修课 32224614 医学遗传学 选修 医学院 1.5 45 26 19 18 1 18 2

11 专业选修课 32224623 动物细胞培养技术 选修 医学院 1.5 45 18 8 19 18 1 18 2

12 专业选修课 32224613 药理学 选修 医学院 3 90 54 36 18 1 18 3 3

第三学期建议最低修读 26.5 学分，其中必修课程: 19 学分，选修课程：7.5 学分

备注：“C”表示创新创业类课程。



第四学期教学安排

序
号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课程承担
单位名称

课程学时、学分及分配 教学周安排 每周课内学时

备注学
分

学
时

讲
授

实
践

自主
学习

周
数

开
始
周

结
束
周

讲
授

实
践

周学
时

1 通识必修课 1118220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3 90 45 9 36 18 1 18 3

2 通识必修课 11182205 形势与政策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8 8 4 4 7 2

3 通识必修课 11040304
大学体育（四）（公共体育

俱乐部模式）
必修 体育学院 1 36 36 18 1 18 2

4 通识必修课 11060104 大学英语（四） 必修 外国语学院 2 60 18 18 24 18 1 18 1 1 2

5 专业必修课 31224701 临床基础检验学技术 必修
医学院、

第一附属医院
5 150 60 48 42 18 1 18 6 L

6 学科基础课 21224801 临床医学概要 必修 第一附属医院 4.5 135 54 42 39 18 1 18 5

7 专业必修课 31224804 临床检验仪器与技术 必修
医学院、

第一附属医院
2 60 24 8 28 18 1 18 2 C

8 集中实践 44224802 临床医学概要见习（一） 必修 第一附属医院 0.5 18 18 1 11 11 18 18

9 专业选修课 32224620 医学心理学 选修 医学院 1.5 45 26 19 18 1 18 2

第四学期建议最低修读 21 学分，其中必修课程: 18 学分，选修课程：3 学分

备注：“C”表示创新创业类课程，“L”表示劳动教育类课程。



第五学期教学安排

序
号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课程承担
单位名称

课程学时、学分及分配 教学周安排 每周课内学时

备注学
分

学
时

讲
授

实
践

自主
学习

周
数

开
始
周

结
束
周

讲
授

实
践

周
学
时

1 通识必修课 1118220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3 90 45 9 36 18 1 18 3

2 通识必修课 11182205 形势与政策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8 8 4 8 11 2

3 通识必修课 11040305
大学体育（五）（公共体育

俱乐部模式）
必修 体育学院 1 36 36 18 1 18 2

4 学科基础课 21224612 医学统计学 必修 医学院 2 60 26 6 28 18 1 18 2

5 专业必修课 31224702 临床免疫学检验技术 必修
医学院、

第一附属医院
4.5 135 52 38 45 18 1 18 6 L

6 专业必修课 31224704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技术 必修
医学院、

第一附属医院
5 150 60 48 42 18 1 18 6 L

7 专业必修课 31224805 临床实验室管理 必修
医学院、

第一附属医院
2 60 26 6 28 18 1 18 2

8 专业必修课 31224706 寄生虫学检验 必修 医学院 2 60 24 12 24 18 1 18 2 L

9 集中实践 44224809 临床医学概要见习（二） 必修 第一附属医院 0.5 18 18 1 11 11 18 18

10 专业选修课 32224622 人际沟通 选修 医学院 1 30 14 4 12 18 1 18 1

11 专业选修课 32224807 临床病理学检验技术 选修
医学院、

第一附属医院
3 90 28 26 36 18 1 18 3

第五学期建议最低修读 25.5 学分，其中必修课程: 20 学分，选修课程：5.5 学分

备注：“L”表示劳动教育类课程。



第六学期教学安排

序
号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课程承担
单位名称

课程学时、学分及分配 教学周安排 每周课内学时

备注学
分

学
时

讲
授

实
践

自主
学习

周
数

开
始
周

结
束
周

讲
授

实
践

周
学
时

1 通识必修课 11182205 形势与政策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8 8 4 8 11 2

2 通识必修课 11182207 “四史”教育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60 30 6 24 18 1 18 2

3 通识必修课 11040306
大学体育（六）（公共体育

俱乐部模式）
必修 体育学院 1 36 36 18 1 18 2

4 通识必修课 11210003 大学生就业发展指导 必修 创新创业学院 1 30 16 4 10 10 1 10 2

5 专业必修课 31224703 临床微生物学检验技术 必修
医学院、

第一附属医院
4.5 135 48 42 45 18 1 18 6 L

6 专业必修课 31224705 临床血液学检验技术 必修
医学院、

第一附属医院
4.5 135 48 42 45 18 1 18 6 L

7 专业必修课 31224806 临床输血学检验技术 必修
医学院、

第一附属医院
2 60 20 12 28 18 1 18 2

8 专业必修课 31224803 临床分子生物学检验技术 必修
医学院、

第一附属医院
2 60 24 8 28 18 1 18 2 C

9 集中实践 44224708 检验科见习 必修 第一附属医院 1 30 18 12 1 11 11 18 18

10 专业选修课 32224625 文献检索 选修 医学院 1 30 14 4 12 18 1 18 1

第六学期建议最低修读 20 学分，其中必修课程: 19 学分，选修课程：2 学分

备注：“C”表示创新创业类课程，“L”表示劳动教育类课程。



第七学期教学安排

第八学期教学安排

序
号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课程承担
单位名称

课程学时、学分及分配 教学周安排 每周课内学时

备注学
分

学
时

讲
授

实
践

自主
学习

周
数

开
始
周

结
束
周

讲
授

实
践

周
学
时

1 通识必修课 11182205 形势与政策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2 8 4 4 4 12 15 2

2 专业必修课 31224902 毕业考试 必修 医学院 2 36 36 9 7 15 4

第八学期建议最低修读 4 学分，其中必修课程: 4 学分，选修课程：0 学分

序
号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
属性

课程承担
单位名称

课程学时、学分及分配 教学周安排 每周课内学时

备注学
分

学
时

讲
授

实
践

自主
学习

周
数

开
始
周

结
束
周

讲
授

实
践

周
学
时

1 通识必修课 11182205 形势与政策 必修 马克思主义学院 8 4 4 4 12 15 2

2 集中实践 42224903 临床实习 必修 医学院 24 720 432 288 48 9

第七学期建议最低修读 24 学分，其中必修课程: 24 学分，选修课程： 0 学分




	（2022版）
	（2022版）
	一、专业代码、专业名称、修业年限、授予学位
	二、人才培养目标
	三、行业及职业类型描述
	四、毕业要求
	五、专业能力实现矩阵
	六、非独立学分的培养模块
	八、毕业资格与学位授予
	九、专业学时、学分构成比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