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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 $河南省高等学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项目!编号".## %

作者简介!杨保胜&教授&硕士&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高等医学教育及遗传病的分子诊断与遗传咨询$/%0123"45."!$$&"6#!&7890%

"教育创新研究#

$以本为本%创新基础医学系列整合实验课程设计探讨

杨保胜! 谢永生! 李勇莉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基础医学院&河南:新乡:;'."""#

摘要":以'疾病和问题(为导向&将基础医学实验课程进行整合为全新的基础医学实验课程体系&为培养适应社

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人才提供改革方向% 本设计以'疾病和问题(为导向&将原有的人体解剖学)病原生物学等 #. 门

基础医学实验课程进行优化整合&形成以正常人体形态学实验)分子医学基础实验)病原生物与免疫学实验)组织病

理学实验)医学机能学五大实验课程模块的全新基础医学实验课程体系&着重培养学生能力和技能的提升&增设创新

性实验)综合性实验&为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临床医学人才寻求改革方向%

关键词":整合课程$基础医学$创新性实验$综合性实验

中图分类号"+&;!7"

!"#$%##"&'&'()*+''&,-(",*!*#".'&/+'(*.0-(*1234*0"5*'(-67&%0#*/&08-#"$9*1"$"'*:*0"*#;&<

$%#"'. &'()*=0"."'

<=>+?19@ABCDE&-F/<9DE@ABCDE&,F<9DE@32

!!"#$$%$&'()*"+,-*"(%!"*,.",)&!(./0(. 1$%%,2,$&3*.4*(.2 +,-*"(%5.*6,7)*89&3*.4*(.2&:,.(. ;'."""#

>?#(0-$(":?1A280CG2813C4HCI20CDJ1389KIACA1IC2DJCEI1JCG 2DJ91DCLC4HCI20CDJ138KII28K3K0A5AJC0M1ACG 9D G2AC1@

ACA1DG HI9M3C0A7FD JB2AGCA2ED&#. M1A280CG2813C4HCI20CDJA&AK8B 1ABK01D 1D1J905&H1JB9ECD M2939E5LCIC9HJ202NCG 1DG

2DJCEI1JCG 2DJ9O2PCC4HCI20CDJ1309GK3CA"D9I013BK01D 09IHB939E5C4HCI20CDJ&M1A28093C8K31I0CG2813C4HCI20CDJ&H1JB9ECD

M2939E51DG 200KD939E5C4HCI20CDJ&B2AJ9H1JB939E2813C4HCI20CDJ&1DG 0CG2813OKD8J29D13C4HCI20CDJ$1DCL2DJCEI1JCG M1A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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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整合是医学教育改革的重要途径&已逐渐

成为国内外医学教育改革的重要任务&也是医学教

育改革的热点和关键点
+#,

% 传统的基础医学实验

的开设依附于理论教学&以验证和巩固理论所学知

识为目的&只强调结果或结论的重要性&却忽视实验

的过程和对结果的反思&只强调知识的重要性&却不

重视学生实验技能的培养)综合素质的提升以及科

学态度和科学作用的形成% 各课程实验间存在内容

重复)缺乏有机联系$实验内容狭窄)实验过程过细&

各学科间缺乏有机联系&不能形成协同效应等问

题
+!,

&与现代医学高度分化又高度整合的特征严重

不符&同时现有的基础医学实验教学方法单一&教学

手段落后&不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本设计将以

'疾病和问题(为导向&打破课程界限&将基础医学

的 #. 门实验课程整合为 ' 门多学科融合的实验课

程&构建新型基础医学实验课程体系&为培养适应社

会发展需要的具有创新思维的应用型人才提供改革

方向%

CD开设整合实验课程的思路

传统的医学教育尚存在一些弊端&为了使医学

教育适应现有的教育教学改革的模式&医学教学课

程的整合就变得势在必行% 本改革思路突出以学生

为主体&以学生能力发展为目的&以'疾病和问题(

为基本导向&着力培养厚基础)强能力的具有创造思

维的复合型医学人才% 因此&实验教学体系的构建

将突破实验教学依附于理论教学的教学现状&依据

创新人才的培养规律和实验课程之间的内在逻辑联

系&从知识结构)实践能力)创新实践等方面出发&创

新设计实验课程与教学模式&实现系统训练与探索

研究的有机结合
+.,

% 从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有

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有利于高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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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人才科学思维方法和科研技能的养成等方面出

发&打破学科!课程#界限&实施优化整合基础医学

实验课程体系&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临床医学人才%

在深入调研基础医学实验课程间的有机联系的

基础上&将原有的依附于理论教学的 #. 门实验课程

!医学细胞生物学)组织胚胎学)系统解剖学)生理

学)局部解剖学)生物化学)医学免疫学)病原生物

学)病理学)病理生理学)药理学)医学分子生物学)

医学遗传学等#的内容有机整合&构建课程间交叉

融合的整合式实验教学课程体系% 拟构建的 ' 门整

合实验课程如下"

!

正常人体形态学实验$

"

分子医

学实验$

#

病原生物与免疫学实验$

$

组织病理学实

验$

%

医学机能学实验% 在新的实验课程中减少基

础性实验比例&加大综合性和设计性实验比例&新开

设探究性和创新性实验以及虚拟仿真实验% 探索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实验教学模式%

ED基础医学整合实验课程改革的目标

将基础医学实验教学内容进行优化整合)构建

以'疾病和问题(为导向的新型整合式基础医学实

验课程体系% 以培养学生应用能力为主线&以训练

学生实验基本技能为基础为核心&以增设的设计性)

自主性)综合性实验为提升手段&以新开设的探究

性)虚拟仿真实验为发展导向&以提升临床思维能力

和疾病诊断力训练为最终目标&培养具有创新思维

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临床医学人才%

本教学改革的基本思路为'由正常到异常及病

变&由宏观到微观和分子水平&由形态表型到功能和

机制&由疾病到诊断和防治(&遵循疾病发生发展的

基本规律&将散在分布的各学科知识系统化&以'疾

病和问题(为出发点系统学习基础医学知识&有利

于学生对知识的学习和掌握&使学生对知识的学习

过程更符合学习的规律% 按照'由正常到异常及病

变(有利于学生对疾病形成过程的对比&增加对疾

病发展的认识$'由宏观到微观和分子水平(有利于

学生对对疾病整体知识的记忆$'由形态表型到功

能和机制(有利于学生对结构与功能的理解$'由疾

病到诊断和防治(增加学生对诊断机制)药理和预

防医学知识的掌握力度&有利于后续临床医学课程

学习打下更系统和坚实的基础
+;,

%

FD基础医学整合实验课程改革的构建路径

FGCD成立基础医学整合实验课程改革领导小组:

在学校层面成立基础医学整合实验课程改革领导小

组和专家组&借鉴国内外基础医学整合实验课程的

成功经验&以 V?/理念为导向&以常见病为基础医

学整合课程的主线&做好整合实验课程的顶层设计%

临床医学专业基础医学整合课程领导小组组长

由学校教务长担任&副组长分别为基础医学院院长)

教务部主任)药学院院长)实验教学中心主任&成员

为相关部门的副院长!副主任#)教学秘书)教研室

主任和实验室主任% 教务部副主任和基础医学院教

学副院长任办公室主任%

FGED成立基础医学整合课程建设专家组:在

查阅文献和调研)专家咨询)反复论证后&由整合课

程改革专家组确定整合课程方案% 经学校教学指导

委员会论证和学校党政联席会通过后实施%

!##正常人体形态学实验课程建设专家组"组

长由组织胚胎学副教授)基础医学院教学副院长担

任&组织胚胎学教研室主任及解剖学教研室主任任

副组长&成员包括解剖学)组织胚胎学)外科学)病理

学和影像医学专家%

!!#分子医学实验课程建设专家组"组长由医

学遗传学教授)基础医学院院长担任&生物化学与分

子生物学教研室主任和实验教学中心副主任任副组

长&成员包括生物化学)医学分子生物学)医学细胞

生物学)医学遗传学)临床检验和内科学专家%

!.#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实验课程建设专家

组"组长由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教研室主任担任&成

员包括基础医学院教学秘书)教研室副主任)临床传

染病学专家及检验医学专家%

!;#组织病理学实验课程建设专家组"组长由

病理学教授)学校教务长担任&病理学教研室主任和

组织胚胎学教研室主任担任副组长&成员包括形态

学实验室主任)组织胚胎学教授)临床病理科专家%

!'#医学机能学实验课程建设专家组"组长由

病理生理学教授)学校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担任&副主

任由生理学教研室主任担任&成员包括病理生理学

教研室主任)药理学教研室主任)药理学教授)临床

内科学专家%

HD拟开设的整合实验课程简介

HGCD正常人体形态学实验:将组织胚胎学实验拆

分为二部分&四大基本组织和胚胎学等内容与系统

解剖学实验有机整合&构成从 '组织
!

器官
!

系统

!

个体(整合性'正常人体形态学实验(%

!##新开设综合性和拓展性设计实验 !含实验

方案的确立及修改)实验操作与观察)实验结果分析

汇报与答辩等#% 以小白鼠疾病动物模型制备&学

生通过查阅文献&自主设计不同药物)不同剂量&不

同给药方式)不同速度药物!毒物#对动物影响的实

验&包括疾病建模后观察其组织学和大体形态学指

标的设计等%

!!#在卓越班挑选 ." 名左右学生&开设自主设

计性实验&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实验室的研究方

向&在高年资教师的指导下&确定实验题目)选择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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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动物)实验器材和药品等&自行设计实验方案% 开

放式自主设计实验的实施分为五个阶段"实验开题

报告)预实验)实验操作)实验结果分析总结)汇报与

答辩%

!.#开展基于线上和线下和虚拟仿真实验项目

的混合式实验教学设计及教学过程%

HGED分子医学实验:将原有生物化学实验)医学细

胞生物学实验)及新增加的医学遗传学)医学分子生

物学实验进行优化整合&构建从 '分子
!

分子相互

作用!代谢#

!

细胞生命活动
!

个体健康与疾病(的

整合性'分子医学实验(

+',

% 删除部分验证性实验

和与医学生培养关系不太大的实验&打破课程界限&

新增跨课程的综合性实验内容%

!##开设跨学科的综合性实验% 如以小白鼠为

实验材料&利用其外周血可做细胞水平的血涂片)提

取外周血中的白细胞的大分子&可进行分子水平的

W>=和 U>=定性和定量检测$利用其睾丸组织进

行减数分裂研究$以其骨髓为材料&可制备染色体标

本等实验内容%

!!#开设拓展性设计实验!含实验设计)实验操

作与观察)实验结果分析)总结汇报与答辩等#% 学

生通过查阅文献&自主设计不同药物 !毒物#)不同

剂量)不同给药途径)不同给药速度对小鼠进行处理

的影响的实验方案&开展微核标本制备与观察分析)

染色体畸变实验)姐妹染色单体交换! )S/#)组织病

理变化)大体形态的变化等检测环境毒物的致癌致

畸致突变类的实验项目等%

!.#在卓越班挑选 ." 名左右学生&开设开放式

自主设计性实验!涉及分子 %细胞 %个体水平#%

HGFD病原生物与免疫学实验:将原有的医学微生

物学实验)人体寄生虫学实验和免疫学实验与现代

医学分子生物学技术有机整合&构建从 '病原生物

形态结构
!

病原生物致病机制
!

感染
!

免疫防御与

免疫监视
!

免疫自稳
!

健康与疾病(的整合性 '病

原生物学与免疫学实验(

+&,

%

!##删除医学微生物学实验和人体寄生虫学实

验中部分验证性实验及与医学生培养关系不太大的

部分实验&增加病原生物分子检测和免疫学水平检

测实验&新增跨课程的综合性实验内容%

!!#开设跨学科的综合性实验% 如利用病原体

对家兔进行感染&进行后续的病原体的分离培养)形

态观察)毒力测定)血清学鉴定)生化鉴定及分子水平

鉴定&同时在感染的同时&开设机体固有免疫)超敏反

应机制等实验% 将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有机融合&以

感染性疾病的病原为中心&开设病原体感染机制及机

体感染后免疫机制的综合性实验% 拟开设综合性实

验'免疫功能低下与机会性感染( '菌群失调与肠道

紊乱征(等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融合性实验%

!.#开设拓展性设计实验!含实验方案设计)实

验操作与观察)实验结果分析)总结汇报与答辩

等#% 学生利用业余时间查阅文献&自主设计方案&

人工制备小鼠肠道紊乱症模型&利用不同药物)不同

浓度对肠道紊乱症小鼠模型进行处理&进而开设相

关的药物敏感试验)黏膜免疫及细胞因子测定等相

关试验%

!;#在卓越班挑选 ." 名左右学生&开设开放式

自主设计性实验!涉及细胞和分子水平的探究性实

验#%

HGHD组织病理学实验:将原有的部分组织学和解

剖学实验)病理学实验有机整合&构建从'正常组织

!

病变组织
!

代谢功能变化
!

病变转归
!

健康与疾

病(的整合性'组织病理学实验(%

!##显微数码互动系统利用图像)文字)声音等

形式通过电脑网络系统&在师生间)同学间建立动态

的)互相交流的学习模式% 数字切片扫描系统将组

织学及病理学的典型教学切片进行扫描形成数字化

切片&建立数字切片库并加以应用&达到虚实结合的

教学目的% 显微数码互动有利于教学内容的统一&

诊断疾病标准!辨认疾病#的统一&组织病理!病变#

识别要领的统一&解释疾病动态发展规律的统一%

!!#开设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综合性实验% 以疾

病为主导&器官为中心&在器官水平和组织水平上&

观察正常和异常形态结构特点)病变特点&从而确定

异常组织器官的病理学诊断依据% 将组织病理学知

识向临床应用间转化&强化系统间的联系&深化各个

系统形态学整体概念&免各学科间割裂% 注重知识

的连贯% 如以临床病例为研究内容&在小组间进行

讨论&共同完成 # 份分析报告&分析报告上需出现病

例病理性变化图片和疾病的诊断&学生查询组织学

图谱)病理学图谱和解剖学图谱及文献资料&小组讨

论后找出答案&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提高学生学

习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归纳概括能

力)综合分析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成为思考者而

不仅仅是记忆一些知识%

以系统为单元的综合实验&强调该系统内重要

器官的正常和异常状态)大体和显微结构上差异的

实验内容&还有涉及多系统多学科的临床病例讨论

内容% 病例讨论提供病历&包括主要症状)检查结

果)尸检的大体和显微病变&让学生根据病历内容&

利用组织病理学)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化学和分子

生物学的理论和实验知识&提出问题并开展讨论&对

学生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开设拓展性设计实验!含实验设计)实验操

作与观察)实验结果分析)总结汇报与答辩等#% 学生

通过查阅文献&自主设计实验&在学生间拟开设'缺血

&下转第 I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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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魏慧平!#$$" %# &女&河南周口&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组织胚胎学课程的教学改革$/%0123"';''$!.(#6QQ7890%

基于开放教育理念的组织胚胎学实验教学改革的探索

魏慧平! 周:薇! 李勇莉! 杨:杰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组织学与胚胎学教研室&河南:新乡:;'."""#

摘要":目的:传统的组织胚胎学实验教学模式僵化)教学效果和学习效率均差强人意% 基于目前互联网的发展

及课时缩减的现实&探寻一种'以学生为中心()解放课堂)易推广实施的教学模式至关重要% 方法:开放教育理念的本

质在于心灵的开放&其核心是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 本研究选取实验班和对照班&以开放教育理念为指导思想进行教

学设计&并将其应用于组织胚胎学实验教学中% 结果:实验班的理论和实验平均成绩分别为 (!7#! 分和 !&7"Z 分&对照

班则分别为 &Z7;( 分和 !.7#( 分% 实验班的理论和实验成绩均高于对照班&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7"##% 结论

:以开放教育理念为中心&重新构建组织胚胎学实验课可以产生较好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开放教育理念$组织胚胎学$实验教学

中图分类号"U.!$

J*#*-0$)-'1K0-$("$*&'J*/&05 &/234*0"5*'(-6L*-$)"'. "'M"#(&6&.A -'125?0A&6&.A 8-#*1&'

=4*'21%$-("&'7&'$*4(

X/FTK2@H2DE&]TV̂ XC2&,F<9DE@32&<=>+*2C

!<,=(78>,.8$&:*)8$%$29(.- ?>@79$%$29&!(./0(. 1$%%,2,$&3*.4*(.2 +,-*"(%5.*6,7)*89&3*.4*(.2 ;'."""&1#*.(#

>?#(0-$(":=?N*$(",*:_BCJI1G2J29D13C4HCI20CDJ13JC18B2DE09GC9OT2AJ939E51DG /0MI5939E52AI2E2G&3C1G2DEJ9JBCKD@

A1J2AO18J9I5JC18B2DECOOC8J1DG 3C1ID2DECOO282CD857FJ2A&JBCICO9IC&CAACDJ213J9C4H39IC1DCL09GC8B1I18JCI2NCG M5MC2DE'AJKGCDJA@

8CDJCICG(&C1A5J9H9HK31I2NC1DG C01D82H1J2DEAJKGCDJ*AJB2DR2DEM1ACG 9D JBC8KIICDJGCPC39H0CDJ9OJBCFDJCIDCJ1DG JBCIC132J5

9OICGK8CG JC18B2DEJ20C79*()&1#:_BC89IC9O9HCD2DECGK81J29D 89D8CHJ2AHC9H3C@9I2CDJCG7FD JB2AAJKG5&C4HCI20CDJ131DG 89D@

JI93831AACALCICAC3C8JCG7=DG 9HCD CGK81J29D 89D8CHJLCICKJ232NCG 1AJBCEK2G2DE2GC939E5J9JBCC4HCI20CDJ13JC18B2DE9OT2AJ939@

E51DG /0MI5939E57J*#%6(#:_BC1PCI1ECA89ICA9OJBCC4HCI20CDJ13831AALCIC(!7#! 1DG !&7"Z ICAHC8J2PC35&1DG &Z7;( 1DG !.7

#(ICAHC8J2PC35O9IJBC89DJI93831AA7_BCICAK3JAAB9LCG JB1JJBCJBC9ICJ28131DG C4HCI20CDJ13A89ICA9OJBCC4HCI20CDJ13831AALCIC

B2EBCIJB1D JBC89DJI93831AA&1DG JBCG2OOCICD8CL1AAJ1J2AJ281335A2ED2O281DJ77&'$6%#"&': 9̀8KA2DE9D JBC89D8CHJ9O9HCD CGK81@

J29D&ICMK23G2DEJBCC4HCI20CDJ1389KIAC9OT2AJ939E51DG /0MI5939E581D HI9GK8CMCJJCICOOC8J7

@*A B&01#":9HCD2DECGK81J29D 89D8CHJ$T2AJ939E51DG /0MI5939E5$C4HCI20CDJ13JC18B2DE

::实验课是组织胚胎学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也是学生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培养实践能力)提

升自学能力的重要手段之一% 在传统的实验教学

中&教学方式死板)学习氛围沉闷&不利于学生的全

面发展
+#,

% 同时&由于本校组织胚胎学课程开展于

大一第一学期&学生初入大学&还没有完全从高中的

学习方式中解脱出来&在实验课程中只局限于'看(

切片&而不知道具体都要看什么)怎么看&也不能从

切片中脱离出来)将镜下二维的图像还原成立体结

构&更缺乏将形态结构与功能联系起来的意识% 究

其原因&其一为学生习惯了被动接受的教学模式&不

能自主学习&联系思考% 其二为学生缺乏课前预习

及课后复习&对知识的掌握远远不够% 其三也与固

化的实验教学模式有很大的关联
+!,

% 教学方式的

优化是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保障% 将开

放教育理念应用于组织胚胎学实验&更注重师生互

动)对话沟通&摆脱死板的教学模式&充分调动学生

积极性&使学生全身心的融入到整个教学过程

中
+.,

% 本研究对比分析了其与传统教学效果的差

别&以期为构建更好的实验教学模式提供一些借鉴%

CD对象和方法

CGCD研究对象:随机选取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

!"#Z 级本科临床专业 ; 个班共 #.' 人作为研究对

象&其中 ! 个班!&' 人#为实验班&另 ! 个班!(" 人#

为对照班%

CGED教学方法

CGEGCD对照班教学实施:对照班采用传统的教学

模式&即教师讲授课件)辅导学生观察切片)完成作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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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EGED实验班教学实施:实验班则基于开放教育

理念即'以人为本()'开放心灵(来设计教学过程&

具体操作如下"

!

在课程开始前对小班学生进行分

组&' 人一组并选出组长&组长带领组员在课前进行

问题讨论%

"

建立 aa群&提前上传课件&要求每位

同学预习%

#

课堂上&讲解切片过程中教师提出问

题&同学们在实验过程中进行思考)讨论&并回答问

题% 灵活有效的使用 [9J28数码互动系统&在讲解

完切片后随机抽取学生推片讲解&教师总结%

$

授

课过程中结合知识竞赛&教师在讲解切片内容时将

大量的提问以知识竞赛的形式展现%

%

辅导学生观

察切片%

&

观察完切片后让每位学生使用显微镜指

出具体的细胞或组织并进行描述&教师进行评判%

'

结合板书对课堂作业绘图讲解&教会学生怎样画

图%

(

优秀作业展示&让同学们传阅绘制美观)结构

典型的作业&对比发现自己的不足%

CGFD效果评价:对实验班和对照班的实验及理论

成绩进行对比分析&理论测试满分 #"" 分$实验测试

是由学生随机抽取 ' 张切片辨认出器官名称及辨认

#" 张图片中具体的结构或细胞名称两部分构成&满

分 ." 分% 考核成绩比较采用组间样本 8检验&;\

"7"'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课程结束后进行问

卷调查&收集)分析)总结学生对实验课堂改革的意

见和建议%

ED结果

EGCD考试成绩评价:实验班的理论和实验平均成

绩分别为 (!7#! 分和 !&7"Z 分&对照班则分别为 &Z7

;( 分和 !.7#( 分% 结果显示实验班的理论和实验

成绩均高于对照班!表 ##&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7"##% 实验班理论考试的优秀率!分数
"

Z"#

和及格率!分数
"

&"#亦高于对照班!图 ##&且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7"##%

表 CD实验班和对照班理论和实验考试成绩比较

组别 人数 理论平均分 实验平均分

实验班 &' (!7#! !&7"Z

对照班 (" &Z7;( !.7#(

;值 \"7"# \"7"#

EGED问卷调查评价:调查结果显示"Z"b以上的学

生认可新型的实验教学方式&认为该方式有助于自

学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自信心等多方面的提高% 约

$"b的学生认为该教学方式产出了较好的学习效

果% 调查结果见表 !%

图 CD实验班和对照班理论考试成绩优秀率和

及格率的比较

表 ED实验教学改革问卷调查结果&!OIP(Q'

调查内容 非常好 好 一般 差

实验教学方式 &#7!$ !.7Z( #"7$( .7Z(

自学能力的提高 &.7Z( !.7Z( $7&Z !7'Z

语言表达能力和自信心的提高 &.7!. !Z7.$ (7# #7!$

实验教学效果 '$7.' !Z7.$ #"7.! #7$;

FD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以开放教育理念为中心&重新

构建组织胚胎学实验课具有以下几点优势"

!

有利

于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和创造力&培养自主学习的

能力% 通过良好的教学过程设计&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体会到预习)讨论)查阅资料)与老师沟通的作用&

逐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

学设计可以提高学生在课堂中的参与度&也有利于

激发学习兴趣)树立学习信心%

"

有利于提升学习

效果% 传统的教学过程中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这

种教学方式比较枯燥&需要学生有非常强的学习积

极性% 而且学科中知识比较细碎)抽象&需要学生具

有较扎实的基础知识才能更好的理解% 本次研究表

明&实验班学生的理论成绩及实验成绩均有提升&学

生的学习效果有显著提高%

#

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团

队意识和表达能力&'"" 后(的大学生是乐于表达)

善于表达的一代&他们具有较强的获取信息与知识

的能力
+;,

&但自我意识更强% 通过分组学习讨论)

学生课堂推片展示)与教师之间的交流等手段&进一

步提升了团队协作)语言表达及社交能力% 因此&在

课堂中增加学生自我表达的环节&帮助他们建立团

队合作的意识%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不足之处%

虽然实验班的实验)理论成绩都有提高&但是理论成

绩偏低)优秀率仅有 #!7.b% 这提示仅有实验教学

的改革是远远不够的% 当代大学生具有鲜明的时代

特色&需要理论课)实验课同时进行合理的设计规

划&以进一步提升学习效果&这也是本研究将继续进

行尝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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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近年来的教学过程中逐渐体会到本校大

学生在学习组织胚胎学实验课程中存在的一些问

题&包括"课前学习不足&不能自觉进行预习$课堂上

学习积极性不高$由于学科特点使得本课程中知识

点过多且联系性不强&学生往往无法长时间保持学

习兴趣$绘图作业时存在无从下手的现象
+',

% 随着

社会的发展&互联网的推广普及&当代大学生的表达

能力)查阅信息的能力)思想的开放度都有很大的提

高% 本研究正是基于这些条件&设计出更符合当代

大学生个性的教学模式% 以学生为中心)开放思想)

解放课堂&提升学习兴趣&培养出专业知识及个人素

养都合格的优秀人才% 教学方式的改革不是立竿见

影)一蹴而就的&教育工作者不能固步自封&亦不能

急功近利&应该真正立足实际)以学生为本)跟上社

会的发展&进一步完善教学工作%

::参考文献
"

+#,:李言侠7组织胚胎学实验教学改革的实践与思考+*,7中国继

续医学教育&!"#Z&#"!.## "$ %##7

+!,:王健&潘开昌&陈凤军&等7人体组织胚胎学互动式实验教学模

式的应用体会+*,7解剖学研究&!"#(&.$!;# ".;& %.;Z7

+.,:贾勇&李冬姝7面向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开放式课堂教学模式研

究+*,7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 %#"&7

+;,:洪流7'互联网 c(背景下 '"" 后(大学生教育管理模式探微

+*,7南方农机&!"#$&'"!!# "#!$ c!!;7

+',:魏慧平&周薇&李勇莉&等7以避孕药的类型及原理为例浅谈翻

转课堂在组织学与胚胎学中的应用+*,7解剖学研究&!"#Z&;"

!;# "!Z( %!ZZ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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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氧对新生小鼠脑组织病理性变化的实验研究(%

!;#在卓越班挑选 ." 名左右学生&开设设计性

实验!在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组织学)免疫学和病

理学之间整合&涉及细胞和分子水平的探究性实验#%

HGPD医学机能学实验暨临床导向的基础综合实验

:整合传统的生理学实验)病理生理学实验和药理

学实验内容&重新构建医学机能学实验&减少验证性

实验比例&加大综合性实验和设计性实验比例&新开

设探究性实验以及虚拟仿真实验%

!##医学机能学实验 通过人体功能观察实验)

病理条件下或药物干预下实验动物机能变化的规

律)虚拟仿真实验等实验内容&探索正常及疾病或药

物干预下人体及实验动物功能变化的发生机制% 该

课程将传统的生理学)病理生理学和药理学的相关

理论和实验研究手段进行有机的融合&引导学生学

习机能学的实验方法和验证理论课所学的知识%

!!#临床导向基础综合实验 在卓越班挑选 ."

名左右学生&围绕临床常见问题进行全方位相关信

息的整合&不受学科限制&综合运用医学知识和技

能)医学心理和社会以及环境科学知识&开设以临床

疾病为导向的综合性实验% 该类整合性实验不仅让

学生学会实验设计&而且可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能

力)分析总结能力)沟通能力)知识应用能力&严谨

性)团队合作)创新精神%

PD结语

传统的以'学科和课程( 为中心的实验教学体

系&缺乏与相关学科和课程之间的联系&基础和临床

之间结合不到位&已经无法满足新时期的医学教学需

求% 近年来国内许多医学院校已经在课程整合方面

做了大量的探索
+! %;,

% 我们参考国内外部分高等医

学院校的医学课程体系&将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学科

实验方法和技术进行深度整合&重点培养医学生的临

床思维能力)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作)科学研究能

力)健康指导与管理能力)职业精神等&其培养目标符

合新时代新医科的医学模式要求&但新的课程体系的

设计尚需要在实际实施过程中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

+#,:徐亚吉&赵瑛&方明&等7基于胜任力导向的基础医学课程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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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申家字!#$(! %# &女&河南新乡&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0123"$'!;$(.Z.6QQ7890%

人文关怀精神融入医学生思政课教育教学探究

申家字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河南:新乡:;'."""#

摘要":思政课教育教学活动是医学生人文关怀精神得以呈现的重要载体% 当前在医学生思政课教育教学中仍存在

人文关怀魅力被消解)学生获得感不足&教师队伍素质参差不齐)人文关怀意识不够&教学内容忽视人文关怀价值发掘)理

论联系实际不够等问题% 为此&在医学生思政课教育教学中&应尊重医学生主体地位&实现师生间'双主体(良性互动&打

造具有'人文关怀(价值取向的思政课教师培育队伍&推动教学内容实现理论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医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人文关怀精神

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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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_BCJC18B2DE18J2P2J2CA9O2GC939E28131DG H932J281389KIAC1IC20H9IJ1DJ81II2CIAO9I0CG2813AJKGCDJA* BK01D2A@

J2881IC7=JHICACDJ&2D JBCJC18B2DE9O2GC939E28131DG H932J2813CGK81J29D O9I0CG2813AJKGCDJA&JBCIC1ICAJ233A90CHI9M3C0AAK8B

1AJBCG2A1HHC1I1D8C9OJBC8B1I09OBK01D2AJ2881IC&JBC318R 9OAJKGCDJA* ACDAC9O18QK2A2J29D&JBCKDCPCD QK132J59OJC18BCIA&

JBC318R 9O1L1ICDCAA9OBK01D2AJ2881IC&JBCDCE3C8J9OC4H39I2DEJBCP13KC9OBK01D2AJ2881IC2D JBCJC18B2DE89DJCDJ&1DG JBC2D@

AKOO282CDJ2DJCEI1J29D 9OJBC9I52DJ9HI18J28C7_9JB2ACDG&2D JBCCGK81J29D 1DG JC18B2DE9O2GC939E28131DG H932J281389KIACO9I0CG@

2813AJKGCDJA&JBCG902D1DJH9A2J29D 9O0CG2813AJKGCDJAAB9K3G MCICAHC8JCG&JBCMCD2ED 2DJCI18J29D MCJLCCD JC18BCIA1DG AJKGCDJA

AB9K3G MCIC132NCG&1DG 1JC109OJC18BCIAL2JB JBCP13KC9I2CDJ1J29D 9O'BK01D2AJ2889D8CID( AB9K3G MC8IC1JCG7=DG 1D 9IE1D28

KD2J59OJBC9ICJ28131DG HI18J2813JC18B2DEL9K3G MC18B2CPCG7

@*A B&01#":0CG2813AJKGCDJA$2GC939E28131DG H932J281389KIAC$BK01D2AJ2889D8CID

::注重人文关怀是高校思政课教育教学的本质要

求
+#,

% 医学高等院校承担着培养即将从事医疗卫

生事业工作者的重任&其培养目标和医学生未来从

业的特殊性&要求医学生不仅具有扎实的医学基础

知识和临床专业技能&更重要的是要拥有对人的关

爱)关怀和关注的人文关怀精神% 作为医学生人文

关怀精神得以呈现的重要载体&思政课教育教学活

动中应不断加强人文关怀精神的有机融入&切实发

挥其在培养新型合格医学人才方面应有的作用%

CD重视思政课人文关怀价值真谛(树立正确

的医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理念

::对人的关爱)关怀和关注是我们人类所倡导的

最高境界&也是人文关怀的最高价值追求% 人文关

怀在不同的领域有着不同的价值意蕴&在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领域&人文关怀主要表现为 '以生为

本(% 尊重学生)爱护学生)理解学生&关注学生理

想信念的养成&关心学生的未来成长成才% 这种教

育方式&直指人的心灵)打动人的情感&如 '春风化

雨)润物无声(% 作为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

道&高校思政课肩负育人重任&承担着帮助医学生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

&提升精神品

位&丰富内心世界&唤醒医学生的主体意识&培养医

学生的道德伦理情操&塑造医学生的独立人格&促进

医学生全面发展的重任%

CGCD人文关怀是医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本质

要求:教育人和培养人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本质

要求&通过对医学生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他知

识的教育&达到最终的'育人(目的% 就一定意义而

言&任何一种教育活动包括思想政治教育&都是教育

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是对被教育者实

施育心)育德)育能的系列文化活动&其本质上是一

种人文关怀% 习近平同志曾经指出"'思想政治工

作就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

学生&不断提高学生的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

质)文化素养&让学生成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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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项有目的地培养医学生思想道德文

化素质的教育活动&医学高等院校思政课教师首先

应当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理论成

果及时地传授给学生&在为他们健康成长奠定科学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帮助其树立坚定的政治立

场和政治方向% 其次&实施这种教育教学活动还要立

足医学生的未来发展&贴近医学生实际% 关心)关注

时代对于医学人才的渴求和需要&注重人文关怀&提

升医学生的人文关怀精神&把医学生打造成为我们新

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健

康中国的模范建设者和守护者&和谐社会的积极创建

者和推动者&促进医学生的成长成才和实现医学生的

自由全面发展%

CGED人文素质教育是医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人文是医学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与技术一起

构成医学的两翼% 一名合格的新型医学人才&在掌

握过硬的医疗专业技术的同时&还需兼备仁爱至善)

沟通情怀)慎独敬业等这些基本的人文素养% 而高

校思政课中恰恰就蕴含着浓郁的人文理念与强烈的

人文精神% 为此&医学院校开展的思政课教育教学

活动&应在满足其思想政治素质教育功能的前提下&

着力彰显其人文素质教育功能&努力促成思想政治

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两者间的良性互动&满足国家)

社会和医学生个人的三重需要% 人文素质教育是医

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开展思政课教育教学

活动时充分挖掘医学生所特有的人文素质教育的思

想文化资源&突显人文色彩&不仅有利于拓展思政课

的文化视野和丰富内涵&而且还有利于提高思政课

的亲和力和针对性&增强医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过

程中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进而提升思政课教育教学

的实效性%

CGFD思政课是医学生人文关怀精神得以呈现的重

要载体:人文关怀精神的养成对于医学生的成长成

才尤为重要% 而人文关怀精神本身是抽象的&必须

通过一定的形式和载体才能实现其自身理论价值&

而思政课教育教学恰恰就满足了这种需要&成为彰

显医学生人文关怀精神最重要的载体之一% 高校思

政课是对大学生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承担

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

任务% 充分发挥思政课的作用&是我党教育方针的

具体体现&也是社会主义大学的本质特征&更是党和

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根本保证
+',

% 在医学高等院

校思政课教育教学中充分注重人文关怀精神的融

入&可以引导医学生积极追求真善美&自觉承担起丰

富人的精神世界&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

使命% 通过对医学生实施综合素质的培养&可以不

断坚定其理想信念&提升其能力水平&完善其健康人

格&促进医学生的全面发展%

ED正视思政课的现实诉求(反思医学生思政

课人文关怀精神现状

EGCD人文关怀魅力被消解(学生获得感不足:随着

医学生主体意识的不断增强&他们迫切希望通过学

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来不断提升自我&实现其自身的

全面成长成才% 但现实版的思政课教育教学活动却

未充分考虑到医学生这个教育对象的特殊性&忽视

甚至漠视了医学生群体对人文关怀精神的特殊教育

诉求&只一味地按照高校大学生培养目标进行定位&

导致医学生思政课的人文关怀魅力被遮蔽和风干&

其结果就是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和引导学

生反思不足&进而直接影响到师生间双主体良性互

动局面的普遍达成%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

有的教师疏于课堂管理&对学生听之任之% 由于部

分医学生思想认识上存在偏差&实用主义思想严重&

认为思政课不如医学专业课有用&对思政课缺乏兴

趣&导致思政课课堂上各种违规违纪行为的发生&有

些思政课教师对此却视而不见&只满足于能将课堂

教学顺利完成即可&不关注课堂教学效果和医学生

品性的塑造% 二是有的教师在课堂上表现过于严

厉&权威思想过重&认为教师就是课堂的主宰&学生

必须无条件服从&这一定程度上忽视和弱化了医学

生的人文知识教育和人文精神的养成% 人文关怀理

念缺乏&使得一些课堂教学中师生关系紧张&师生间

缺乏必要的沟通和交流&无形中就会影响到医学生

对待思政课的态度%

EGED教师队伍素质参差不齐(人文关怀意识不够:

教师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关键% 作为培育

医学生人文关怀精神的重要渠道&思政课具有抽象)

理论性强等特点&怎样将相对枯燥)不易理解的理论

知识生动)鲜活地讲清楚)道明白&这对思政课教师

是很大的考验% 教师的人格魅力)知识素养)学术造

诣)课前准备及课堂上对待学生的态度)言语表达)

与学生间的情感交流和互动等都是影响思政课教育

教学效果的直接因素% 就思政课教师群体而言&虽

然中老年教师群体的教学经验较为丰富&但可能存

在严肃有余而活泼不足的现象&与学生之间的交流

互动会相对较少% 而青年思政课教师与学生间的交

流与互动频繁&但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教学经验不足的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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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这些因素将会直接影响到思政课教育教学的

实效性% 另外&有些教师对于所从事的思政课教育教

学工作缺乏足够的自信心&无法充分利用第一课堂去

贴近医学生实际% 还有部分教师对于学生的学习)生

活和心理等方面缺乏应有的关心和关爱&仅将自己的

职责范围定位于课堂之上&这些均会直接影响到医学

生思政课教育教学的实效性%

EGFD教学内容忽视人文关怀价值发掘(理论联系实

际不够:思政课的教学内容永远是最重要的% 作为

健康中国的建设者和守护者&医学生群体担负着为

十三亿国人健康服务的崇高历史使命与责任&是未

来我们现代化强国建设进程中的主力军&必须具备

坚定的政治信仰&拥有扎实的医学基础知识和人文

关怀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然而绝大多

数思政课教师由于所学专业与医学迥异&对于医学

专业知识的了解和掌握极其有限% 巧妇难为无米之

炊&这会直接导致思政课中蕴含的浓郁的医学人文

关怀精神与理念不能够被充分发掘出来&现实教学

中要么拘囿于思政课教材内容&就理论谈理论&缺乏

与医学知识的有机融合&出现'两张皮(现象$要么

教学内容没有能够很好地贴近医学生实际&对于当

前的医疗热点)难点)焦点问题缺乏相应的关注和分

析&对医学生人文关怀精神的培育仅停留在理论知

识的灌输层面上&不能有效给予医学生思想上的引

领和指导&导致部分医学生学习兴趣不浓&进而对思

政课教育教学产生抵触情绪而不愿接受思想政治理

论知识%

FD将人文关怀精神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打

造医学生真心喜欢的思政课

::习近平总书记 . 月 #Z 日在学校思政课教师座

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青少年阶段是人

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加以精心引导和栽培% 思

政课教师要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

生扣好人生中的第一粒扣子%(

+&,

医学院校的思政

课教师关心和爱护学生&就是要在教育教学过程中

注重人文关怀&将人文关怀精神有机融入到教育教

学的每个环节&倾力打造医学生真心喜欢的思政课&

切实增强教育教学的实效性%

FGCD尊重医学生主体地位(实现师生间 $双主体%

良性互动:'尊重(是医学高等院校思政课教育教

学中人文关怀价值得以实现的首要元素% 尊重教师

与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双主体(地位&视医学生为

思政课堂的主人&唤醒医学生通过教育活动达到自

我完善的意识&并让其作为一个完全自主的个体主

体参与到自身道德人格的建构当中% 习近平曾提

出&要充分利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不断提升思

想政治教育的亲和力和针对性&逐步满足学生成长

发展的需求和期待% 如何让医学生通过思政课获取

更多的相关理论知识&学会认识)分析)思考)解决问

题的科学方法&培养其良好的道德情操)强烈的社会

责任感以及健全的人格&真正地做到入耳入脑入心%

其根本前提就在于贴近医学生实际&实施以学生为

中心的教育教学方法改革与实践&聚焦医学生对思

政课的获得感% 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正视医学生对

人文关怀精神的特殊教育需求&关注医学生人文知

识的接受和人文精神的养成&充分调动医学生的学

习积极性&实现师生间的双向互动&使医学生能够主

动参与到教育教学活动当中&有效克服'教(与'学(

两张皮现象%

FGED打造具有$人文关怀%价值取向的思政课教师

队伍:现代新的生物 %心理 %社会医学模式下&伴

随着健康中国战略步伐的持续推进&培养具有人文

价值情怀的新型合格医学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

更为迫切&这对医学院校的思政课教师队伍也提出

了更高要求% 思政课教育教学活动不仅要满足医学

生获取课本相关理论知识的需求&更应关注医学生

的精神需求及内心世界的成长与发展&将其塑造成

为赋有人文价值情怀的独立人格的人% 这就要求思

政课教师不仅应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勤勉的治学态

度)过硬的教学本领)科学的教学方法&还应能为医

学生人文关怀精神培育提供有效引领&以身示范)具

有浓郁'人文关怀(价值取向的职业素养和工作热

忱% 思政课教师要做医学生健康成长的引路人&多

与他们开展学习)生活)情感等方面的交流&做他们

的知心朋友% 课余时间&教师应主动学习相关医学

知识&充分发掘思政课教材中所蕴含的浓郁的医学

人文关怀精神与理念&努力实现自身专业知识与医

学知识的有机融合&关注当前医疗热点)难点)焦点

问题&为他们解疑释惑% 同时&加强与医学生的课外

沟通与交流&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和感受&及时掌握

学生的思想动态&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教育他们如

何做人)做事&将课程教学拓展到课外&进一步增强

思政课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FGFD推动教学内容实现理论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统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在地包含着人文关怀的维

度&并不存在所谓的'人学空场(% 一种价值观要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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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

树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

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提升

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

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

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

同效应(

+#,

% 为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教育教学

改革思想&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和新时代全

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的会议精神&教师需要将

课程思政教育贯穿到专业课教学的全过程&努力将

知识传授与价值观教育)能力教育有机结合&以更好

地培养学生&真正做到教书育人(

+!,

% 课程思政的

实施需要通过具体的课程来实现&课程的落位需要

通过课程的教育教学过程来完成% 病原生物学与免

疫学是学校临床)护理)检验)眼视光)康复等医学背

景学生必学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本门课程可作为

'课程思政(的良好载体% 因此&探讨'课程思政(视

域下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的创新融合教学模式具有

重要现实意义%

CD课程思政的内涵及意义

课程思政的核心目标是在课程授课当中贯穿思

想政治的教育因素&使专业课程具有思想政治教育

的意义&从而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入教育的全部领

域和过程
+.,

% 课程思政的宗旨与思想政治课的宗

旨是一致的&都是立德树人% 立德树人是人才培养

的根本要求&它既要求培养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又

要求培育有道德观念)理想信念和价值理念的新时

代社会主义优秀接班人%

课程的落位需要通过课程的教育教学过程来完

成% 课程思政要求将育人环节引入专业课程课堂教

学环节&在教授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引导学生的道德

观念)理想信念和价值理念&并将其作为主要教育教

学的一部分内容%

课程思政明确要求教师既要加强自身的育人自

觉性&还要增强自身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反思能

力&为学生提供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引导&真正做

到教书与育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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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汲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成果基础上形成&由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因而在专

业课教育教学过程中可以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的道德观念&并结合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进

行梳理和讲解&讲好专业课程的课程思政融合课%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公

民个人道德层面的要求&是对于青年学生的基本道

德要求&也是课程思政道德观念引导的核心内容%

ED课程思政在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教学中

的实施路径探讨

::课程学习的主体是学生&课程教学的主体是教

师&破解课程思政的教与学问题主要就是回答学生

怎样学&教师怎样教&以及学生和教师两者之间的互

通)互融问题%

EGCD开展教师课程思政教育理念培训(提升教师思

政觉悟和内涵:长期从事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医学

相关专业基础课的教学工作&专业课教师容易将专

业课程目标设定为实现学生对专业知识的了解和掌

握的层次% 许多专业教师对于课程思政缺乏必要的

深刻认知&影响了课程思政的自觉性&无法做到将思

政内涵贯彻到课程内容当中% 因此&非常有必要开

展连续的)系列的课程思政教育培训&增强病原生物

学与免疫学专业课教师的专业课程思政教育% 比如

在学校层面邀请此领域的专家开坛讲学&吸取新知&

润物细无声$也可开展基础医学院院系层面专业相

关学科课程思政培训&整合课程&开辟新智$组织病

原生物学与免疫学教研室层面的探讨&探求适合本

土本专业领域的具体实施路径%

EGED组织推进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课程思政教学

案例:在前期众多的教育思想大讨论主题会议中&

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教研室全体教师参与&编写适

合课堂教学整合课程思政理念的教学案例&探求适

合本土本专业领域的具体融合案例% 列举一些&如

下"

案例一"爱国奉献&科学思辨% 沙眼衣原体是由

我国著名学者汤飞凡教授发现的&他是世界上发现

重要病原体的第一个中国人% #$!Z 年汤飞凡毅然

辞去美国优厚的条件回到祖国&帮助老师建立中国

人自己的医疗教育体系% 为了进一步验证并分离获

得沙眼衣原体&他和张晓楼教授做自体实验&将分离

得到的沙眼衣原体滴入自己的眼睛&他坚持不做任

何治疗&收集到非常可靠的临床数据% 汤飞凡的故

事&既可加深学生对于病原生物学沙眼衣原体的生

物学特点认识&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浓厚的爱国情)

批判性思维)科学严谨)勇于奉献的精神%

案例二"辩证思维&求真求实% 卡介苗是减毒的

牛型结核杆菌活菌苗&是目前临床上唯一批准使用

的结核病预防用减毒活疫苗% 它是由法国细菌学家

卡默德和介兰发现的% 一次在农场看到玉米传代种

植导致玉米退化的现象&两位科学家受到启发&利用

相同的原理&将一株有毒的牛型结核分枝杆菌&经过

#. 年 !.# 代的连续传代培养&毒力下降&对人和一

般动物失去致病力&制备出的菌苗称为卡介苗

!?S+#% 卡介苗的故事&可培养学生生活中善于观

察&注重反思和创新思维的意识&同时要将想法付诸

于行动&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精神%

案例三"民族荣誉&创新科学使命感% 屠呦呦是

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在

青蒿中提取到无色结晶体&分子式为 S

#'

T

!!

V

'

&熔点

为 #'& e f#'( e的活性成份&命名为青蒿素% 青

蒿素为一种新结构类型抗疟药&具有g高效)速效)

低毒g等优点% !"#$ 年 # 月 #; 日&屠呦呦与居里夫

人)爱因斯坦)图灵一道入围了 ??S'!" 世纪最伟大

科学家(% 屠呦呦的例子&可加深医学生对维护人

类健康的深刻意义&开拓中国科学家的学术精神和

创新能力&建立民族自信心和荣誉感%

案例四"文明和谐&生态文明建设人人有责% 在

讲抗生素的抑菌机理和耐药性机制时&可结合日常

感冒输液等抗生素使用的实际例子&给学生讲明滥

用抗生素问题的严峻性&向学生普及国家相关部门

对抗生素滥用问题的态度和重视程度&教导学生科

学合理运用抗生素% 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观&在实际生活中践行习近平总书记 '金山银山就

是绿水青山(%

EGFD创新教学方法(助力教育教学质量提升:课程

思政是一种新的创新融合教育教学模式&教育教学

手段与教学方法都需要进行创新% 下面将立足三全

学院的转型发展)内涵发展办学定位&结合病原生物

学与免疫学教研室的课程资源&可开展基于 )dVS

的混合式教学)翻转教学)d?,教学)V?/教学等新

兴教学体系% 课堂实施过程中开展小组活动&案例

教学法)角色扮演法)导入趣味视频等整合多种教学

方法&建立并完善学生自评&小组互评&教师评价的

多重评价 %反馈体系等机制提升提高教学质量% 另

一方面&教师可通过指导开展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沟通交流能力)独立分析

和解决问题能力)实操技术)阅读和撰写学术论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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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

FD结语

在课程思政的理念下&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学教

育教学的实施&首先需要建设一支具有较强课程思

政认知和专业技术的专业课教师&作为课程教学的

主体&只有师资队伍根正苗红才能立德树人&教育出

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
+;,

% 教学过程是教与学

的完整过程&教师挖掘专业课中蕴含的课程思政案

例&并结合创新的教学理念)多元化的教学方法&从

而实现'课程思政(教育&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

人&为学校转型发展)内涵发展)特色发展提供思想

和教育保障%

::参考文献
"

+#,:习近平7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

告+*,7中国人力资源社会障&!"#(&((.!### "#' %.;7

+!,:蒋红雨7课程思政的教与学+*,7黑龙江教育!理论与实# &!"#$

!&# "& %Z7

+.,:王春燕&张好强&李培琴7浅谈/微生物学0课程思政+*,7高教

学刊&!"#$!#!# "#(( %#Z"7

+;,:陈健苇&曾吴丹7'课程思政(视域下民办本科高校青年教师队

伍建设问题研究+*,7智库时代&!"#$!!(# "(; %('7

!责任编辑!王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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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必须深刻地融入到社会

生活&让人们在社会实践当中能够不断地感知和领

悟它% 对于医学高等院校开设的思政课而言&其教

学内容既需要充分体现理论的系统性)深刻性&同时

更要与现实生活)专业方向紧密联系&才能满足医学

生的精神需要&适应医学生的成长规律% 一方面&要

联系当前形势讲理论% 比如&在 /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0课程中&根据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理论&要求我

们必须认清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

是一个有机整体的全面发展% 在新时代我们统筹推

进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战略部署中&始终贯穿着

'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这根红线% 通过理论联系实践&让学生从理论

高度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既有助于学生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刻

理解&又有助于学生更加坚定'四个自信(% 另一方

面&要联系医学生的专业)思想实际谈理论% 民生是

人民幸福之基)社会和谐之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

志% 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

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迫切需要临床思维和人文关

怀精神兼备的的新型医务工作者的保驾护航&这不

仅是医学生个体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构建和

谐社会的内在需求&更是当下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

必由之路%

HD结论

人文关怀精神是医学教育的内在要求&其融入

医学生思政课教育教学是教师重要使命% 思政课教

师须强化人文关怀意识&围绕医学人才培养目标&设

定教育教学任务&精选授课内容探寻有效实施途径&

理论联系实际&与学生形成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

+#,:杨航征&张宏程7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注重人文关怀

探究+*,7思想教育研究&!"#Z!## "$.7

+!,:鄢显俊7教育实验"探索思想政治教育'三大规律( +*,7中国高

等教育&!"#(!#(# "(7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

业发展新局面+>,7人民日报&!"#& %#! %"$7

+;,:孙新红7医科大学生人文关怀精神的培育研究 +W,7山东"山

东大学&!"#(";#7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0 +],7!""' %"! %"(7

+&,: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学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7人民日报&!"#$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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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雨课堂的形成性评价在临床技能学教学中的应用

衣志爽! 姜晓花! 高焕君! 李德力! 许红芝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临床学院诊断学教研室&河南:新乡:;'."""#

摘要":目的:探讨基于雨课堂的形成性评价在临床技能学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选取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

!"#& 级临床本科专业 ! 个班学生 (" 名&对照组 .' 名采用传统教学及评价方法&实验组 .' 名实施雨课堂及形成性评价方

法% 比较两组学生的考核成绩$并对两组学生进行课程满意度调查% 结果:实验组临床技能考核总评成绩为!Z;7## h

(i(&#分&明显高于对照组的!(;7.( h#!7'Z#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7"'#$问卷调查实验组亦明显优于对照组

!;\"7"'#% 结论:基于雨课堂的形成性评价有利于提高临床技能学教学质量和学生综合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关键词":形成性评价$雨课堂$临床技能学$教学效果

中图分类号"U%;;.

>446"$-("&'&/;&05-(",*2,-6%-("&'"'76"'"$-6:S"66#21%$-("&'8-#*1&'J-"'7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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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8$&-*(2.$)8*")&!"#$$%$&"%*.*"(%+,-*"*.,&!(./0(. "$%%,2,$&3*.4*(.2 +,-*"(%5.*6,7)*89&:,.(. ;'."""#

>?#(0-$(":=?N*$(",*:_9C4H39ICJBCCOOC8J9OO9I01J2PCCP13K1J29D M1ACG 9D U12D S31AAI9902D 832D2813AR233ACGK81J29D7

9*()&1#:=J9J139O(" 832D2813AJKGCDJA2D +I1GC!"#& LCICCDI933CG7_BCD JBC5LCICG2P2GCG 2DJ9JBCAJKG5EI9KH 1DG JBC89D@

JI93EI9KH&.' AJKGCDJA2D C18B EI9KH7_BCAJKG5EI9KH 1HH32CG U12D S31AAI9901DG L1AE2PCD JBCO9I01J2PCCP13K1J29D&LB23CJBC

89DJI93EI9KH L1AE2PCD JBC89DPCDJ29D13AK001J2PCCP13K1J29D7_BCA89ICA9OJBCJL9EI9KHALCIC890H1ICG$1DG JBC89KIACA1J2A@

O18J29D AKIPC5L1A89DGK8JCG O9IJBCJL9EI9KHA9OAJKGCDJA7J*#%6(#:)J1J2AJ2813G2OOCICD8CL1AO9KDG 2D JBC832D2813AR233AJCAJ

A89ICMCJLCCD JBCAJKG5EI9KH 1DG 89DJI93EI9KH !Z;7## h(7(& PA7(;7.( h#!7'Z# !;\"7"'#&1DG JBCQKCAJ29DD12ICAB9LCG

JB1JJBCAJKG5EI9KH L1AA2ED2O281DJ35MCJJCIJB1D JBC89DJI93EI9KH77&'$6%#"&': 9̀I01J2PCCP13K1J29D M1ACG 9D U12D S31AAI990

L1ABC3HOK3J920HI9PCJBCJC18B2DECOOC8J9O832D2813AR233A1DG 890HICBCDA2PC1M232J2CA9OAJKGCDJA7

@*A B&01#":O9I01J2PCCP13K1J29D$U12D S31AAI990$832D2813AR233A$JC18B2DECOOC8J

::形成性评价!O9I01J2PCCP13K1J29D& /̀#是在教学

过程中)对学生的学习效果与教师的教学效果及其

影响因素做出的系统性评价
+#,

% 目前已经应用于

医学教育多门学科的理论和实验教学中
+! %;,

&在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习能力等方面均取得了初

步的成效% 但是&在评价过程中多存在评价形式单

一)过程复杂)教师工作量大等问题% 雨课堂是学堂

在线与清华大学共同研发的一款网络智能教学终

端&可以将课前)课堂与课后学习紧密联系在一起&

并能实时采集课堂数据)进行信息反馈% 本文开展

基于雨课堂的形成性评价在临床技能学教学过程中

的应用&为今后形成性评价在临床医学教学中的开

展提供参考依据和指南%

CD对象与方法

CGCD研究对象:选择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 !"#& 级

临床专业两个小班 (" 名学生为研究对象&随机分成

一个对照组和一个实验组&每组 .' 名学生% 两组学

生性别)年龄)考试成绩方面等资料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j"7"'#% 两组使用相同的教材及教学

大纲&总教学时数均为 '' 学时&授课教师)教师示教

的教学环境)教学设备)教学进度及期末操作考核评

分标准均相同%

CGED教学过程及评价方法:/临床技能学0设置在

第 & 学期&授课对象为临床医学专业大三年级的学

生% 该课程是主要的临床桥梁课之一&教学内容包

括病史采集)病例分析)体格检查)基本操作技能)心

肺听诊)心电图等&共 ## 次课&每次课 ' 个学时% 两

组学生均采取三站式考核&第一站为病史采集及病

例分析&第二站为体格检查及基本操作&第三站为心

肺听诊)心电图)影像及医德医风的考察% 实验组实

施基于雨课堂的形成性评价&对照组实施终结性评

价&具体教学过程与评价方法如下!见图 #)图 !#%

CGFD课程满意度调查:学期结束后&对两组学生进

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增强学习兴趣)提高知识

点掌握程度)提高临床技能操作掌握程度)提高临床

思维和分析解决能力)对教学满意度 ' 个方面&评为

好)一般)无 . 个档次&分别记作 !)#)" 分%

CGHD统计学方法:研究数据应用 )d)) #(7" 统计

学软件进行分析&计数资料以百分率 !b#表示&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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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资料采用 8检验&以 ;\"7"'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图 CD实验组教学过程与评价方法流程

ED结果

EGCD学生考试成绩:考试成绩比较结果表明"采取

基于雨课堂的形成性评价与传统终结性评价方式相

比&临床技能学的考试成绩均明显优于后者&二者间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7"'#!见表 ##%

图 ED对照组教学过程与评价方法流程

表 CD两组的临床技能学考核成绩比较&

#

" T#(分'

组别 人数 第一站 第二站 第三站 总成绩

实验组 .' .!7". h.7#$ .;7&$ h.7&& #(7;" h.7!Z Z;7## h(7(&

对照组 .' !(7&. h'7;' !$7Z" h&7"' #&7$; h!7.! (;7.( h#!7'Z

8 ;7#! ;7"$ "7&( .7$"

; "7"#! "7"!; "7"#' "7";(

EGED课程满意度调查结果:课后发放调查问卷 ("

份&回收有效问卷 ("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 #""b&可

见在增强学习兴趣)提高知识点掌握程度)提高临床

技能操作掌握程度)提高临床思维和分析解决能力)

对教学满意度方面实验组明显优于对照组 !;\

"i"'#!见表 !#%

表 ED两组学生问卷调查结果&

#

" T#(分'

组别 增强学习兴趣 提高知识点掌握程度 提高临床技能掌握程度 提高临床思维和分析解决能力 对教学满意度

实验组 #7Z. h"7.Z #7(# h"7'! #7(; h"7'& #7(; h"7;Z #7(Z h"7;'

对照组 #7#! h"7(. #7.; h"7(. #7!. h"7(& #7.# h"7&" #7#& h"7&;

8 #;7$# (7(& #"7;" Z7(; #!7.&

; "7""# "7"#' "7"#! "7"!' "7"#(

FD讨论

形成性评价在教学中的应用&能够有效弥补传

统单一终结性评价所存在的不足&可有效提高教学

效果% 但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如教师工作量大)评

价内容繁重)部分学生参与积极性低等问题&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形成性评价的实施效果
+',

% 雨课堂

的出现&为解决这个问题提出了新的方法% 在课前&

通过雨课堂提前一周推送预习课件及预习题&学生

的做题及预习情况在后台会有实时记录&教师可以

随时查阅并进行反馈% 在课中&运用雨课堂进行授

课&可以将教师的课件通过雨课堂实时推送到学生

的手机上&并通过设置随堂测试)分组考核)小组讨

论)小组互评及组间互评等多种形式与学生进行互

动&多方位进行评价与反馈&有效提高学生的教学参

与度% 在课后&通过雨课堂软件发送课后测试题&通

过后台收录其每次测试成绩
+&,

% 将课前)课中)课

后的学习记录作为形成性评价的参考依据&不仅使

评价更加客观&指标更加多样&后台自动收集并分析

数据&也大大减轻了教师的工作量%

本研究通过在临床技能学教学过程中&对实验

组学生在雨课堂的基础上实施形成性评价&对照组

学生实施终结性评价&结果显示&实验组与对照组学

生的期末考核成绩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i"'#$在教学效果及教学满意度调查中&说明在学

生学习和阶段考核过程中&加入对学生的反馈&有助

于及时给予有针对性的指导&增强学生的学习热情&

从而提高临床技能学教学的质量和效率&提高学生

成绩% 其主要原因在于与传统的授课与评价方式相

比&学生更愿意接受平等的教学方式&通过对学生学

习过程进行评价及反馈&能够为学生提供有价值的

指导意见&从而查缺补漏&扬长避短&有助于促进学

生的全面发展%

结合以往的文献报道
+(,

及本研究结果&发现形

成性评价适合临床医学教学&能够促进课程目标及

专业培养目标的实现% 而雨课堂的出现&使得这种

评价方式更加容易实现&在大大减轻教师工作量的

同时&评价反馈更加及时)客观)稳定% 无论在医学

基础课程还是临床课程中&这种长期)稳定的基于雨

&下转第 EU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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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对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 个专业 ' 门核心课程的原有实验项目进行了分析&找

出了缺陷和不足&在此基础上对 ' 门核心课程的实验项目进行了重新设计&并在实际运用中取得了良好的实践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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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生命科学技术学院设置有

生物技术)生物工程和生物制药 . 个本科专业&遗传

学)细胞生物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分子生物学是

这 . 个生物类专业的五大核心课程% 学生对这五大

核心课程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的掌握程度&直接影响

到学生将来的就业和发展%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0也对这 ' 门课实践课程的开设

提出了基本要求
+#,

% 根据教育部的文件精神和人才

就业市场对人才的要求&很有必要对这 ' 门核心课程

的原有的实验项目进行总结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设

计出能培养创新应用型人才的实验课程体系%

CD实验改革设计

CGCD遗传学实验项目设计:遗传学是生物学的核

心学科也是带头学科&遗传学实验项目的设计依据

培养目标而不同%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培养的是既具

有技术又具有技能的应用型人才&因此&遗传学实验

要求学生掌握"验证遗传学定律技能)染色体分析技

能)生物杂交技能)遗传统计分析技能和基因表达分

析技能% 而原来开设的植物有丝分裂&植物减数分

裂&动物染色体标本制备&多倍体诱导与微核检测&

果蝇的形态)生活周期&果蝇唾液腺染色体标本制

备&果蝇杂交&人类遗传形状的调查分析&苯硫脲

!dBCD53JB29KIC1&d_S#尝味和系谱分析等实验项目

不能实现这 ' 种技术技能
+!,

的培养% 根据所传授技

能对原开设项目进行分析&实验设计存在以下问题"

实验项目偏少&实验内容简单&技术技能性弱&与细

胞生物学重复 . 个&缺微生物遗传技能&缺生物杂交

技能&缺基因分析技能&与实验目标符合度低%

针对课程存在的问题与学生培养目标设计了"

定律验证&基因分析&染色体技术&生物杂交和统计

分析 ' 个实验模块
+.,

% 定律验证模块有分离定律验

证&自由组合定律验证&连锁互换定律验证&共 . 个

实验项目$基因分析模块有人类遗传标记的分析&人

类遗传病基因的结构&共 ! 个实验项目$染色体技术

模块有植物染色体标本制作和分析&果蝇唾腺染色

体标本制作和分析&小白鼠染色体标本制作和分析&

人类染色体标本制作和分析&人类姊妹染色单体互

换!A2AJCI8BI901J2G C48B1DEC& )S/#标本制作和分

析&共 ' 个实验项目$生物杂交模块有小白鼠杂交技

术&小麦杂交技术&玉米杂交技术&果蝇杂交技术和

细菌杂交)粗糙链孢霉杂交技术&共 ' 个实验项目$

统计分析模块有小麦遗传力测定&人类苯硫脲尝味

基因频率测定&人类 =?V血型的群体遗传学分析&

共 . 个实验项目%

CGED微生物学实验项目设计:微生物学是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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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学科之一&微生物学实验项目的设计依据培

养目标而不同%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培养的是既具有

技术又具有技能的人才&因此&微生物学实验要求学

生掌握"微生物的分类鉴定技能)微生物的染色技

能)微生物的分离技能)微生物的培养技能)微生物

的保存技能和微生物的生理生化分析技能% 而原来

开设的无菌操作技术及油镜的使用&细菌的简单染

色和革兰氏染色&酵母和丝状真菌的形态观察&培养

基的制备与消毒灭菌技术&微生物的分离与纯化&微

生物的生理生化实验&微生物数量的测定和死活细

胞鉴定和环境因子对微生物生长的影响等实验项目

不能实现这 & 种技术技能的培养% 根据所传授技能

对原开设项目进行分析&实验设计存在以下问题"实

验项目偏少&实验内容简单&技术技能性弱&实验模

块不清&缺微生物分类鉴定技能&缺微生物保存技

能&与实验目标符合度低%

针对课程存在的问题与学生培养目标设计了"

微生物的分类与鉴定)微生物分离与纯化)微生物的

培养)微生物的保藏与活化)微生物的生理生化和创

新型实验 & 个实验模块% 微生物的分类与鉴定模块

有细菌的分类鉴定技术&放线菌的鉴定技术&酵母菌

的鉴定技术和霉菌的鉴定技术&共 ; 个实验项目$微

生物分离与纯化模块有固体培养基分离技术&液体

培养基分离法&单细胞!孢子#分离法&选择培养基

分离技术&共 ; 个实验项目$微生物的培养模块有微

生物接种技术&大肠杆菌生长曲线的制作&厌氧微生

物的培养&微生物生长繁殖测定技术&共 ; 个实验项

目$微生物的保藏与活化模块有低温斜面保藏法&液

体石蜡油保藏法&沙土管保藏法&真空冷冻干燥法&

超低温冰箱保藏法&液氮保藏法&麦麸干燥保藏法&

共 ( 个实验项目$微生物的生理生化模块有大分子

物质的水解&微生物糖发酵检测&F[k2S检测技术&

共 . 个实验项目$创新型实验模块有化学诱变法筛

选高产突变菌株&物理诱变法筛选高产突变菌株&共

! 个实验项目%

CGFD生物化学实验项目设计:生物化学是生物学

的核心学科之一% 生物化学实验项目的设计依据培

养目标而不同%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培养的是既具有

技术又具有技能的人才&因此&生物化学实验要求学

生掌握"核酸的分离鉴定技能)蛋白质的分离鉴定技

能)糖类的分离鉴定技能)脂类的分离鉴定技能)维

生素的分析鉴定技能和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 而原

来开设的考马斯亮蓝 +@!'" 法测蛋白质浓度&温度)

dT)激活剂和抑制剂对酶活性影响&淀粉酶活力测

定&肝糖原提取和定性&醋酸纤维素薄膜电泳分离血

清蛋白&酵母 U>=的分离与组分鉴定和植物基因组

W>=的提取与鉴定等实验项目不能实现这 & 种技

术技能的培养% 根据所传授技能对原开设项目进行

分析&实验设计存在以下问题"实验项目偏少&实验

内容简单&技术技能性差&门类模块不清&缺脂类分

析技能&缺维生素类分析技能&缺创新模块内容&与

实验目标符合度低%

针对课程存在的问题与学生培养目标设计了"

蛋白质分离技术&糖提取)鉴定和含量测定&脂类提

取)鉴定和含量测定&维生素含量测定&核酸分离技

术&创新设计与技能 & 个实验模块% 蛋白质分离技

术模块有氨基酸纸层析技术&考马斯亮蓝 +@!'" 测

蛋白质含量&淀粉酶的提取与活力鉴定&醋酸纤维薄

膜电泳分离血清蛋白质&)W)@d=+/电泳测蛋白质

含量&蛋白质印迹技术&共 & 个实验项目$糖提取)鉴

定和含量测定模块有肝糖原的提取与鉴定&总糖和

还原糖的含量测定&人类血糖含量测定&共 . 个实验

项目$脂类提取)鉴定和含量测定模块有卵磷脂的提

取鉴定&油脂酸价的测定&粗脂肪的定量测定&共 .

个实验项目$维生素含量测定模块有荧光法测定维

生素 S含量&酶反应动力学的影响因素&维生素 ?#)

?!) /含量测定&共 . 个实验项目$核酸分离技术模

块有酵母 U>=的提取与组分鉴定&质粒 W>=的提

取&定磷法测定核酸含量&紫外吸收法测定核酸含

量&植物基因组 W>=的提取&植物基因组 W>=琼脂

糖凝胶电泳&共 & 个实验项目$创新设计与技能模块

有不同温度对聚合酶链式反应!dSU#的影响和底物

浓度对酶促反应速率的影响.米氏常数的测定&共

! 个实验项目%

CGHD细胞生物学实验项目设计:细胞生物学也是

生物学的核心学科之一&细胞生物学实验项目的设

计依据培养目标而不同%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培养的

是既具有技术又具有技能的人才&因此&细胞生物学

实验要求学生掌握"细胞结构观察技能)细胞增殖观

察技能)细胞化学物质鉴定技能)细胞生理生化测定

技能&具有创新精神与意识% 而原来开设的 W>=和

U>=显示&显微测量&酸性蛋白和碱性蛋白的显示&

酸性磷酸酶的显示&高尔基体)线粒体和中心体的观

察&细胞生理活动观察&有丝分裂过程观察&减数分

裂过程观察&小鼠骨髓细胞染色体标本制备&细胞的

分级分离&细胞培养&冻存与复苏和细胞计数等实验

项目不能实现这 ' 种技术技能的培养% 根据所传授

技能对原开设项目进行分析&实验设计存在以下问

题"与遗传学重复 . 个实验&与细胞工程重复 # 个实

验&技术技能性差&内容偏少&门类模块不清&缺细胞

分化与凋亡模块&缺创新模块内容&与实验目标符合

度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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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课程存在的问题与学生培养目标设计了"

细胞结构&细胞化学&细胞生理&细胞增殖&细胞分化

与凋亡&创新性实验 & 个实验模块% 细胞结构模块

有细胞形态观察和显微测量&细胞器超活染色与观

察&细胞组分的分级分离&共 . 个实验项目$细胞化

学模块有 W>=和 U>=的显示&酸性蛋白和碱性蛋

白的显示&酸性磷酸酶)碱性磷酸酶的显示&过氧化

物酶)=_d酶的显示&糖类的定位显示&脂类的定位

显示&共 & 个实验项目$细胞生理模块有细胞的吞噬

活动&草履虫纤毛运动及食物泡的形成&细胞膜的渗

透实验&细胞的凝集反应)死活细胞鉴定&共 ; 个实

验项目$细胞的增殖模块有植物细胞有丝分裂观察&

动物细胞有丝分裂观察&植物细胞减数分裂观察&动

物细胞减数分裂观察&草履虫无丝分裂观察&共 ' 个

实验项目$细胞分化和凋亡模块有骨髓造血干细胞

的诱导分化&肿瘤细胞的诱导分化&W>=电泳检测

细胞凋亡&凋亡细胞原位末端标记&细胞膜磷脂酰丝

氨酸荧光显示&共 ' 个实验项目$创新性实验模块有

诱导肿瘤细胞凋亡的有效成分筛选&诱导肿瘤细胞

增值的有效成分筛选&共 ! 个实验项目%

CGPD分子生物学实验项目设计:分子生物学是生

物学的核心学科之一% 分子生物学实验项目的设计

依据培养目标而不同% 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培养的是

既具有技术又具有技能的人才&因此&分子生物学实

验要求学生掌握"基因获得技能&基因转化技能&基

因鉴定技能&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 而原来开设的

哺乳动物基因组 W>=提取)水平板琼脂糖凝胶电泳

检测 W>=&dSU扩增制备目的基因&扩增目的基因

片段的回收与纯化&大肠杆菌感受态细胞的制备&外

源基因在大肠杆菌中的转化&蛋白质印迹 !XCAJCID

M39JJ2DE#等实验项目不能实现这 ; 种技术技能的培

养% 根据所传授技能对原开设项目进行分析&实验

设计存在以下问题"实验内容偏少&实验项目单一&

门类模块不清&实验仪器利用率偏低&技术技能性

差&缺创新模块内容&与实验目标符合度有差异%

针对课程存在的问题与学生培养目标设计了"

基因获得&基因转化&基因鉴定&创新性实验 ; 个实

验模块% 基因获得模块有总 W>=的制备&聚合酶链

式反应 ! H9350CI1AC8B12D IC18J29D&dSU#&水平式琼

脂糖凝胶电泳法检测 W>=&W>=的限制性内切酶酶

切&共 ; 个实验项目$基因转化模块有感受态细胞的

制备&W>=的重组与连接&重组 W>=的转化&共 .

个实验项目$基因鉴定模块有 W>=酶切片段的分离

与回收&转化子 W>=的快速鉴定&共 ! 个实验项目$

创新性实验模块有引物设计对 dSU退火温度的影

响&感受态细胞制备及转化中影响因素分析&dSU

体系的优化&共 . 个实验项目%

ED改革后应用实践

实验项目改革和实施后&学生的核心竞争力和

综合素质明显提高&社会认可度大幅度攀升% 改变

了以往实习难)就业难的局面% 合作企业每年上半

年争相到学校选拔学生组建以自己企业名称冠名的

'订单班(

+;,

&并在'订单班(学生中设立奖学金% 每

年从暑期开始接纳'订单班(的学生顶岗实习&并为

优秀实习生预留一定数量工作岗位供其选择就业&

学生就业率和满意度明显提高&!"#& 年以来&学生

初次就业率一直稳定在 $'b以上% 学生在实习单

位举办的实验技能大比武中 # 人荣获一等奖). 人

荣获二等奖% 学生考研率连年攀升&从 !"#& 年的

!#7#b提升到 !"#Z 年的 .$7'b% 河南科技报)河

南日报)河南卫生报)新乡晚报等多家媒体连续报道

了学校实验教学改革的成果% 有多个兄弟院校的同

行到学校参观学习&起到了实践教学改革的示范作

用和引领作用%

FD问题及解决方案

新设计的实验项目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问

题&结合学校目前实际情况协调资源&创新实验开设

形式以最大限度推进实验改革% 如"教学实验室无

法满足创新综合性实验&借助学校科研平台以小组

为单位开设实验&与企业共建实验室&产学研相结合

开设实验$教学仪器数量无法满足改革后教学需求&

灵活安排实验课程&延长实验室开放时间&利用晚

上)周末开设实验课程% 虽然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是后期还需要针对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行研究探

讨&以保证更快的)彻底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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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V%背景下医学类独立院校教学质量提升思考

彭:媛! 娄晓月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药学院&河南:新乡:;'."""#

摘要":'互联网 c (时代到来&让医学类独立院校在教学上面临着新挑战和新要求% 作者着重分析医学类独立院

校教学上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为例&深入探索新方法)新途径提升教学质量&并通过该校开展的'我

为教育质量提升做贡献(为主题的教育思想大讨论活动&集思广益&总结出更多更有效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的对策&以期

为各类高校教学质量提升提供具体参考%

关键词":医学类独立院校$教学质量$互联网 c$教育思想大讨论

中图分类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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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当今社会逐步进入'互联网 c(时代&在大

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支持

下
+#,

&本科教学围绕'互联网 c(的课堂模式&已然

成为学校教育教学方式改革的新趋势
+! %.,

% 医学类

独立院校是我国普通高等医学教育的有效补充&这

类院校为我国培养医疗人才发挥着日渐明显的作

用
+;,

% 如何在'互联网 c(背景下逐步提升教学质

量&同样也成为医学类独立院校面临的不容忽视的

挑战%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着重探讨医学类独立院

校教学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以新乡医学院三全学

院为例&从'互联网 c(背景入手&对多媒体数字教

材)在线课程以及雨课堂智慧教学系统等方面的建

设进行深入探索% 同时通过该校开展的教育思想大

讨论&总结出更多更有效地提高教学质量的对策&以

期为高校教学质量提升提供具体参考
+',

%

CD医学类独立院校教学上存在的主要问题

CGCD学生的基础相对薄弱:我国医学类独立院校

的招生批次主要集中在'三本(&多数学生的知识素养

和学习能力相对于重点高校偏弱&加上医学类知识的

强技术性和强专业性&这对该类独立院校的教育教学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 如何深入浅出地帮助学生理

解课本内容)学到实际的知识技能&最终达到毕业要

求&成为医学类独立院校研究的重点问题
+(,

%

CGED教育教学水平受师资结构制约:教师作为教

学活动的直接实施者&其教学水平和能力对于教学

质量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Z,

% 对于医学类独立院校

而言&如何建设一支师德高尚)结构优化)专兼结合)

积极创新)具有现代教育理念的高素质专业化师资

队伍是学校面临的最艰巨的任务之一
+$,

% 由于受

办学理念)资金投入等的限制&独立院校招聘的教师

往往年龄结构层次偏低&自身的知识储备不足&同时

存在流动性大)不稳定的问题
+#",

&造成教学经验丰

富的教师数量较少% 这些原因均导致了医学类独立

院校的学科教育建设进度缓慢&科研水平难以提升%

CGFD$互联网 V%背景下传统教育模式和方法不能

满足教学所需:在'互联网 c(背景下&传统教育模

式的局限性以及单一性逐渐凸显出来&传统课堂乏

味枯燥)知识更新速度慢&已经无法满足当代大学生

的教育需求
+##,

% 各种先进的数据处理设备以及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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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严重冲击着传统教育模式的格局% 这就要求

各类高校紧跟'互联网 c(时代的步伐&转变教育模式

和方法&从而实现从'满堂灌(为授课的基本路径&到

'想学就学(的教育模式转变%

ED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在$互联网 V%背景

下为提高教学质量做出的探索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作为一所西医类独立学

院&积极响应国家教育部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信息

化建设的要求&在'互联网 c(背景下&为提高教学

质量努力探索新方法)新路径&初显成效
+#!,

%

EGCD建设多媒体数字教材:该校教师团队首次在

基础医学领域建设多媒体数字教材/医学遗传学0&

这门资源共享课程曾多次在各级教育信息化大赛和

多媒体大赛上获得奖项% !"#' 年&新乡医学院三全

学院与人民卫生出版社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全校

范围内推广首套国家级数字化医学教材&成为该校

提升医药卫生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举措%

EGED重点把握在线课程建设:该校投入大量时间

和精力&将在线课程建设作为课程建设的重中之重%

截止目前&共建设 # 门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个

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个校级精品在线开放课

程% 另外&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于 !"#& 年底建成首

间微课录播室&为在线课程建设提供了便利的硬件

基础%

EGFD探索雨课堂智慧教学系统:!"#( 年下半年&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引入雨课堂智慧教学系统&开

始尝试基于该系统的混合式教学% 经过近两年的教

学实践&这套教学系统受到学生的好评并取得了较

好的教学效果% 该校临床学院又将雨课堂智慧教学

系统创造性地运用到临床技能考核 %心电图考试

中&加快了学校向智慧教学方向迈进的步伐% 这种

新型的课堂教学手段&极大地活跃了课堂气氛&锻炼

了学生运用知识)整合知识的能力%

FD医学类独立院校在$互联网 V%背景下教

学质量提升对策

::!"#$ 年 ; 月初&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广泛开展

'我为教育质量提升做贡献(为主题的教育思想大

讨论活动% 通过这次讨论&总结出更多基于 '互联

网 c(背景下关于如何提高医学类独立院校教学质

量的对策%

FGCD发挥传统教学优势(融合数字化教材(构建智

慧型混合式教学平台:传承传统教学面对面交流的

优势&坚持以课堂中教师传授知识)实验实训指导为

主
+#.,

% 注重互联网教学资源的运用&有效结合教

材&以医学类独立院校教学计划与人才培养方案为

基础&丰富课堂教学资源&增强课程教学的吸引力&

提升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学习效果
+#;,

% 同时&学习

国内外医学院校建设高质量的教学资源库&例如第

四军医大学的外科学多媒体资源库)南方医科大学

的肿瘤病理学专业信息资源库等% 不断提升教学资

源的素材水平&促进医学教学中的知识传授和技能

培养
+#',

%

FGED利用$智慧课堂%相关应用或产品(提高学生

学习积极性和教师教学水平:'智慧课堂(指的是

依托先进的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实现课堂教学的数字

化)信息化)智能化&以期营造富有智慧的课堂教学

环境
+#&,

% 利用'智慧课堂(相关新技术&能够创建出

利于创新思考)探究协作)富有智慧的学习环境&形成

'课前)课中)课后(持续发展的课堂教学循环% 让学

生的'学(由'预习)听课)代表回答)完成作业(这 ;

个步骤&变成'预习)课前讨论)展示分享)探究合作)

随堂练习)巩固提高)课下作业)总结反思( Z 个步

骤
+#(,

&师生之间的互动进一步增加&教师能够实时获

得学生反馈&不断改进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FGFD开展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弥补本科生医学专业

性技能训练不足的缺陷:内镜诊疗模拟系统)人体

解剖学虚拟仿真实验平台等各种高度仿真软件的应

用&为医学生模拟出逼真的实验环境
+#Z,

% 医学类独

立院校可以通过开展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增加医学

生专业技能训练的途径&提高医学生专业技能操作的

质量%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借鉴广州医科大学建立的

基础医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自主研发原创性虚

拟仿真实验软件&实现教学与经济双向效益
+#$,

%

FGHD借鉴国内高校成功经验(加快教学信息化)数

字化转型变革:在技术革新教育的新时代&各类高

校积极探索教学创新举措&取得的成果值得借鉴和

学习% 例如&厦门大学于 !"#& 年启动智慧教室建设

项目&实现了利用智慧教育理念再塑翻转课堂的目

标&该校用一年时间建成 '# 间智慧教室并投入使

用&广受师生好评
+!",

% 华东师范大学利用互联网技

术为新疆建设兵团的医生和医学院的学生搭建远程

医学教育应用平台&目前已成功构建北京和上海远

程医学中心)兵团远程医学中心)各师局级和基层医

院的三级网络体系&促进了西部地区整体医疗专业

水平的提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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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结束语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移动网络及其终端的普及

以及教育部关于全力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

的相关规定&均促使大学课程教学引入互联网技术

成为各类院校教学质量提升的重要手段
+!!,

% 医学

类独立院校应该把握这一机遇&适应时代发展&将网

络信息技术恰当地融合到医学专业教学中&促进独

立院校内医学相关专业信息化教学水平的提高&推

动医疗卫生储备人才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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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大学生创新认知度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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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调查河南省大学生的科研创新认知度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运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采用简单

随机取样法对河南省 #( 个市&#Z"$ 人进行调查与分析% 结果:有 (Z7..b !#;#( 人 #了解创新意识)创新能力$有

.!i"#b!'($ 人#对科研创新感兴趣$高年级学生的创新认知度比低年级学生高 !

!

!

l##7!".&;\"7"'#$有 &'7!Zb

!##Z# 人#愿意参加科技创新类活动&而经常参加学校组织的科技创新类活动的只有 '7Z"b!#"' 人#$影响大学生创新

认知度的主要因素依次是学校教育!&;7'(b&##&Z 人#)个人因素!'Z7!#b&#"'. 人#)社会环境!'(7(#b&#";; 人#)家

庭教育!;#7!;b&(;& 人#等% 结论:本研究表明河南省大学生的创新认知度较高&但仍然有一定比例的学生需要加强

对创新的认识和了解&应促使各方面影响因素的共同改进&以便更好的促进大学生科研创新能力的养成%

关键词":大学生$创新$认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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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的核心任务是培养大学生

创新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

% 大学生创新创

业教育质量是高校教育教学评估的重要指标&是促

进大学生高质量就业的重要保障
+# %!,

% 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是国家

创新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科技发展的希望
+.,

% 本研

究通过大样本问卷调查方式&详细了解河南省大学

生的创新认知度&分析创新能力养成的制约因素&并

提出对策与建议&为进一步促进大学生成长成才&更

好地推动国家)河南省教育改革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CD调查方法

CGCD调查对象与方法:本研究采用大样本问卷调

查方法&对位于河南省郑州市)新乡市)周口市)洛阳

市)开封市)商丘市)安阳市)驻马店市)信阳市)平顶

山市)南阳市)濮阳市)焦作市)漯河市)许昌市)鹤壁

市)三门峡市 #( 个地市的大学分层随机选取 !"""

名学生进行调查% 调查内容包括"被调查者的一般

情况)对创新的认知程度)参加科技创新活动的主动

性)影响参与科技创新的因素等四个方面% 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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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问卷星网站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 !""" 份&回

收有效问卷 #Z"$ 份&回收合格率 $"7;'b% 为了保

证资料的真实性与广泛性&本研究调查采取匿名填

写的方式进行%

CGED统计学分析方法:对问卷进行统一编码后应

用 /48C3建立数据库&采用 )d)) !!7" 统计软件对数

据进行统计分析% 分类资料的比较采用
!

!

检验&

;\"7"'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D结果及分析

EGCD样本特征与认知度关系:见表 #% 调查结果

表明&对于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了解&男生与女生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l"7#&!&;j"7"'#&来自农

村的学生与来自城镇的学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l"7#"#&;j"7"'#&各类院校之间学生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

!

l'7Z!&&;j"7"'#&但每个院校了

解人数比不了解人数均明显偏多&重点院校中的学

生了解人数所占比例比不了解人数所占比例更多$

从年级分布来看&不同年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l

##i!".&;\"7"'#&年级越高了解的越多% 由此可

见&大学生对创新有着充分的认知&说明当前创新教

育和宣传正积极影响着大学生的基本价值取向&体

现了大学生追求创新的认知状态% 同时也应该看

到&低年级大学生的创新认知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表 CD样本特征与认知度关系&!OCXUR'

项目 人数
对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了解

了解 b 不了解 b

!

! 值 ;值

性别 "7#&! "7&Z(

::男性 '#& ;"# ((7(# ##' !!7!$

::女性 #!$. #"#& (Z7'Z !(( !#7;!

户口类型 "7#"# "7('#

::农村户口 #.#. #"!& (Z7#; !Z( !#7Z&

::城镇户口 ;$& .$# (Z7Z. #"' !#7#(

院校类别 '7Z!& "7!#.

::重点院校 #& #; Z(7'" ! #!7'"

::一本院校 ;Z .& ('7"" #! !'7""

::二本院校 #Z" #.; (;7;; ;& !'7'&

::三本院校 #!"# $'Z ($7(( !;. !"7!.

::专科院校 .&; !(' ('7'' Z$ !;7;'

所在年级 ##7!". "7"##

::一年级 ZZ" &&! ('7!. !#Z !;7((

::二年级 &Z! ''" Z"7&' #.! #$7.'

::三年级 #;# ##; Z"7Z' !( #$7#'

::四年级 #"& $# Z'7Z' #' #;7#'

EGED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

EGEGCD认知度来源分析:见表 !% 调查结果显示&

影响大学生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的主要因素为学校

教育!&;7'(b#&其次为个人因素!'Z7!#b#和社会

环境 ! '(7(#b#& 最 小 影 响 因 素 为 家 庭 教 育

!;#i!;b#% 这表明&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是影响大

学生创新认知度的主要关键因素&同时&个人因素)

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也有重要影响% 营造良好的创

新认知度环境&需要高校)政府)社会组织)学生个人

和家庭环境的共同努力%

表 ED影响大学生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的主要因素&!OCXUR'

选项 人数 构成比!b#

家庭教育 (;& ;#7!;

学校教育 ##&Z &;7'(

社会环境 #";; '(7(#

个人因素 #"'. 'Z7!#

EGEGED学校环境的影响:见表 .% 调查数据显示&

经常参加学校科技创新类活动的学生仅有 #"' 人

!'7Z"b#&偶尔参加的有 &Z' 人!.(7Z(b#&没参加

过的有 #"#$ 人!'&7..b#$;.; 人!!.7$$b#认为学

校提供了较多的科技创新活动&##Z" 人!&'7!.b#

认为不多&而 #$' 人 !#"7(Zb#认为几乎没有此类

活动$如果学校提供科技创新类活动&有 ##Z# 人

!&'7!Zb#愿意参加&&!Z 人!.;7(!b#的人因故不

愿意参加活动% 学生不愿意参加活动的主要原因是

认为教师教的都是理论而不动手实验&其次的原因

是认为教的超出自己的接受能力&仅有 .7#"b的学

生是因为不感兴趣$参加过学校科技创新类活动和

愿意参加学校提供的科技创新活动的学生&在参加

老师科研课题活动时主动性更高 !

!

!

分别为

#Zi;'')!'(7#$#$;\"7"');\"7"'#% 结果表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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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对创新教育的宣传力度较弱&大学生参与创新

活动的执行力较差&较高的认知度和较少的创新活

动实践形成反差&同时也明确提示当前高校教师的

创新创业教学能力亟待进一步提升% 如何改变这种

现象&激发学生参与科技创新实践活动的热情和兴

趣&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表 FD学校环境与参加科技创新活动的关系&!OCXUR'

项目 人数
参加老师科研课题的主动性

愿意参加 b 不愿意参加 b

!

! 值 ;值

参加学校组织的科技创新类活动 #Z7;'' "7"""

::经常参加 #"' #"! $(7#; . !7Z&

::偶尔参加 &Z' &!' $#7!; &" Z7(&

::没参加过 #"#$ Z(Z Z&7#& #;# #.7Z;

学校对大学生科技创新提供的机会 &7;;; "7";"

::多 ;.; .$' $#7"# .$ Z7$$

::不多 ##Z" #";& ZZ7&; #.; ##7.&

::几乎没有 #$' #&; Z;7#" .# #'7$"

参加学校的科技创新培训活动 !'(7#$# "7"""

::愿意参加 ##Z# ##.& $&7#$ ;' .7Z#

::不愿意&不感兴趣 !'. #'$ &!7Z' $; .(7#'

::不愿意&教的都是理论不动手实践 .#$ !(" Z;7&; ;$ #'7.&

::不愿意&教的超过自己的接受能力 '& ;" (#7;. #& !Z7'(

教学中教师对学生的科技创新引导 .!7&!& "7"""

::多 ;.$ ;"; $!7". .' (7$(

::不多 #!.Z ##". Z$7#" #.' #"7$"

::几乎没有 #.! $Z (;7!; .; !'7(&

对学校科技创新活动的硬件设施 ;7";;

"7#.!

::非常满意 #&' #'; $.7.. ## &7&(

::基本满意 #"Z' $'' ZZ7"! #." ##7$Z

::不满意 ''$ ;$& ZZ7(. &. ##7!(

EGEGFD学生自身因素的影响:见表 ;% 本次调查

发现&在学生成绩综合评价的四个层次 !优秀)良

好)及格)不及格#中&愿意参加老师科研课题的学

生人数都占很大比例 !分别为 $"7;.b)$#7""b)

Z;7Z&b)Z.7&;b#&但成绩较好的学生更有参与科

技创新活动的主动性!

!

!

l#'7($&&;\"7"'#$在兴

趣方面&对科技创新越感兴趣的学生越愿意参加专

业老师的科研课题!

!

!

l!!&7#'&&;\"7"'#% 从结

果可以看出&大学生的创新认知度与其参与科技创

新活动的执行力呈正相关&认知度越高的学生&其参

与创新活动的执行力也会越高% 这也进一步印证了

提高大学生创新认知度的重要性%

表 HD学生自身因素与参加科技创新活动的关系&!OCXUR'

项目 人数
参加老师科研课题的主动性

愿意参加 b 不愿意参加 b

!

! 值 ;值

对自己目前成绩的综合评价 #'7($& "7""#

::优秀 #ZZ #(" $"7;. #Z $7'(

::良好 $(Z Z$" $#7"" ZZ $7""

::及格 'ZZ ;$$ Z;7Z& Z$ #'7#;

::不及格 '' ;& Z.7&; $ #&7.&

对科技创新的兴趣 !!&7#'& "7"""

::感兴趣 '($ '&Z $Z7#" ## #7$"

::一般 ##.. $$! Z(7'& #;# #!7;;

::不感兴趣 $( ;' ;&7.$ '! '.7&#

FD提高大学生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的对策

与建议

::创新认知度是大学生培养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

的基础&认知度的高低与学校教育)个人因素)社会

环境和家庭教育等因素密切相关% 本研究通过对河

南省 #Z"$ 名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

性别对大学生对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了解产生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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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不显著!;j"7"'#&说明在大学生的思想认识中&

性别不是创新的发展阻碍&女性已经对创新产生了

自信心$农村户口与城镇户口的大学生对创新的了

解差别不显著&说明大学生对创新的了解不受地域

的影响$在院校类别方面&各院校学生对创新了解没

有显著差别!;j"7"'#$调查显示&高年级的学生对

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的了解比低年级更多 !;\

"i"'#&表明应着力加强对低年级学生创新的培养%

在影响创新认知度的各方面因素中&学校教育

!&;i'(b#是主要因素&其次为个人因素!'Z7!#b#

和社会环境 !'(7(#b#&最小影响因素为家庭教育

!;#i!;b#% 为了更好地促进大学生科研创新能力

的养成&应促使各方面影响因素的共同改进&基于

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供参考%

FGCD深化教育改革(完善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使创

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成为评价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指

标:创新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大学生创新意识

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是高等学校的核心任务之一&高

校的教育导向和育人环境对学生创新认知度和能力

的培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

% 高校要坚持以立德

树人为中心&将对学生的创新认知)创新意识)创新

能力等素质培养融入整个教育体系&注重科学教育

基础与激发学生兴趣&在多样化的创新人才培养体

系中完成学生的个性化培养$完善以满足国家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服务需求为目标的人才培养模式&要

积极动员全社会参与到创新人才培养与实践过程&

利用产学研结合的创新体系&把理论教学与实践应

用融会贯通&打造'用中培养(的教学新模式$在评

价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上&把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作

为重要指标&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和主动学习&重点关

注学生运用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

FGED高校应加强创新舆论氛围营造(构建创新实践

平台(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创新实践活动:美国心理

学家索里特尔福德认为&创造性是由主体生活在其

中的那种 '社会气氛(即创造性环境培养出来的%

因此&良好的创新环境是潜在创新能力形成及充分

发挥的客观条件&是培养创新人才的外在基础
+',

%

学校在开展创新创业教育过程中&要改变单一的注

入式教学模式&应更注重调动学生参与创新活动的

主观能动性&首先就要加强科技创新类活动的宣传

力度&增加学校科技创新氛围&利用校内各个媒体平

台!学生会微信)广播台)学校官网)社团等#宣传科

技类创新活动&以便于让更多学生知道并了解科技

创新活动&从而带动更多学生去参加&营造积极向上

的创新氛围&从客观因素上加大对学生创新认知度

的传播力度$其次要多方位构建科技创新实践平台&

如开放学校各类科研平台和实验室&鼓励学生参加

学科竞赛)'创青春()挑战杯等创新创业大赛&开展

学生科学研究训练&利用产学研合作平台开放各类

创新实践资源&为学生提供更多创新实践活动%

FGFD强化教师育人责任意识(提高其创新教育教学

能力:教师是培养人才的关键&是培育学生创新能

力的引路人% 在高校开展创新教育教学中&教师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 首先要引导教师培育创新教育理

念&突破传统的单一注入式教学观念&鼓励教师开展

创新教育的理论和案例研究&加强专业知识理论和

创新实践的联系与结合&采用灵活的教学手段开展

创新课程教学&以利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

新精神$其次教师要更为重视对低年级学生的创新

意识培养&教师应将专业知识与相对应的创新成果

结合起来&便于学生理解科技创新课题研究方向与

实际意义&激发学生的创新兴趣&提高其创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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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推进一流本科临床医学专业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谢永生! 李勇莉! 苗莹莹! 王俊萍! 李照熙! 王:斌! 杨保胜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基础医学院&河南:新乡:;'."""#

摘要":高等教育是培养社会需要的专业人才&本科教育是其基础和根本&专业是其基本单元% 如何建设一流专业

是高等教育面临的重要任务&本研究在认真学习本科教育国家标准的基础上&明确临床医学专业定位&深化临床医学专

业综合改革&整体推进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向一流本科专业建设进行研究和实践%

关键词":'双万计划($国家标准$临床医学$专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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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万计划!'W9KM3C_CD %_B9KA1DG(d31D#&即教

育部'双一流专业(计划&是指在教育部的统一规划

下&在我国建设一万个能够适应未来社会需求)引领

专业发展)理念先进的国家级和省级一流本科专业

!J9H KDGCIEI1GK1JC01Y9I#

+#,

% 一流本科专业建设是

一流本科教育 !J9H KDGCIEI1GK1JCCGK81J29D#建设的

逻辑推演和政策延伸% '双万计划(聚集本科专业

点&致力于做强一流本科
+!,

% 高等教育的根本在于

本科教育&是指在完成中等教育后的进一步专业教

育和职业教育&专业是其基本单元% 教育部发布的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教学国家标准是我国建设一

流本科专业的重要依据&其紧紧围绕世界高等教育

发展的趋势提出'三个突出(的基本理念"一是突出

学生中心&二是突出产出导向&三是突出持续改

进
+. %;,

% 作者在认真学习本科教育国家标准的基础

上&结合学校临床医学专业建设的整体状况&对如何

整体推进学校临床医学专业向一流本科专业建设进

行研究和实践%

CD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推进高水平本科专

业建设整体情况

::本科教学工作一直是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长期

以来的重点工作&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工作部署

大会于 !"#Z 年 #" 月召开&本次大会全面落实全国

教育大会和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

两次大会精神&提出进一步加强'以本为本)四个回

归(&努力推进'四新(建设% 为了切实落实本科专

业国家标准要求&!"#Z 年 ## 月学校启动新一轮本

科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优化人才培养机制&加强

人才培养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紧密结合&加强临床医

学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的课程思政和专业思政建

设&把质量文化的中心任务放在人才培养的中心地

位上来%

!"#$ 年初&学校开展以质量提升为根本任务的

教育思想大讨论活动&巩固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稳

固本科教学的基础地位% !"#$ 年 ; 月&学校颁布并实

施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双万计划(规划% !"#$ 年 &

月&临床医学)生物技术和康复治疗学 . 个专业&被列

入学校首批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凝练文理工医融

合的教育新理念)新模式&不断完善协同育人和实践

教学机制&强化实践教学&积极推进新医科建设%

多措并举坚持培养质量一流的学子&临床医学

专业毕业生在就业后的学习能力)沟通能力和岗位

胜任力等方面均得到社会的充分肯定&行业认可度

高&毕业生就业率连续 ' 年维持在 $'b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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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临床医学专业建设现状

EGCD临床医学专业近 F 年来获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和支持情况:!"#& 年生物与基础医学实验教学中

心获批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年人体解剖学

获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立项&医学分子生物学

!!"#( 年#和医学遗传学!!"#Z 年#获省级精品在线

开放课程&医学形态学系列课程教学组!!"#( 年#和

医学化学与生物化学系列课程教学组 !!"#Z 年#获

省级优秀基层教学组织% 主编出版特色教材 ." 多

部&其中/医学细胞生物学实验指导0等 ; 部教材被评

为河南省'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规划教材&副主编参

编多本国家级'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规划教材

及多本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十三五(规划教材% 积

极开展'以结果为导向的虚拟仿真病例构建与应用(

'基于信息技术支持下的高等医学教育改革与实践(

等国家级和省级教育改革项目的研究%

EGED专业定位)历史沿革和特色优势:临床医学专

业人才培养的目标是培养具有高尚的医德和社会责

任感&掌握医学基础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技能&较

深厚的医学人文素养&具有初步临床能力和终身学

习能力&具有全科医学思维和一定创新能力&以维护

和促进健康为根本目标&能在基层医疗机构从事临

床医疗工作的应用型人才%

自 !"". 年起学校临床医学专业正式开始招生&

!"#. 年临床医学专业被评为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

点&!"#( 年被确定为河南省民办高校品牌专业建设

点% 现有临床医学专业本科在校生 ''(Z 人!含专升

本学生#&已累计为社会培养 . 万余名应用型医学

毕业生%

以培养'正医风)实知识)强技能(的基层医疗

人才为目标&坚持以全面适应社会需求为导向&以全

面实施素质教育为核心&以全面培育医学英才为重

点% 牢固树立'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的教育

教学理念&突出与岗位胜任力衔接)与全科医师规培

衔接)与执业医师考试衔接的'三衔接(&构建了'上

午病房)下午课堂(的全过程教学模式%

EGFD深化专业综合改革的主要举措和成效:以

'岗位胜任能力(为导向&加强基础)强化技能)注重

临床)整体推进临床医学专业综合改革%

!##全方位)多角度创新临床医学专业人才培

养模式"以学生为中心&以培养实践能力为目标&深

化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强化研讨型教学)自主

学习和创新意识&加强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养成&培养

学生信息处理能力和沟通合作能力%

!!#加强本科质量工程建设&完善课程体系和

教材建设"紧抓教学质量提升工作&深化教育教学方

法改革% 先后获批'临床医学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等河南省教学质量工程项目 ( 项% 主编/基础医学

综合0/临床医学综合0等具有应用技术大学特色教

材 ." 多部% . 门课程获河南省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立项&#! 门基于 V?/理念的应用型课程获学校教

育教学改革立项%

!.#深度推进现代教育技术与教学融合"加强

数字化教学资源和数字化教材建设&构建系列 )dVS

课程体系&并在人体解剖学等 ;# 门课程中实施&培

养学生自主)泛在)探究性学习的习惯% 全面推行基

于'互联网 c(的混合式教学&!"#Z 年被省级主流媒

体报道&产生一定的社会效益%

!;#深化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改革"优化课程整

合&删除课程间重复内容&及时更新教学内容% 率先

在国内开展'. c# c#(的一体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模

式&建立虚拟仿真病例 !"" 余个$开展 d?,教学)翻转

课堂等教学方式改革&强化小班研讨型教学% 开展形

成性评价$运用'标准化病人(和虚拟仿真实验)模拟

临床环境案例教学等具有鲜明特色的临床医学'实战

化(教学改革被国家)省级媒体专题报道%

!'#加强全程临床思维能力培养"案例教学法

应用于各基础医学课程教学之中&增设基础医学综

合和临床技能学两门课程&并在临床教学阶段引入

标准化病人&引入临床思维训练系统&强化临床思维

培养&在实习过程中进一步强化临床思维训练%

!&#完善评价方法&严把教学质量"强化教学督

导&多途径协同实现同质化教学$利用网络平台)雨

课堂等实现形成性评价$实施三段式考核&反复临床

技能训练$严格见实习出科考核制度%

EGHD加强专业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的主要举措

和成效

!##构建多元教育质量监督和保障体系"构建

多主体)多维度)网络化)科学规范化)运行有效)持

续发展的多元教育质量监督和保障体系% 在 '评

教)评学)评管(基础上进行专项评估&定期开展教

师评学% 学生和教师对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给与较

高评价%

!!#质量标准全面"依据本科教育国家标准&制

定专业建设&理论)实验)实习教学)考试等质量标准

体系&规范教学&保证教学质量全面提升%

!.#形成校)院)教研室)学生四个层次的教学

质量监督体制"形成自上而下)多维一体的教学监督

组织% 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跟踪和随机检查常态化&

督导每一位教师按质量标准上好每一堂课% 教风明

显好转%

!;#增强教师的质量强校意识"通过制度建设)

教育引导)政策激励)行为规范等增强教师的质量意

识和观念&使广大教师静下心来教书&潜下心来育人%

教学效果受到学生)同行和学校督导组的一致好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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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PD毕业生培养质量的跟踪调查结果和外部评价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就业主

要有两个方向"继续升学和就业&从升学的情况来

看&近年来部分同学以优异的成绩分别被北京大学)

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名校录取&继

续升学率在 ."b左右%

据/河南省高校毕业生就业)预警和重点产业

人才供应 !"#' 年度报告0显示&新乡医学院三全学

院毕业生毕业时创新能力水平)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等 & 个方面在全省 #& 所民办本科院校中排名第一&

毕业生的职业期待吻合度在全省 #!$ 高校中排名第

一&就业现状满意度在全省 '! 所本科高校中排第

一% 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在就业后的纪律)学习态

度)沟通能力和岗位胜任力等方面均得到社会的充

分肯定% 总体来说&临床医学专业的毕业生所展示

出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受到了用人单位的一致好评&

毕业生就业率连续 ' 年维持在 $'b以上%

FD推进专业建设和改革的主要思路及举措

FGCD进一步落实$以本为本)四个回归%)推进$四

新%建设:开展以教育教学质量提升为根本任务的

思想大讨论活动&实现'德才均备)体魄健全(的教

育理念&要做好六个紧密结合的根本任务&亦即德与

才)体与魄)知与行)传承与创新)志向远大与脚踏实

地)个性发展与责任担当% 立足发展区域基层卫生

健康事业&建设一流本科$坚持创新能力发展&培养

适应基层卫生健康事业发展需要的复合型)应用型

人才&建设一流本科专业
+',

% 坚持'德才均备)体魄

健全(的教育理念&以'三新(引领新医科建设%

FGED进一步修订人才培养方案:以专业质量国家

标准为本&扎实开展 '一流本科)一流专业)一流人

才(的建设工作
+!,

% 着力做好文理工各专业间的融

合&凝练新的教育理念&注重用实践来教育学生&将

学习过程的各环节紧密结合&营造'教学做(师生共

同体的'做中教(和 '做中学(的多层次 '实践 %反

思(教育环境&着力培养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创新

型)复合型医学人才% 逐渐凝练为'一流生源)一流

专业)一流课程)一流师资)一流毕业生(的'五个一

工程(思想&形成一流本科教育的规划
+&,

%

FGFD从以$教%为中心向以$学%为中心转变:营造

新的智慧育人模式&将虚拟网络技术与现实教育相

结合&将引导式学习向沉浸式学习转变% 随着人工

智能)大数据为特征的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学生在学

习中的地位也应随之改变&要让他们成为学习的主

体和中心&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变以 '教(为中

心向以'学(为中心转变&从而彻底改变传统的教育

模式% 学校临床医学专业中全面开展基于'互联网

c(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基础与临床讨论课程)

创新创业课程等的开设&使学生真正 '学会学习(&

培养终身学习的能力%

FGHD多措并举提升教学质量:积极开展以'问题)

案例和研究(为导向的&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方法

改革$推动教师)临床医生与科研人员间师资队伍的

优化整合&做好教育资源的统筹管理&加强数字教学

资源建设&着力打造'金课(Z f#" 门&建设基于 V?/

理念的应用型课程 #' 门以上% 多举措)全方位的提

升人才培养质量%

FGPD完善双院协同育人机制:完善师生共同学习

探索的双院制!学院 c书院#&构建通识教育书院制

和专业教育学院制相结合的育人新体系
+(,

% 开通

多途径的师生交流平台&让学生与老师之间能够无

缝连接&让老师更好的完成'引路人(的职责% 全面

落实学业导师制&导师工作要注重'一个引领)两个

规划)三个提升(&即注重学生政治思想引领&做好

成才规划和学习规划&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

力的提升% 努力构建以全员)全方位)全过程为特色

的'三全育人(体系%

FGID坚持立德树人:以人文素质教育为基础&加强

学生医德医风素养的培养% 将卓越医学人才培养的

全过程与'课程思政()专业思政紧密结合&专业课

程教育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育同向同行&把

'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形成专业教育与

思想政治教育协同发展的综合教育理念
+(,

% 培养

学生珍爱生命)大医精诚的救死扶伤精神%

FGZD构建基于大数据的多元教学质量评价反馈和

改进机制:基于学校教育教学大数据&建立学生评

价反馈机制)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 !考研率)就业

率)执业医师考试通过率)用人单位满意率#)教师

评学反馈机制)教学督导反馈机制等&借助线上课

程)师生交流反馈等互联网信息技术平台全方位反

馈教学质量问题% 每年开展课程达标评估)考试工

作质量和实习质量评估%

::参考文献
"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实施一流本科专业建设'双万计划(的通

知7BJJH"mmLLL709C7E9P78DmA8IA2JCm="ZmA("'&m!"#$";mJ!"#$";"$n

.((!#&7BJ037

+!,:宁滨7认真学习本科教育国家标准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7中国高等教育&!"#Z&&"(!#"# "!( %!$7

+.,:王建华7关于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的思考...兼评'双万计划(

+*,7重庆高教研究&!"#$!$# "#!# %#!Z7

+;,:林健7一流本科教育"认识问题)基本特征和建设路径+*,7清

华大学教育研究&!"#$&;"!## "!! %."7

+',:高越明7一流本科教育与新升格医学本科院校的转型发展

+*,7浙江医学教育&!"#Z&#(!'# "' %(7

+&,:廖祥忠7'一流专业(群"争创'双一流(的核心竞争力+*,7中

国高等教育&!"#Z&&"&!$# ";' %;(7

+(,:郑庆华7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一流本

科人才培养路径探索+*,7中国大学教育&!"#Z&..Z!#"#"$ %#;7

!责任编辑!裴东#

-(!-第 ! 期::::::::::::::::::谢永生&等"整体推进一流本科临床医学专业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收稿日期!!"#$ %"& %#'

基金项目!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项目编号"!"#'!!# %

作者简介!张文熙!#$Z( %# &女&汉族&河南新乡&硕士&助教&研究方向"护理教育$/%0123"'$"!!#.Z6QQ7890%

基于态势分析的护理专业高仿真模拟教学创新性研究

张文熙! 王:静! 金:悦! 杨昕岳! 闫浚玮! 薛松梅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护理学院&河南:新乡:;'."""#

摘要":近年来&模拟教学在医学教育中迅速发展&并且已经被引入到护理专业教学中&以满足日趋多元化教学模

式&提升学生的综合专业素质% 本研究采用文献资料法及态势! )XV_#分析法探讨了高仿真模拟教学的应用及其创新

性% 在综合分析护理专业高仿真模拟教学开展的优劣势)机遇及威胁的基础上&提出模拟教学的创新及优化路径&加大

模拟教学在护理专业人才培养中的普及程度&构建创新型模拟教学课程体系&初步探索并构建新颖的模拟教学形式$同

时加强高仿真模拟教学专业师资队伍建设&教师与专业齐发展以提升教师的专业素质%

关键词":护理教育$模拟教学$态势分析$高仿真模拟

中图分类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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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XCD@42&X=>+*2DE&*F><KC&<=>+-2D@5KC&<=>*KD@LC2&-̂ /)9DE@0C2

!!"#$$%$&F07)*.2&!(./0(. 1$%%,2,$&3*.4*(.2 +,-*"(%5.*6,7)*89&3*.4*(.2&:,.(. ;'."""#

>?#(0-$(":FD IC8CDJ5C1IA&JBCA20K31J29D JI12D2DEB1AMCCD I1H2G35GCPC39HCG 2D 0CG2813CGK81J29D&1DG 2DJI9GK8CG 2DJ9

JBCDKIA2DEHI9OCAA29D13JC18B2DEA5AJC07_BC120A9OA20K31J29D JI12D2DE1ICJ90CCJJBC2D8IC1A2DE35G2PCIA2O2CG 1DG 2DD9P1J2PC

JC18B2DE09GC31DG GCPC39H JBC890HICBCDA2PCHI9OCAA29D13QK132J59ODKIA2DEAJKGCDJA7_B2AAJKG5KACAJBC32JCI1JKICG1J10CJB9G

1DG )XV_1D135A2A0CJB9G J9C4H39ICJBC1HH3281J29D 1DG 2DD9P1J29D 9OB2EB@O2GC32J5A20K31J29D JC18B2DE7VD JBCM1A2A9O890HIC@

BCDA2PC1D135A2A9OJBC1GP1DJ1ECA1DG G2A1GP1DJ1ECA&9HH9IJKD2J2CA1DG JBIC1JA9OB2EB@O2GC32J5A20K31J29D 2D DKIA2DEHI9OCAA29D13

JC18B2DE&JB2AAJKG5HI9H9ACA1D 2DD9P1J29D 1DG 9HJ202N1J29D H1JB 9OB2EB@O2GC32J5A20K31J29D JC18B2DE&2D8IC1ACAJBCH9HK31I2J59O

A20K31J29D JC18B2DE2D JBCJI12D2DE9ODKIA2DEHI9OCAA29D13A&1DG MK23GA1D 2DD9P1J2PCA20K31J2DE89KIACA5AJC07_B2AAJKG513A9C4@

H39ICA1DG 89DAJIK8JA1D9PC3A20K31J29D JC18B2DEO9I0&1DG A20K3J1DC9KA35AJICDEJBCDAJBC89DAJIK8J29D 9OJBCJC18B2DEAJ1OO9D

B2EB@O2GC32J5A20K31J29D JC18B2DE7

@*A B&01#":DKIA2DECGK81J29D$A20K31J29D JC18B2DE$)XV_1D135A2A$B2EB@O2GC32J5A20K31J29D

::护理教育日渐丰富的今天&传统教学模式已不

能满足教学目标&模拟教学的出现使人眼前一亮%

自 #$ 世纪 &" 年代美国第一次将模拟教学引入护理

教育课程体系后受到广泛好评
+#,

% !" 世纪 $" 年代

高仿真模拟教学被引入国内护理专业教学
+!,

% 模

拟教学主要分为高仿真模拟教学及低仿真模拟教

学&其中高仿真模拟教学最接近现实% 学生可在模

拟实验室进行高仿真模拟人的健康评估及各项护理

技能操作% 在模拟案例的学习过程&主要是以下四

个环节的反复练习"判断患者问题)制订护理计划)

实施护理措施及评价护理措施&能够锻炼学生的临

床决策及评判性思维能力% 高仿真模拟教学由于教

学效果显著&在国外护理院校已经部分或全部取代

了临床实习% 国内护理教育专家学者一致认为高仿

真模拟教学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临床

实践能力及促进对护理理论知识的理解与运用
+.,

%

本研究基于大量文献资料的分析后发现
+; %',

&

目前护理专业高仿真情境模拟教学仍然存在诸多问

题"教学水平提高困难)教学评价标准化不足)教育

经费不能够等% 作者在态势!AJICDEJB&LC1RDCAA&9H@

H9IJKD2J5&JBIC1J&)XV_#分析法的基础上分析其优势

及劣势&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提出护理专业高仿

真模拟教学创新策略&为我国大学护理专业高仿真

模拟教学的开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CD:\=L分析法原理

)XV_分析法 #$Z! 年由美国的 XC2BI28B 教授

提出&是一种综合考虑系统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

各种因素&对该事物进行系统性评价并从中选择最

佳策略的方法
+&,

% ) 即 'AJICDEJB(&代表着自身内部

优势$X即 'LC1RDCAA(&代表本身所存在的劣势$V

即'9HH9IJKD2J5(&代表发展所需的外部机遇$_即

'JBIC1J(&代表外部的威胁与挑战% 其中 ) 与 X 为

内部因素&V与 _为外部因素% 在 )XV_分析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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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策略分析中"V与 ))X组合为 )V)XV策略&以外

化内&借助外部发展契机化解事物自身的内部劣势&

以达到内与外的平衡发展$_与 ))X组合为 )_)X_

策略&以内御外&利用事物内部优势抵御来自外部的

威胁&防止自身受到攻击% 本研究基于此原理分析

护理专业高仿真模拟教学开展的内部优势与劣势&

以及所面对的外部机遇与挑战&发现高仿真模拟所

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应对之策&以优化护理专业高仿

真模拟教学%

ED护理专业高仿真模拟教学的 :\=L分析

EGCD:&#(0*'.()'优势分析:高仿真模拟教学具有

可重复性&操作性高&可调节性&评价系统客观完善

等优势% 高仿真模拟人可让学生反复操作&增加学

生的动手能力&减轻对护理操作的恐惧&降低对临床

患者的风险% 在学生出现明显错误时&通过反思及

观看回放&有利于增强记忆&避免犯同类错误%

T9ME99G 博士研究表明
+(,

&大多数临床护理的不良

事件是由于实习护士造成的&由于实习护士缺乏沟

通与实践经验等&高仿真模拟教学可较大程度降低

护理临床不良事件的发生%

EGED\&B*-S'*##'劣势分析:高仿真模拟教学占

用大量的人力资源)教育资源及教育经费% 高仿真

模拟教学一般在人数较少的小组内进行&进行时间

较长&占用教师)教室及各项高级仪器时间较长% 高

仿真模拟教学的开展需要高仿真模拟人&该项设备

价格昂贵&需要占用教育经费中的实验器材开支%

王瞡教授研究 +',

显示高仿真模拟教学的仿真性不

够&即便高仿真模拟人在病床上流泪)心梗)呼吸困

难等&学生依然感觉是假人&不能够百分百认真对

待%

EGFD=& &44&0(%'"(A'机遇分析: /中国护理事业

发展规划纲要!!"##.!"#' 年#0中指出"以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为契机&加强护士队伍建设&全面提

高护理服务能力及专业技术水平% 护理专业已迎来

快速发展的春天&国外先进的教学模式及成功经验

推动了我国高仿模拟教学的快速发展&伴随着微课)

慕课及翻转课堂等先进教学模式的快速兴起&我国

护理教育迎来了较好的发展机遇&众多护理专家学

者对教学改革进行了深刻的研究
+Z,

&积极寻求适应

现代中国社会发展需求的护理人才教学模式%

EGHDL&()0*-('威胁分析:高仿真模拟教学对教师

的临床综合能力及临场反应能力要求较高&大部分护

理专业的教师都是从高校的研究生及博士毕业后直

接进入学校任教&缺少护理临床经验&为高仿真模拟

教学带来严重威胁&直接影响教学水平及教学效果%

FD护理专业高仿真模拟教学的策略分析

FGCD:=&:(0*'.()] =44&0(%'"(A'策略:)V策略

基于') jX&V j_(而提出&是对优势与机遇的组

合思考% 根据上文可见护理专业高仿真模拟教学优

势大于劣势&结合护理专业的发展机遇&我国应该依

靠高仿真模拟教学在护理教育中发挥的优势&利用

我国政策的大力支持以及国内外高质量护士需求量

的机遇&借鉴国外先进的教学方法及成功经验推动

我国高仿真模拟教学的迅速发展%

FGED\=&\*-S'*##] =44&0(%'"(A'策略:XV

策略基于'X j)&V j_(而提出&是对劣势与机遇

的组合思考% 针对高仿真模拟教学所占用的人力成

本与教学资源成本较高的问题&学校可与医院相结

合&联合开展高仿真模拟教学&师资与仪器设备共

享&减轻学校压力% 同时增加学生临床见习的机会&

使学生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

FGFD:L&:(0*'.()] L)0*-('策略:)_策略基于

' ) jX&_jV(而提出&是对优势与威胁的组合思

考% 高校护理学院可向外聘请经验丰富的高仿真模

拟教学专家&请专家编写符合自己学校实际情况的

临床病例&并指导高仿真模拟教学&对高校护理学院

老师进行系统化的培训及高仿真模拟教学预实验&

让教师以学生的角度体验&更加明确自身的不足%

FGHD\L&\*-S'*##] L)0*-('策略:X_策略基

于'X j)&_jV(而提出&是对劣势与威胁的组合

思考% 鼓励加深各院校间的合作&加强高仿真模拟

教学的沟通与交流&有效进行高仿真模拟教学的开

展&共同提高师资队伍水平% 学校可安排骨干教师进

行外出学习或短期培训&有效提高教师的临床综合能

力&为了长远教学目标及教学计划考虑&可安排教师

脱产进行临床工作&积累临床经验&丰富课堂教学%

HD小结

高仿真模拟教学作为护理专业人才培养中普遍

应用的教学方法&本研究运用 )XV_分析法&对护

理专业高仿真模拟教学内部优劣势&及外部所遭遇

的机遇与挑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

同时充分认识了高仿真模拟教学的不足&广大院校

应该根据自己的课程教学目标&不断改革高仿真模

拟教学的内涵和形式&应用理论于实际课堂&达到最

佳的教学效果&培养适应当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需

要的综合型实用护理人才%

&下转第 FI 页'

-$!-第 ! 期:::::::::::::张文熙&等"基于态势分析的护理专业高仿真模拟教学创新性研究



收稿日期!!"#Z %## %!#

基金项目!新乡市社科联项目!!"#Z %!(Z# %

作者简介!范艳香!#$Z! %# &女&河南新乡&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0123"O54ME6O9401237890%

新媒体视域下学校展开家风建设教育的关键点

范艳香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思政部&河南:新乡:;'."""#

摘要":继习近平总书记发表'家风(系列讲话以来&家风建设的重要性不断提高&并成为了社会研究的热点% 学校

展开家风建设不仅是解决不良家风的直接途径&更是奠定社会和谐风气的基础&实现家国幸福文明的关键% 新媒体视

域下&家风建设教育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需要调整基本策略&把握关键点% 结合新媒体特征&提升学校家风建设教育

的水平&推进家风建设教育&无疑对于弘扬传统文化&促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新媒体$学校$家风建设教育$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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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新媒体的崛起源自于现代科技的

不断发展&一方面是智能手机)电脑)平板与移动客

户端等电子智能硬件产品的层出不穷&另一方面是

包括腾讯 aa)微博)微信)[)>&以及博客)飞信等网

络信息传播类软件的不断更新% 在新媒体的作用

下&现代信息传播的渠道不断拓宽&信息更新的频率

不断被刷新% !"#& 年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上&习

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每一位领导干部都要

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

从 !"#; 年至今&'家风(持续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

重要话题% 家风建设教育对于高校学生而言&有着

重要的意义
+#,

% 大学生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源泉&在

学生成长的过程中&家庭教育)家庭影响&会关系到

学生未来的成长&将传递给青年人不同的生活)工作

理念% 甚至这种理念&还会一代代的相传% 新媒体

满足了现代人个性化)多样化与快节奏的生活与工

作信息需求&然而在此背景下&认清学校展开家风建

设教育的关键点&无论是对于优秀家风建设&还是对

社会的和谐发展&都具有历史意义%

CD新媒体视域下学校展开家风建设教育的

重要性

::新媒体概念&源自于美国&是建立于网络技术与

计算机基础上&涵盖媒体软件与硬件在内&以互动性

与数字化为标准&向群众提供丰富多样化与个性化

信息的新一代媒体% 新媒体的广泛特征在美国/连

线0杂志的解释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 在现

代科技下&在该显著特征下&新媒体的概念不断在改

变&新媒体涵盖的内容也不断在增加% 简而言之&新

媒体就是相对于传统媒体的新传播媒介&是基于网

络科技)数字移动科技及多媒体技术所诞生的新媒

体形态&新的体验为大学生营造了一个绿色健康的

网络世界% 新媒体的综合特征&主要表现为三个方

面"其一是传播主体普遍化)日常化% 信息的接收者

也可能是信息的传播者&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新的传

播主体&是信息的发起者)监督者与回应者$其二是

传播形式多样化% 包括博客)微博与微信)各类网站

等&都将成为新媒体的信息发布平台&而用户的智能

手机)电脑和数字电视等&将成为信息的接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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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信息接收与发布平台之间还可以互换角色&在

多元化的传播方式下&强化了信息的趣味性&同时也

实现了信息传播的交互性与主动性$其三是传播内

容丰富化)多元化% 包括文字)图片)影音视频及各

类信息元素&都将成为新媒体的传播信息&告别了传

统新闻信息的文字与图片结合模式&丰富了信息的

内容与信息的多元化呈现% 在新媒体视域下&新闻

传播的内容愈加丰富&特别是在大数据时代&在经济

全球化的时代&国内外的各大焦点事件&都将成为人

们眼中的新闻信息&小到动物新闻)地方新闻&大到

国际新闻)环境灾害新闻等&都能够以声音)图像)文

字或视频等方式&成为信息传播的对象%

所谓家风&也可谓之 '门风(% 一般而言&家风

就是一个家庭或家族代代相传的精神面貌)审美标

准)道德品格与整体气质的家庭文化属性&是家庭成

员共有的文化基因)精神属性与价值共识
+!,

% 家风

属于中性词&可分为良好家风与不良家风两种% 基

于新媒体视域下&不良家风的主要表现为"其一是拜

金主义风靡% 新媒体传播下&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大

学生受大众文化影响&对于金钱与物质利益产生了

深度的迷恋&将追求金钱与物质利益作为最高价值

目标&将社会与家庭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庸俗化的

转换成了金钱与物质的利益关系% 在个人行为准

则)价值观形成的过程中&拜金主义误导了很多青年

人的成长% 在新媒体新闻报告中&屡屡可见类似的

新闻消息$其二是享乐主义盛行% 以微信朋友圈为

例&大学生传播的很多信息&都在透露着其纸醉金迷

的生活理念与生活方式&将个人享乐作为人生目标&

对父母的关心减少&对身边人的关注日益降低% 在

此背景下&极端的个人主义思想日益提升&越来越多

的大学生开始更关注个人利益&并且忽略甚至侵犯

到了他人利益
+.,

$其三是智育主义与盲目攀比% 在

现代教育与社会发展趋势下&越来越多的家长高度

重视学生的智育&反而轻视了学生的德育&过分的纵

容与溺爱造成了诸多不良后果% 在新媒体视域下&

家长之间的相互攀比&学生之间的盲目攀比&直接影

响到了家风建设&甚至影响到了家庭幸福与社会和

谐% 由此可见&不良家风的问题亟需解决&而其有效

途径之一&就是在学校&尤其是高校展开家风建设教

育% 因为即将步入社会的年轻人&也将在未来陆续

组建家庭&所以在此阶段的家风建设教育&不仅会影

响高校学生&甚至还将影响下一代的成长&关系到未

来祖国的发展%

新媒体视域下学校展开家风建设教育的重要

性&主要表现为三大方面"

::第一)新媒体为家风建设创新了方式方法% 为

了使大学生享有一个健康的网络生态坏境&必须加

强对新媒体的运用和监管&建立 '云中家园(&可以

根据学校的需要建立校级)院级和班级'三级(和家

长群数据库&通过数据动态进行管理&把家风融入校

风)院风和班风教育&拓宽思政教育的途径&确保培

养思想)心理健康的新时代大学生%

第二)家风建设是实现家庭幸福的关键
+;,

% 作

为家庭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途径&家风建设教育将

直接关系到家庭精神文明建设与思想道德建设&并

直接影响整个家庭的幸福度% 现代社会背景下&家

庭幸福除了物质幸福之外&更要注重良好的精神条

件与人际关系&即家风建设教育会为家庭带来良好

的家风&确保家庭拥有良好的精神条件与人际关系&

进而确保家庭的真正幸福$

第三)家风建设教育将为社会风气奠定坚实基

础% 如果说家庭就是社会的细胞&那么家庭细胞的

质量&将直接影响社会机体的质量&家风就代表着民

风% 良好的家风能够培养更多具有正能量的青年

人&会在社会风气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中&发

挥出正能量的价值% 所以高校展开家风建设教育&

也将成为建设良好社会风气的关键环节% 习近平总

书记曾讲到&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都要重视

家庭建设)注重家风&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

德&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下一代健

康成长&让每一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与社

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ED新媒体视域下学校展开家风建设教育面

临的挑战

::大学生的成长与发展&离不开家庭的影响% 而

家风的作用&则会有形无形的对学生三观的确立和

道德规范养成&产生一定的影响% 新媒体视域下&学

校展开家风建设教育&正面临着多重的挑战%

EGCD认知高践行难的挑战: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在于知行合

一与行胜于言% 学校展开家风建设教育的关键也在

于此&需要强调践行的作用价值% 然而在日常教育

中&很多学生表示能够知道家风的概念)家风的内

容&以及家风建设与传承的重要性% 但是在实际生

活中&依然还会受到新媒体的影响&受到不良信息的

传播影响% 例如依然在考试中存在作弊抄袭行为&

并且更多的关注个人利益&而忽视了集体利益%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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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道德规范的认知高&然而价值观的践行度低&是目

前家风建设教育的挑战之一
+',

%

EGED家风建设教育内容的挑战:传统社会环境下&

家风作为家庭道德规范的文化形式&可以直接的反

映中国社会经济与政治文化的现状% 然而在新媒体

视域下&现代家风建设在家庭教育中&其内容依然仅

限于伦理道德和价值取向&缺乏内容的革新% 例如

'民主开放)保护环境)崇尚知识(等内容&在学校家

风建设教育中&并没有过多的涉及% 究其根本&是社

会意识的快速发展&但是在教育教学方面却并没有

进行内容的同步更新% 客观而言&因循守旧的家风

建设教育不利于家风的传承与发展% 实现中国梦的

发展进程中&构建现代家风建设教育体系&要符合时

代与国家)社会发展的主题&这样才更有利于提高家

风的生命力%

EGFD未能更好的借助新媒体渠道(形成立德树人的

教育理念:现代高校是传播道德的场所&在教育任

务中&涵盖'立德树人(的教育任务&即应以德为中

心&促进德行的增长&同时传授文化知识% 目前我国

高校内&课堂讲学与校园文化氛围的形成&都是道德

教育的重要渠道% 然而在部分院校&尤其是一些地

方工科院校中&由于专业性更强&所以忽视了对道德

教育的注重&学校文化气息缺乏&素质教育不足&忽

视了学生的综合性成长与发展% 与此同时&在新媒

体视域下&很多学校在家风建设教育中&并没有利用

新媒体的特征&让道德教育成为了形式教育&削弱了

道德践行的基础&不利于学生的道德成长%

FD新媒体视域下学校展开家风建设教育问

题产生的原因

::现代社会新媒体视域下&家风在现代家庭中的

影响力日渐式微% 结合新媒体视域下学校展开家风

建设教育面临的挑战&探究新媒体视域下学校展开

家风建设教育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呈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FGCD新媒体视域下(道德不再成为人生追求(道德

仅仅成为了传统社会以宗法血缘关系的社会基础:

新媒体环境下&社会道德价值系统正在逐渐转变&古

人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在现代社会成为了并不重要的

处世原则% 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与工作方式正在改

变&呈现出复杂化的发展态势% 道德体系成为了维

护商业与人际关系的后台保障力量% 对于高校学子

而言&即现代年轻人更多的愿意投身于新媒体内容

中&不愿意追求传统道德观念&没有将道德作为其最

高的处世原则&而仅仅是作为人际交往的法则%

FGED社会变迁背景下(家庭结构发生了改变:经济

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社会形态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

展呈现出了巨变&从传统复合家庭正在向核心家庭

转变% 简化的现代社会家庭结构&导致家庭成员在

角色地位)观念等方面&均发生了改变% 简而言之&

就是子女在家庭中的功能有所提高&家庭亲子关系

日趋亲密化与平等化% 根据数据显示&目前国内

Z"b的大学生都和父母一起居住&所以学生和父母

的联系更为紧密&关系也日趋平等
+&,

% 家庭结构的

变化&最明显的就是家庭氛围的改变% 在中国传统

社会家国同构文化背景下&家庭关系与血缘关系相

连的家庭结构中&父辈权威始终存在&家规家训是公

认的道德规范标准% 然而在新媒体视域下&家风的

传承被现代社会信息的快速)广泛传播逐渐消解%

客观而言&现代社会的传统家庭道德传承功能&已经

逐渐衰减%

FGFD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大学生受到大众文化的不

利影响:经济全球化发展背景下&借助网络的快速

传播&缔造了文化全球化的发展潮流% 西方文化逐

渐渗透到我国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经济与文化等

领域&并且不断的影响着大学生的思想理念% 在目

前的网络平台上&大量的不良思想与不正确的价值

观&正在侵染大学生的个人利益观和价值观&滋生了

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助长了社会发展的

不正之风% 国家的发展需要先进的思想文化&民族

与社会的发展则更需要正确价值观的引导% 因此&

在现代社会发展潮流中&为了避免西方思想的侵染&

抵制各种腐朽意识对大学生的侵蚀&强化中国经济

实力的同时&要进一步建设强大的精神文明社会&弘

扬民族精神% 但是目前在家风建设教育方面&部分

学生缺乏对家风建设教育的重视&现有的教育体系

也无法迎合文化发展的转变&急需通过创新&把握关

键点&将家风建设教育借助新媒体&渗透到大学生的

日常生活中&深化大学生素质教育&满足学生的好奇

心与新鲜事物接受心理&通过营造和谐的隐性教学

氛围&可以创新地开展家风建设教育工作%

HD新媒体视域下学校展开家风建设教育的

关键点与对策

::纵观学校展开家风建设教育所面临的挑战与问

题原因&可以发现在新媒体视域下&学校展开家风建

设教育的关键点&主要应把握以下几点"

一是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以此来推动家风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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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教育% 面对改革开放以来家庭与社会的改变&大

学生应该懂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要

通过把握关键点&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为家风

建设教育筑牢思想道德基础$二是要弘扬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与中国革命优良家风传统&借助新媒体资

源&推动家风建设教育% 与西方民族不同&中华民族

的发展拥有强烈的宗族观念与思想&这也为家风传

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现代社会背景下&我国依然

拥有诸多家风)家训与家教的资源内容&例如/曾国

藩家书0)/颜氏家训0与 /孔子家语0和 /朱柏庐治

家格言0等许多典籍和家教典范&均可作为学校展

开家风建设教育的借鉴内容%

在此背景下&学校可以采用以下两种方式&开展

家风建设教育"

HGCD新媒体的传播媒介愈加多样化(包括直播平

台)手机微信)微博以及各种校内论坛等:这些都成

为了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以及学校和师生之间的思

想沟通互动平台% 在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家风建设

教育有了新的传播路径与方式&需要学校充分利用%

一方面&可以积极打造校园新媒体平台&拓宽学生思

想沟通的渠道% 通过掌握新媒体的技术与热点区

域&高校要掌握主导性&将新媒体的热门渠道衔接到

校内的各种新媒体资源中&例如建立微信公众号&构

建微博平台与校内论坛等
+(,

% 作为传统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的重要课程&思想道德修养课程与马克思

主义理论课程在教育工作中有着重要性的作用% 而

在新媒体环境下&也需要继续传承对这些优良传统&

发挥这些课程的真实效用% 但是借助网络的帮助&

需要将这些课程以多样化的形式&打造为多媒体的

课件&符合学生的需求&借助网络的优势&将家风建

设教育教学实践现代化% 通过与学生共同分享一些

关于教学课程的网站&利用网络的便捷优势&及时追

踪热点信息&随时关注学术动态的发展&构建理论网

上课堂&将有助于培养高校学生的学术修养及理论

兴趣% 在网站建设过程中&可以考虑开设网上课堂

板块&或随时将理论热点信息放到网站的明显位置&

开办临时网上课堂&通过视频结合理论教学等方式&

开发网上学习与考试系统&组织学生参与网上学习

活动&真正的实现家风建设教育的网络覆盖% 通过

新媒体的互动交流与沟通&建立师生之间相互尊重

与相互平等的伙伴关系&保持学生在交流过程中的

平等性与乐趣&把握家风建设教育的关键点&完成教

育教学任务%

HGED融媒体与微课堂模式:在新媒体的基础上&融

媒体概念的提出&为家风建设教育提供了新的思路&

可以将微信融入其中&通过简易微信群或公众号的

方式&建立家风建设教育的第二课堂&逐渐将家风建

设教育渗透到课堂外% 除了采取校园活动)讲座与

社会实践之外&还可以将微信纳入课堂的教学评估

体系与管理系统中&充分发挥新媒体的粘合作用与

技术功用% 在新媒体视域下&把握家风建设教育的

关键点&创新的开展教育教学策略&不仅有利于吸引

学生的兴趣&而且还能够扩大课堂的外延与内涵&为

弘扬传统文化)助力 '中国梦 ( 开拓新的发展路

径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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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高专教学与资格考试对接的探索与实践

***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教学改革

贺志安! 付毓平! 胡:淼! 张俊丽! 李:恒! 王: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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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临床医学检验技术资格考试是测评能否成为合格专业人才的有效措施&这为检验专业教学指明了以资格

考试为切入点&以行业需求为标准的导向% 在专业教学中围绕'必需)够用(的原则&突出实用性和针对性&从人才培养)

教师队伍建设)实践平台搭建 . 个方面对医学检验专业的教学进行了探索与实践%

关键词":医学检验$资格考试$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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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01DG 1AJBCAJ1DG1IG7FD JBCHI9OCAA29D13JC18B2DE&1889IG2DEJ9JBCHI2D82H3C9O' DC8CAA2J51DG 01AJCI5(&JBCHI18J28132J51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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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制专科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是为基层卫生

医疗机构)医学类实验室培养具备基础医学)临床医

学)医学检验等方面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动手能

力强)能独立工作的实用技术型人才% 医学检验技

士资格考试是评估是否能成为合格专业人才的重要

途径&考试内容分基础知识)相关专业知识)专业知

识)专业实践能力 ; 个科目% 只有考试通过&获得资

格证书方可到各级医疗卫生系统的检验部门上岗工

作.即具备岗位的胜任力% 资格考试大纲是国家组

织临床专家依据当前行业的需求和发展制定的基本

要求&资格考试通过率能比较直观的反映检验专业

教育教学质量% 作为医学检验专业人才培养者的专

业院系&必须按照资格考试的标准要求培养人才&注

重学生能力的培养&以提高岗位胜任力&增强核心竞

争力%

CD医学检验专业教学现状

CGCD人才培养与行业需求不完全匹配)与岗位任职

不契合:调研发现&传统的人才培养难以完全适应

行业发展...检验技士的上岗需求&学校专业教育

面临滞后临床&与临床实践脱节问题&未完全突出其

实用性和针对性&主要表现在人才培养与岗位需求

有一定距离&如课程设置不合理)主干课程与基础课

程存在交叉现象&主干课程学时与历年资格考试真

题所占百分比不协调&教学内容与临床脱节&教学大

纲与资格考试大纲不一致&在校考核形式与资格考

试形式未完全接轨%

CGED$双师型%教学团队建设亟待进一步提高:由

于种种原因&有的教师'双师型(流于形式&仅仅是

'考证能力(的体现&而缺乏临床实践经验及专业实

践教学的培训$专任教师队伍较年轻&临床实践动手

能力较弱&缺乏深入一线的工作经历&对专业核心技

能的理解不透彻&对岗位的需求不十分清楚&造成一

定程度上教学的盲目性
+#,

&致使教学不能与临床实

际紧密结合)与行业需求不一致$兼职教师是根据课

程任务的需求临时聘请&只完成基本的教学任务&导

致对兼职教师的教学效果难以做到有效管理%

CGFD学生对知识的掌握仅仅停留在表面(应变能力

差:学生课堂参与热情不高&学习上依赖性强&积极

性和主动性差&专业基础知识薄弱)机械性学习&缺

-;.-

:

第 ! 期

!"#$ 年 $ 月
::::::::::

大健康教育与研究

S90HICBCDA2PCTC13JB /GK81J29D 1DG UCAC1I8B

::::::::::

>97!

)CH7!"#$

:



乏标准化的实践技能追求)动手实践机会少&对知识

的掌握仅仅停留在表面&活学活用能力差)不会举一

反三&致使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实践操作技

能不足&工作适应周期偏长&以及综合能力和职业素

质不足%

ED医学检验专业的教学改革思路

上述专业教学与学生就业问题的主要原因"一

是由于本科教学的惯性&对专科专业教育定位把握

不准&未充分体现卫生职业教育教学的 '必需)够

用(原则$二是缺乏深入行业进行调研&对国家临床

检验技士资格考试大纲未深入学习&专业教学不能

突出其实用性和针对性$三是对'双师型(教师队伍

建设理解不到位&专任教师缺乏深入的临床检验锻

炼&对临床检验的相关知识)技能)职业素养等理解

不深&认识不透&而兼职教师只为完成教学任务&对

专业建设和课程的开发参与不够积极$四是学生实

践锻炼机会少&不能把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

针对以上原因我们组织专任教师深入医院和医学检

验所进行广泛调研&邀请校内外专家修订人才培养

方案% 实施人才培养方案)教师队伍建设)实践平台

搭建三个方面改革% 重视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

的理念&落实'三个对接("一是结合现代医学发展

的特点&与行业需求对接$二是将课程内容与检验的

职业标准对接$三是将教学过程与临床的检验过程

对接% 使原来教学过程过分强调知识的系统性&忽

视知识的实用性和职业性)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差及实践技能差)专业基础知识薄弱等问题得

到明显改善%

FD医学检验专业具体的改革措施与实践成

效

FGCD紧贴行业需求的人才培养方案

FGCGCD调整优化主干课程:对于主干课程与基础

课程重复部分进行整合优化&根据行业发展需求增

加了/检验仪器分析0课程&还开设了 !Z 学时的技

能实验课$在检验'工程师(方向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中&毕业实习除检验专业 !( 周实习外&还安排了 !'

周的仪器设备维修实习%

FGCGED修订教学大纲:在以行业发展确定培养方

案后&依据国家资格考试/临床医学检验技术!士#

考试大纲0

+!,

及临床检验行业需求修订教学大纲&

确定课程教学内容&将资格考试中的考点作为专业

教学中的重点% 例如临床检验基础作为检验专业教

学的主干课程&知识点多且零碎&通过对往年资格考

试大纲及真题分析研究&多次修订了课程教学大纲%

据统计&近三年资格考试真题占教学大纲的 #""b&

实现了教学大纲对资格考试内容的全覆盖%

FGCGFD考试考核与资格考试深度对接:考试考核

不仅只有原来的期末理论和实验考试两部分的终结

性评价考核&还按照新的教学大纲&将有关内容和历

年资格考试真题传至校园网上&增加了线上的自主

学习与自主考核$增加了以技能大赛为载体的实践

技能考核% 以上一系列考核&模拟国家临床医学检

验资格考试内容)深度进行&使学生提前进入资格考

试的模拟%

FGED打造一支$技术过硬)一专多能%的高素质$双

师型%教师队伍

FGEGCD提高$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基本要求:专任

教师要同时具备高校教师资格证和临床医学检验技

师资格证$承担专业课程教学的'双师型(教师的比

例要大于 Z"b以上$外聘教师胜任专业教学的专业

技能要强)专业水平要高)职业素养要好)稳定性

要长%

FGEGED大力推进$挂职锻炼%(专任教师$走出去%

D即专任教师每年必须利用寒暑假到校企合作单

位)医院检验科等地挂职锻炼 # %. 个月进行临床技

能培养&深入学习岗位所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学习

行业标准与进展&特别重视对国家检验资格技能考

试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再认识)再把握&将所学知识融

于教学&其效果更明确&方向感更强&真正实现 '岗

位需要什么 (& '学生就要学什么 (& '教师就会教

什么(%

FGEGFD坚持从医院和企业聘请高层次人才(将校外

的优秀教师$请进来%D即固定聘用医院和企业热

心教学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担任兼职教师&让他们

全程参与专业建设)培养方案的制定)课程的优化和

开发&既可以使教学更贴近行业发展&贴近社会需

求&又可以对校内专任教师起到'传)帮)带(的指导

作用&促进专任教师实践能力和专业技术应用能力

的提高%

FGFD突出实用性和针对性的实践教学改革D

FGFGCD在实践教学中重视教学方法)手段)模式的

改革(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D将传

统教学法与案例式教学)_?,!_C10%?1ACG ,C1@

I2DE#教学)线上教学等有机结合&实施翻转课堂与

微课制作等互动式的教学&将以教师教为主的传统

教学模式&转化为学生主动学习为主)教师为辅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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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教学模式&培养了学生团队协作意识&提高了学生

信息检索能力和自主)积极学习能力
+.,

%

FGFGED坚持实验室开放(突出实践技能的培养D资

格考试对实践教学的导向作用日益明显&我们实验

室结合国家检验资格考试&遴选出检验专业十大核

心技术&编制成常用检验技术 )Vd! )J1DG1IG VHCI1@

J29D dI98CGKIC#教材&并和企业联合&以技能大赛的

形式进一步提高师生的专业实践能力&形成 '以赛

促学)以赛促教)以赛促改(的教学氛围%

FGFGFD携手育人(订单式培养:实施校企合作是实

现产学结合的重要途径&目前&医学检验所...独立

实验室是国家近年来大力发展的第三方检验实验

室&与其结合是确保医学检验专业教育教学更贴近

行业)贴近社会需求)满足受教育者需求)促进学校

焕发生机和活力的有效途径
+;,

% 目前新乡医学院

三全学院已经与七家医学检验所进行全方位的合

作&以'订单班(和'冠名班(为加快实用技术型人才

的培养&尤其为新分流的医学检验'工程师(方向复

合型人才的培养奠定了良好基础% 企业顶岗实习与

传统实习相比&对学生独当一面能力的锻炼起很大

作用&校企双方通过共建实训基地的模式以企业运

作为主&校企共建实训基地&实现资源共享
+' %&,

&达

到了学校)学生)企业)社会四方共赢&真正体现了学

有所教)学有所用)学有所去%

经过改革&学生普遍认为以上举措有利于专业

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提高&如同学们公

认最难的血液学检验&三位抽签选手参加 !"#Z 年全

国卫生职业院校检验技能大赛&形态学成绩平均分

为 $&7('&学生对毕业后资格考试信心倍增&!"#& 届

毕业生临床医学检验技士资格考试一次通过率为

Z(7#Zb&较往年有显著提高$实习单位对我院学生

的专业理论知识)专业技能操作)临床思维能力)解

决问题能力)职业素质等专业技能方面都给予充分

肯定和认可$用人单位对我院毕业生良好的医德医

风和端正的工作态度)较好的团结协作和奉献精神

等综合素质的满意度达 #""b% 提高教学质量是学

校永恒的主题&坚持'以生为本(&持续深入改革&丰

富改革内涵&是专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为用人

单位输送理论知识扎实)基本功过硬)实践能力较

强)综合素质较高的医学检验人才是专业教学之责%

::参考文献
"

+#,:谭敏&涂冰&王宪庆&等7高职'双师型(教学团队建设的探索与

实践+*,7卫生职业教育&!"#&&.;!!;# "' %(7

+!,:全国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专家委员会7全国卫生专业技术

资格考试指导 %临床医学检验技术!士# +[,7北京"人民卫生

出版社&!"#("(#' %((;7

+.,:张慧7论 d?,教学模式在医学检验教育应用中的探索+*,7中

国卫生产业&!"#(&#;!..# "Z( %ZZ7

+;,:胡淼&马晓娟&马亚琼&等7应用技术型大学校企联合培养检验

技术人才的探索与实践 +*,7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 & # "

.$ %;"7

+',:史晶晶&时博&韩永光&等7中药生产企业作为中药专业实习实

训基地的评价与实践...以河南中医学院中药专业为例+*,7

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 %.!7

+&,:孙金霞&杨李&吴芹&等7高职医学检验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实

践探索+*,7医学理论与实践&!"#&&!$!!;# ".;.. %.;.'7

!责任编辑!杨翠苹#

&上接第 ER 页'

::参考文献
"

+#,:=CMCIA93G [&_A8B1DDCD W7)20K31J29D 2D DKIA2DEHI18J28C"JBC20@

H18J9D H1J2CDJ81IC7+*,7VD32DC*9KID139OFAAKCA2D >KIA2DE&

!"#.&#Z!!# "#$ %!!7

+!,:张志芳&蒋银芬&王蓓7模拟教学在护理教育中的应用进展

+*,7现代护理&!""(&#.!;# ".(Z %.($

+.,:邓菲菲&邓辉7高仿真模拟教学法对高职护生护理岗位胜任力

及评判性思维能力的影响 +*,7护理研究& !"#(& .# ! .. # "

;#$Z %;!"#7

+;,:王瞡&王自盼&岳树锦&陈志琦&李玉&张润节&唐云跃7我国高仿

真情景模拟护理课程教学设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7护理学

报&!"#Z&!'!!!# "## %#'7

+',:王自盼&王瞡&李玉&陈志琦&岳树锦&苏春香7护理课程高仿真

情境模拟教学评价的研究进展 +*,7中华护理教育&!"#Z&#'

!$# "&$Z %("!7

+&,:董玉青7'互联网 c(如何助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基于

)XV_分析视角+*,7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 "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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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实训课程改革的创新创业教育研究

王正兴! 郭金磊! 曹璐莹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医学工程学院医学仪器教研室&河南:新乡:;'."""#

摘要":创新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衡量人才的标准之一% 而高校是人才培养的主要基地&特别是对于应用技术大

学&若要增强学校的核心竞争力&提高毕业生的创业就业能力&就必须进行创新创业教育% 其中通过实训课程对学生创

新创业能力的培养是一个有效的途径% 作者提出对实训课程进行改革&对学生进行分阶段)分层次的创新创业能力的

培养&分阶段进行不同形式的培养&使能力逐步提高&同时增大创新性实验的比重&加强企业所扮演的校色&提升教师

'双师型(能力&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

关键词":实训课程改革$创新创业$创业认知$'双师型(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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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陆续推出很多创新创业的文件及

优惠政策&在政策的号召下全国各地也相继出现大

量的创新创业新形态&且各地的高新区成为创新创

业的核心载体&使我国创新创业生态体系逐步优化%

在这样的形式下&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必须注

重对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 青年的未来即国家

的未来&国家政策要求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十九

大报告中提出&构建创新型社会&改革目前的经济形

式&未来社会的经济动力来源于社会的创新能力%

同时创新创业能力是当代社会衡量人才的重要标准

之一&因此&培养高校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显得尤为重

要% 此外学生的创新创业可以缓解大学毕业生就业

的压力&特别是在当代国家经济转型的今天&人工智

能的潮流&'新工科(的出现&企事业单位对毕业生

能力的要求有了很大变化&要求毕业生适应当前的

形式&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

力&因此高校必须开展学生的创新创业教育&提高学

生的创造力%

CD目前创新创业教育的现状

高校是人才培养的摇篮&是创新性人才的发源

地&是向社会推送高素质人才的强有力保证&因此&

在高校推行创新创业教育&是国家和社会对高校的

基本要求&是推动社会发展和国家经济转型的根本

保证&也是高校必须承担的责任% 我国的创新创业

教育已经进入成熟期&但各高校在实施过程中均或

多或少存在一定的不足&总结归纳一下几点
+#,

"

!

传统的课程体系不是以学生为主体&抑制了创新能

力的发展$且部分领导认为创新创业教育与传统的

高等教育不协调&会打乱正常的教学秩序$

"

学校着

眼于一些表面的成绩&学生为了获得 '成绩(而创

新&忽略了对学生的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的教育&

创新的积极性差$

#

注重知识和经验的灌输&而忽略

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及创新创业的引导和创造能力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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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注重过程&而忽略了反馈和统计环节$

$

学科

差异较大&注重理工类专业&忽略人文社科类专业$

师生关系不平等&制约了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

以上这些问题&高校要在创新创业教育过程中逐步

克服% 为此&本课题提出在应用技术大学对实训课

程进行改革&可以弥补上述存在的一些问题&提高学

生的创新创业能力%

ED实训课程改革方案

为了不使创新创业教育流于表面化&本课题对

实训课程的改革将会贯穿整个大学的学习过程% 让

学生完全参与到实践的创新创业过程中去&亲身体

会过程&以学生为实践的主体&提高创新创业能力%

具体改革内容和改革目标均围绕实训课程的改革&

以提高学生创新创业能力为最终目标% 首先&对于

刚入校的新生&让其明白专业特性及本专业在社会

上的影响力&增加专业归属感&安排学生到医院)公

司进行参观学习&扩大其视野$其次&对于大学二)三

年级的学生&要加大其对创新创业的认识&在实训课

程中加入创新实验环节&再次安排学生进入公司)医

院&深入了解医院的需求)公司产品的创新点&并由

公司总经理亲身讲解其创业历程&把创新创业的观

念深入学生内心$再次&四年级学生的实习环节中&

应该采用双师制&在教师和实习基地工程师的共同

教导下&进行创新创业能力的落实$最后&在大学生

毕业设计环节&增加其与医院)公司的交流&让其明

白创新创业的源泉来自生活&自行提出创新的毕业

设计课题&教师则从旁指导&让学生亲身经历创新创

业过程%

EGCD实训课程的时间安排:大学一年级学习阶段"

视野拓展)创新创业认知阶段
+!,

% 刚进入大学&该

阶段的学生还处于懵懂状态% 因此&必须对学生进

行引导&通过学业导师对学生进行专业学习的指导&

让其了解专业内容以及运用这些知识能够做什么$

通过进入相对应的企事业单位进行参观学习&扩大

学生的视野&让学生明白本专业是干什么的以及毕

业去向% 同时&在参观学习期间&学习企业文化和企

业的创业过程&了解企业产品的创新点&埋下创新创

业的萌芽%

二)三年级学习阶段"创新创业素质提升)实践

阶段% 一年级是通识教育阶段&二)三年级是专业知

识学习阶段&通过该阶段的学习&已经能够基本掌握

本专业的基础知识&然后通过实践环节&提升自身的

专业技能% 该阶段的实践以专业实验和实训为主&

通过大量的基础实验来夯实根本&通过创新性和综

合性实验来提高专业素养&通过专业实训来提升专

业创新能力%

四年级学习阶段"自主创新创业阶段% 进入实

习和毕业设计学习阶段&通过进入企事业单位实习&

首先了解岗位工作&为毕业后工作奠定基础&其次了

解学生的需求&需求就是创新的根源&也是创新的动

力和方向% 在实习阶段采用双导师制&学校导师进

行理论知识的指导&实习单位工程师进行实际的工

程指导&以此来全面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最后毕

业设计环节&由学生在实习阶段了解到的企业需求&

提出相应的解决问题的方案&由此来作为他们毕业

设计的题目&亲身经历创新的过程&而教师只是从旁

指导%

EGED实训课程的内容安排:目前大部分的实训内

容因循守旧&缺乏创新点&实验课程大部分以验证性

实验为主&这样的实训课程很难提高学生的创新创

业能力% 因此&作者提出应该对实训内容进行改革%

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实践教学模块应该包含"创新性

实验比重较大的实验教学模块)校企合作下校内实

训基地和校外实训基地相配合的实训教学模块)采

用'双导师制(的实习教学模块
+.,

% 首先&基础实验

教学体系主要由验证性实验)综合性实验和创新性

实验组成&改革的重点应该降低验证性实验所占的

比重&只占总数的 ;"b&增加综合性和创新性的实

验项目&这样既巩固了学生的专业基础知识&又引导

了学生创新思维的发展$同时还应改革常规实验教

学模式&尝试采用一些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如

项目式教学)d?,!dI9M3C0%?1ACG ,C1ID2DE&简称

d?,&也称作问题式学习#教学)雨课堂教学等等$其

次&改革实训内容&使实训内容更加贴合实际&可以

通过校企合作平台&采用'学校 c企业(的人才培养

模式&实训内容可以来自企业和学校&可以采用校内

实训平台与校外实训基地相配合)校内教师理论指

导与校外工程技术人员实践指导相结合的方式&联

合培养提高学生的专业操作能力和创新创造能力%

在实施过程中应做到 '五个对接("专业与产业对

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师与技师对接)教

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对接&

使实训内容更具专业性)实用性和创新性% 再次&实

习阶段是创新创业能力升高的关键阶段&是实现学

校与企业对接)学生与工作对接的阶段&学校应切实

考虑地方区域经济的特点&让学生真正融入到地方

经济中去&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无缝对接%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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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阶段采用双导师制的管理模式&学校导师与企

业导师共同培养&同时双向导师要经常沟通&做到对

学生的全面了解&并积极记录好学生的反馈信息&有

针对性的对学生能力进行专业的指导&全面的提高

学生的专业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 最后&毕业设计

则是创新创业能力的一次完整的体现% 毕业设计的

题目应该由学生深入企业)医院&了解实际中存在的

问题&那么问题的解决方法就是学生毕业设计的内

容%

EGFD实训课程的教师安排:实训课程的教师应该

是'双师型(教师&他们具有较高的理论知识&且还

具备较强的实践操作能力&在这样的教师的带领下&

才会给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提升提供全方位的指

导&因此&高校必须做好对 '双师型(教师的培养%

一方面&学校教师深入到校企合作单位中去&不仅仅

是挂职锻炼&而是要全面了解企业的文化)管理)研

究)销售等等&做到与企业零距离的接触&方能提高

自身的专业技能&促进产学研的结合$另一方面&在

各专业设置企业订单班&聘任企业工程师到学校任

教&把他们的工程技能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带给

学生和老师&既可以解决学校师资紧缺的问题&又可

以增进教师与工程的交流&真正实现校企联动机制&

连通岗位&重构课堂&双师共育&做到教师 '双师

型()学生'双导师制(&更好地为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的提升提供服务
+;,

%

EGHD实训课程的课余安排:大学课余时间非常充

足&很多的利用课余时间对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提

高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中社团)竞赛)科研项目

等均是很好的锻炼平台%

鼓励学生成立或参加社团% 社团是高校的特

色&社团可以补充学校创新创业教学的短缺% 社团

成员往往来自不同的专业&要做好一个课题需要成

员之间的相互协作&能够提高学生的团队协作能$社

团活动大部分来源于实践&学生能够把专业知识运

用到实践中去&能够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社团是一

个自由发挥的平台&学生通过社团的锻炼&能够提高

自身的自主创业和创新能力
+',

%

鼓励和组织学生参加竞赛&建立完善的学科竞

赛体系% 把学科竞赛放入到人才培养方案中去&引

导)组织学生主动参与)大胆创新&并对有价值的创

新项目进行产品孵化% 首先&学校自行组织学科技

能竞赛$其次&学校引导学生参与各层次的社会上的

学科竞赛&如 '全国大学生生物医学工程创新设计

大赛()'挑战杯()'电工电子设计大赛(等&在比赛

中实现创新创业能力的全面提升
+&,

%

鼓励有科研项目的老师&吸引学生参与到科研

项目当中去&这样可以巩固学生的基础知识&还可以

提高学生查阅资料)解决问题的能力&使其在本科学

习阶段就具备一定的科研能力&对创新创业能力的

提高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FD结论

通过全面的实训改革&使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

在不同阶段都具有不同层次)不同程度的提高% 本

课题的实训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各个阶段

之间是环环相接)层层提高的过程% 从时间上来说&

大一是创新创业认知阶段&大二大三是创新创业能

力提高阶段&大四是创新创业能力升华和落实阶段%

从实训内容上来说&参观实训是创新创业的伏笔&创

新性实验)实训是创新创业能力的积累&实习是创新

创业能力的应用&毕业设计则是创新创业能力的完

美体现% 为了使实训改革顺利的执行&学校需要加

大校企合作深度&教师需要达到'双师型(教师的标

准&学生需要具备饱满的参与热情&如此&方可全面

的提升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 当然&改革的推行具

有一定的困难&比如要具备完善实践教学基础条件&

要加强监督和质量监控&要健全实践教学反馈机制&

要建立'双师型(教师标准等等% 因此&实训改革的

实施需要一定的时间&只要坚持以学生为主体的教

育模式&只要为培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目标不变&

则改革一定能够执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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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民办高校党建工作责任制(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落实落细

杨:捷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河南:新乡:;'."""#

摘要":民办高校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承担着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任

务&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历史重任% 新时代背景下切实加强民办高校党的建设工作&直接关乎

学校的办学方向)人才培养质量% 健全落实民办高校党建工作责任制&是推动学校党建各项工作的重要抓手&也是落

实新常态)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求的有力保证%

关键词":民办高校$党建责任制$从严治党

中图分类号"W!&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重要讲

话中&曾多次强调'要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全面推

进各领域基层党建工作(&'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

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 也多次明确要求'要

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要把从严治党责任承

担好)落实好(% 这一系列'管党治党责任(的新观

点)新理念)新论断&不仅丰富了新时代党建工作责任

的内涵&也为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建工作指

明了方向% 作为今后一个时期工作的重中之重&全面

加强民办高校党的建设&健全和落实党建工作责任

制&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效途径&是治党管党的具体

要求&也是实现民办高校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

CD健全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的重要意义

CGCD是强化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新形

势下&党中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既反映

出了新时代对党建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也体现了中

央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 而健全

和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的情况&直接体现了党建工

作是否落实落地和扎实有效&直接决定了党的事业

的兴衰成败和前途命运% 这就需要我们找准党建工

作责任制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健全完善一套职责明

确)任务清晰)指标具体)运转有效)切实可行)保障

到位的运行模式和工作机制&以明责!抓什么#)履

责!怎么抓#)督责!抓到位#的工作思路&真正把党

建工作责任逐级落到实处
+#,

%

CGED是破解党建难题)突破薄弱环节的有效方法:

当前&民办高校的党建工作尤其是基层党支部的工

作中&还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比如大抓

基层)狠抓基层的鲜明导向还未形成&三会一课制度

落实不够到位&组织生活程序不够规范&党建经费保

障不够到位&党建创新的意识和能力不强等问题&这

些问题很大程度都是由于对党建工作责任制认识不

明确)落实不到位)党建工作主体责任追究不到位等

原因造成的% 在工作中我们要坚持问题导向&通过

健全完善党建责任制来破解这些难题&通过解决突

出问题来推动党建工作%

CGFD是推动高校健康发展)培养合格人才的根本保

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

建设&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保证%

民办高校要保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就必须全面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严格履行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充分

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各级

党组织负责人要牢固树立党建工作主业)主体)主责

意识&把党对学校工作的全面领导体现在办学治校

各领域)教育教学各环节)人才培养各方面&为培养

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坚强的思想)

组织)制度)人才保证% 通过健全落实民办高校党建

工作责任制&真正发挥好制度的'紧箍咒(和考核的

'指挥棒(作用&使党建工作各级责任真正做到有章

可循)有法可依)有据可究&促进党建工作走上科学

化)规范化)制度化的良性轨道&从而为学校各项事

业提供坚强的思想)政治和组织保证
+!,

%

ED目前党建责任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EGCD对党建工作责任的认识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党建工作应围绕中心工作&与业务工作相辅相成%

但在民办高校&仍有少数同志对党建工作的重要性

认识还有一定的偏差&一些党组织和负责人缺乏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责任意识% 一些院系)机

关单位负责人还有一定程度的 '重业务)轻党建()

'重行政)轻党建(的思想&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还

存在'两张皮(现象&造成党建工作存在形式化)表

面化)口号式等现象&甚至出现党建工作被虚化)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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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等问题&导致党建工作责任制缺乏有效抓手&各项

任务不能保证落地%

EGED党建工作责任制的内容不够明确:党建工作

责任制的成效&不仅取决于制度体系本身的制定和

完善&更取决于制度的有效执行与落实% 当前党建

工作责任制的内容大多是明确了党委)党总支)党支

部各级党组织的工作责任&总体来说比较宏观% 而

对于哪些是党建责任内容&怎样明确责任&党建主体

责任如何划分)不同责任人的党建责任清单)具体如

何履责)怎样界定履责到位)如何进行责任追究等方

面还没有明确具体的要求% 这样在实际工作中&就

缺乏一定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难以真正落实党建

责任和对责任的科学考核%

EGFD保障措施和保障体系还不到位:一方面&在教

职工党员的考核体系设计上&主要考核其业务工作

水平和能力&而对于党员本身的党性修养)政治理论

学习)参加组织生活等内容&很少有过硬的指标来衡

量和考核&从而使得教职工对党建工作积极主动性

不高&党建责任制的执行大打折扣% 另一方面&对于

民办高校来讲&党建工作经费支出有限&党建场所很

难得到有效保障&使得各级基层党组织开展党员教

育活动的内容及形式也受到限制%

EGHD党务工作者的能力和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民办高校教职工队伍结构整体比较年轻&部分党务

工作者对新形势下落实好党建工作责任制观念不

新)措施不力)标准不高% 尤其是大部分教职工是兼

职从事党务工作&高校在落实其工作待遇)工作津贴

方面还不够到位&造成他们对党建工作不愿投入过

多的时间和精力)参加党建工作学习培训积极主动

性不够)个人的党建业务能力和素质都有待进一步

提高%

EGPD考核评价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一是在评价

内容方面&党建责任制考核评价体系的设计必须围

绕学校的中心工作&党建工作必须实现和业务工作

有效融合
+.,

$二是评价方法方面&要通过定量和定

性相结合)过程和结果相结合&把基层党建工作的成

效考实)考细)考准&客观反映党建工作的真实水平$

三是评价主体方面&要充分听取广大党员和群众的

意见建议&把党员和群众对基础党组织的满意度作

为考核评价的重要指标%

FD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构建基层党建

$全链条%责任体系

FGCD加强思想建设(强化各级党组织负责人的使命

意识)责任意识:增强管党治党的责任意识是落实

全面从严治党责任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保证% 要把管

党治党责任意识教育作为各级党组织负责人)基层

党务工作者)党支部书记培训的重要内容% 结合当

前全党上下正在进行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活动&通过理想信念教育以及各种党性锻炼实

践&引导各级党组织负责人坚定政治定力&提升政治

站位&自觉把党的建设工作与服务大局)中心工作紧

密结合起来&不断增强'四个意识(&种好党建'责任

田(&好抓主阵地%

FGED加强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党建责任制工作内容

:要健全完善党建工作责任体系&必须科学界定党

委)党总支)党支部不同层级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工

作的不同任务&进一步明确三级党组织具体责任&建

立党建责任清单&重点解决职责范围不清晰的关键

问题% 要进一步细化集体责任)第一责任)分管责任

和具体责任&建立完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目标考

核体系&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党委职

能部门和各级党组织具体负责的工作格局
+;,

%

FGFD加强机制建设(强化党建责任监督考核与评价

问责:加强监督考核是保证党建责任制落实到位的

重要手段&高校要不断完善系统全面)权责统一)便

于操作的考核评价体系&实现党建责任制运行的持

续发力)良性循环% 要不断优化考核方式&注重日常

管理和监督考核&完善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党建述职

评议制度&并将各级党组织负责人抓党建工作考核

情况纳入党员领导干部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
+',

%

要建立完善问责机制&对于不认真履行党建责任的

负责人要敢于提醒)批评)处分)追究&推动管党治党

工作从宽松软走到严紧实%

FGHD加强队伍建设(强化基层党建工作保障力度:

在党务工作队伍建设方面&各基层党组织要有专职

党务工作人员&如配备专职党总支书记)组织员)党

务专干等% 要落实党务工作者职级待遇&将党建任

务纳入个人工作量进行考核评价&并在岗位交流)提

拔中予以关注&解决其后顾之忧&让党务工作者价值

得到体现&工作得到认可% 要高度重视党务干部培

训&提高基层党务干部业务能力水平&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能力向基层延伸% 在基础保障方面&对党建工

作要有专门经费&保证党员管理)教育)培训等经费

支出$要加强党员活动室建设&使之成为高校基层党

组织加强党员教育管理)规范党组织建设和党员进

行党性锻炼)加强党性修养的重要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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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高校新闻宣传工作的思维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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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媒体时代&高校新闻宣传工作要提高'四力(&工作思维必须转型% 具体而言&'作者思维(转向'读者思

维(&'局部思维(转向'大局思维(&'宣传思维(转向'品牌思维(&'传统媒体思维(转向'新媒体思维(%

关键词":新时代$高校新闻$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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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媒体传播格局产生了深刻变革&新媒体成

为新闻传播的主渠道&媒介融合成为传播的趋势和

潮流%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正确舆论导向&

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

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新时代背景下&高校

新闻宣传工作要提高'四力(&工作思维必须转型%

具体而言&转型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CD$作者思维%转向$读者思维%

高校新闻普遍存在可读性不强的问题% 主要原

因是新闻采写者固守'作者思维(&以完成任务为导

向&以领导级别判断新闻价值&以个人喜好取舍事实

材料等&很少考虑宣传效果% 在 '作者思维(主导

下&新闻的行政化倾向突出&领导讲话)会议内容占

据大量篇幅&而作为教育活动的主体的教师和学生&

在报道中被忽视和淡化$采写者沉浸在个人的世界

里&忽视了新闻的'大众传播(属性&不顾及受众的

体验和感受%

传播学研究发现&受众面对海量信息时&呈现出

'选择性注意(的特点&即只注意自己感兴趣的内

容% 读者对新闻没有兴趣&不阅读是无效传播$阅读

时间过短&是低效传播% 所以&吸引读者阅读是新闻

宣传的第一要务%

CGCD找到读者的兴趣点:读者是新闻价值的最终

鉴定者% 策划新闻活动时&首先认真思考一个问题"

普通老百姓对这件事感兴趣吗1 如果他们感兴趣&

就可能宣传出去$如果他们兴趣不大&说明事件新闻

价值不高&媒体采用的可能性小% 如何衡量这一点

呢1 媒体记者提出一个办法"先把这件事告诉自己

的家人和朋友&询问他们是否感兴趣% 如果他们听

了感觉很新奇&想进一步了解详情&可能是好的新闻

点%

高校新闻工作者要与时代'共舞(&关注社会热

点&关注教育领域的新生事物&敏锐捕捉并及时报道

学校的办学特色&展现学生的青春风采)教师的思想

魅力% 高校开展教育创新&发展科学研究&积极服务

社会&大学生自强自立)励志求学)勇于创新)见义勇

为)尊老爱亲&校园里的各种新鲜事等都可以成为新

闻报道的主要内容%

CGED抓住读者的注意力:读者都喜欢'看故事(&

喜欢形象生动的文字&普遍对理论不感兴趣% 所以&

建议新闻 $"b以上的篇幅是讲述故事&描写现场&

举鲜活的例子&引用生动的人物话语&在新闻中要避

免说教&少写'目的()'意义()'宗旨()'政治原则(

之类的枯燥语句% 如果想突出事件的意义&也不要

评论&可'借人之口(&让当事人说出来%

采写新闻时&要时刻提醒自己"新闻中有故事

吗1 我的语言生动鲜活吗1 22

新闻报道要以小见大&从事件细微之处着手&通

过感人的动作)话语等细节讲述真实故事% 学校的

新闻/大学生重阳节为父母按摩 双方皆感动落泪0

!!"#'7#"7!# 中国新闻网#用生动感人的细节报道

了多名大学生把父母接到学校一起过重阳节&运用

所学医学专业技能为父母尽孝心的事情&富有感染

力%

对于外宣稿件来说&媒体记者)编辑往往是新闻

的第一个读者&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至关重要% 校媒

工作者要研究不同新闻媒体的信息需求)篇幅长短)

语言风格等&以便学校投递的新闻作品能契合目标

媒体&快速引起他们的注意%

CGFD使用读者喜欢的表达方式:新闻语言要有亲

和力&做到 '说人话(&即多用生活口语&少用书面

语$多用直接引语&少用话语概述% 人物的发言做到

通俗易懂&直抒胸臆&生动风趣&仿佛就在面前说话&

不要让读者感觉被采访的人物是在'念稿子(%

新闻导语要先声夺人&让读者'一见钟情(% 导

语要突出事件的新闻点)趣味性和现场感% 写得生

动逼真&有感情元素&才能引起读者共鸣% 导语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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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形式"故事开头)场景开头)设置悬念)引述人物话

语开头等% 切记新闻的'卖点(一定要前置&否则新

闻价值就湮没无闻了%

叙述方式除传统的'倒金字塔结构(外&可借鉴

/华尔街日报0的写作形式% 即新闻开头从个人化

的视角切入&先讲一个与新闻主题有关的人物故事&

以此引出所要报道的内容&进而一步步展开并深化

新闻主题&最后勾连)呼应开头% 这种写法更显人情

味&可提高新闻的亲切感%

ED$局部思维%转向$大局思维%:新闻媒体是党和

人民的耳目喉舌%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

中强调"要坚持党管媒体&坚持政治家办报)办刊)办

台)办新闻网站&各级各类传播渠道都要坚持党的领

导%

高校新闻工作者报道学校的办学活动&往往

'就事写事(&缺乏典型意义的提炼% 这种只看本校

发展的'局部思维(显得'孤芳自赏(&只有全局思维

才能提升新闻报道的社会价值和指导作用%

EGCD围绕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展工作:高校新

闻工作者要增强政治家办报意识&熟悉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熟悉国家教育制度&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

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增强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

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和国家的政策)

重大会议精神保持一致
+#,

%

新闻工作者要学习研究国家政策)文件&密切关

注党和国家提出的重大方略&积极挖掘)深入报道相

关先进典型% 例如/上海高校学子自发成立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研究会0 !!"#(7

##7& 光明日报#)/兰州大学成立 '一带一路(研究

中心0!!"#Z7#7!# 中国青年报#等新闻&都较好反映

了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在教育领域的贯彻执行情况

和积极影响%

EGED发现学校工作的社会意义:新闻价值的核心

是新闻中包含的社会性&即新闻事实与公众利益相

关联的属性% 高校新闻反映学校的发展战略)教育

特色)成功经验或先进典型&让社会受众了解)支持

学校发展% 从社会价值看&它要有典型性&能引导读

者思考此类事件和人物的社会意义%

揭示新闻事件对社会的影响% 例如&/拨亮心

中的那盏明灯...郑州大学和暨南大学师生'重走

穆青路(0 !!"#(7'7#' 中国教育报#报道郑州大学

穆青研究中心举办的品牌教育活动及社会影响$通

讯/'三个全面(办教育 '双院育人(结硕果0 !!"#(7

#"7!& 河南日报#报道了学校在全省率先建立'书院

c院系(教育新模式并取得良好育人成效的情况%

EGFD报道师生人物的时代精神:校园新闻要紧扣

时代脉搏&积极报道时代先进人物和改革创新精神&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教育事业发展凝聚强

大思想力量&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例如&新闻/退休

教师王天均和他的 ('" 场党课0 !!"#&7(7#Z 濮阳日

报#&讲述了中原油田党校退休教师王天均退休 $

年坚持为各界群众讲党建课的事迹%

EGHD突出事件的区域影响:外宣新闻面对校外受

众&要跳出学校的圈子&站在一个新的高度&从区域

发展全局看待事件的影响和指导意义&要考虑校外

读者看了新闻能有什么启发% /河南首家校园阅读

中心启用0!!"#Z7#7!$ 河南日报#比较适宜在河南

省内报道&/全国首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在人大成立0!!"#(7#"7!' 中国

青年报#&则是站在全国范围看待新闻事件的意义

和影响% 外宣稿件必须保证在媒体辐射区域内有新

闻价值&并适当改变报道角度和口吻%

FD$宣传思维%转向$品牌思维%

很多高校新闻工作者自我意识)行政意识强&缺

乏社会意识)品牌建设及营销意识% 许多新闻作品

内容单一&形式枯燥&缺乏吸引力)感染力% 如果精

心策划&巧妙选题&使新闻活动主题明确&内容充实&

形式新颖&就能成功吸引受众注意&从而塑造学校良

好品牌形象%

FGCD新闻报道要以教师)学生为主角:许多新闻稿

件以领导为中心&喜欢综述会议精神% 其实&校内新

闻的受众主体是普通师生&他们更关注自己身边的

人和事&要以教师)学生为主角% 外宣稿件要格外突

出学生的主角地位&因为学生是教育的真正主体&他

们的成功才是教育的成功&社会读者更关注大学生

们的表现%

新闻工作者要主动寻找)挖掘广大师生的兴趣

点)兴奋点&写师生喜闻乐见的 '民生新闻(% 即使

本单位领导高度重视的会议)政治活动&也要多从师

生的视角采写&反映师生的利益&使新闻'接地气(%

无论新闻稿)图片&都是如此%

例如&/九旬老教授为大学生写'一看就懂(的

高等数学书0!!"#(7(7#" 华商晨报#报道东北大学

退休教师谢绪恺撰写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专业教

材的事迹&/医学院人体解剖'绘图秀( 教授现场选

学员0!!"#&7;7#' 中国新闻网#反映学校基础医学

院采用生动活泼的形式开展专业竞赛活动&师生活

动格外突出&被多家媒体报道%

FGED突出学校的显著特征:新闻宣传要塑造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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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突出学校的典型特征% 新闻稿件中除报道具

体事件外&最好能提及学校的办学理念)办学定位)

办学成就&图片突出学校环境)特色文化)主要建筑

和校名 ,V+V等&哪怕篇幅有限&也要做到'点题(&

因为这些内容是学校的显著特征%

特色专业)品牌专业是学校的主要标签&新闻宣

传一定要有'专业意识(% 医学院的新闻活动&尽量

突出临床医学)药学)护理学)生物技术等相关内容&

照片中的学生可以穿医学生服装&道具)场景)画面

体现医学等专业特点%

FGFD开展品牌建设和事件营销:开学季)毕业季)

招生季)寒暑假及特殊节日)纪念日&寻找学校与社

会热点的结合点&主动去策划一些新闻事件&设计一

些和学校品牌相契合的话题&或是邀请具有社会影

响的人物来校参加活动&引发师生和社会的关注&实

现营销效果&提高学校的知名度)美誉度%

大学生群体喜欢有趣好玩的东西&高校根据宣

传需要&可适机开展事件营销)话题营销)人物营销)

借势营销)体验式营销)自媒体营销)短视频营销等%

选择的题材要突出主题&有亮点和创意&同时是大众

密切关注的&避免学校自娱自乐% 具有创意的新闻

活动&媒体会热衷报道&一旦网络曝光量大&形成广

泛影响&相关品牌就会逐渐树立起来%

HD$传统媒体思维%转向$新媒体思维%

传统媒体式微是不可阻挡的趋势&新媒体传播

具有信息海量)瞬间发布)快速浏览)超级链接)互动

性强等特点&成为多数受众的首选% 新媒体时代&新

闻工作者要头脑灵活&快速反应&综合运用图片)视

频)音乐等素材&采取多种手段&吸引新媒体读者的

注意力%

HGCD要有强烈的$时间观念%:时效性是新闻的本

质属性&新媒体时代&重大新闻 '分秒必争(% 通讯

员在新闻事件发生后要迅速采写)发布稿件&保证新

闻的新鲜度&一般不写'过夜稿(% 遇到有明确议程

的重大新闻&可以提前构思&预写新闻稿&等事件发

生后及时核对)修改&确保无误后第一时间投稿%

新闻活动举办的 '时间节点(很重要% 如果是

围绕节日)纪念日&最好提前一周左右时间举办活

动&这样保证节日前 . 天左右成稿&留给媒体编辑)

审核的时间&他们一般会在当天发布% 新闻稿件中

的时间可表述为'七一前夕()'国庆节前夕()'重阳

节到来之际(等%

活动在一周中什么时间举办合适1 建议活动放

在周一至周四举办&避免周五 f周日举行&因为记者

平时工作忙&周末他们也不愿意处理稿件% 一旦过

了周末&缺少时效性&新闻的价值就大打折扣%

对于时效性不强的重要稿件&可以对导语进行

技术性处理&找到最佳切入口)新闻由头&一般可用

新近发生的与事件紧密关联的素材导入% 例如'某

月某日&记者在某大学看到22( '某月某日&某某

对记者说22(等%

HGED新闻标题要瞬间吸引读者:在新媒体时代&受

众浏览报刊)网络新闻&往往一目十行&如果标题不

醒目&没有吸引力&读者的目光绝不会停留% 所以&

标题一定要简练)生动)有吸引力% 采写过程中要经

常自问"我的标题抓人眼球吗1 如果答案否定&就不

断修改)提炼&只到满意为止%

当前&新闻'标题党(充斥各类新媒体平台% 标

题党往往夸大事实&耸人听闻&低俗煽情&歪曲文意&

误导受众&以赚取点击率% 笔者主张&不做标题党&

要做'标题控($要标新立异&但绝不哗众取宠% 标

题要敢于创新&可适当结合流行热点&或借用古诗

词)网络流行语)流行歌曲)热播影视剧等鲜活的语

言%

HGFD占有丰富素材(添加背景材料:网络传播是多

种信息符号系统的综合传播% 为配合新媒体平台发

布的需求&记者和通讯员除采写稿件外&还要采集与

新闻相关的典型图片)视频)语音及背景资料&必要

时在文中穿插和链接%

新闻图片要有冲击力&多拍突出主题的现场照)

动感照&少用领导照)摆拍照)大合影% 适当添加新

闻背景材料&有助于解释相关概念&解答读者的疑

惑&丰富新闻的内容&增加可读性% 为使新闻准确)

有说服力&采写过程中也可使用问卷调查)数据分

析)图表演示等实证研究手法&使新闻直观形象%

总之&新时代背景下&教育新闻工作者要解放思

想&大胆创新&转变思维模式&打破常规做法&不断出

奇制胜% 时刻想着读者&内容才能引人瞩目$时刻想

着创新&新闻才能'上头条(%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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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势位%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价值与实现

杨翠苹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崇德书院&河南:新乡:;'."""#

摘要":'高势位(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指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信仰)文化基因)思想内核等&它深刻影响着文

化的发展走向)表现形式)话语表达等% 当前我国'高势位(先进文化建设遭到了社会变革)文化转型和西方文化的三重

挑战&面临着文化影响力式微)价值说服力下降等现实困境% 应当通过凝练传统文化精神)弘扬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主

流价值观等方式推动文化创新&推动'高势位(先进文化建设%

关键词":高势位$文化建设$价值

中图分类号"+&;#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动

态的)开放的)发展的文化体系&它以优秀传统精神)

红色革命精神)改革创新精神)辩证唯物主义等为价

值内核&往往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创新文化内容)发

展文化载体)更新文化话语等&特别是在文化多元

化)经济市场化的时代语境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

内容)形式)载体)话语等往往需要不断发展变化&以

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

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也是我们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的重要条件% 为此应当分析和发掘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的价值内核&建构理论位阶高)价值势能高)逻

辑层次高的'高势位(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下简称

先进文化#&以更好地提升先进文化的价值引领力

和思想说服力%

CD$高势位%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价值

'高势位(一词最早是由陈秉公教授提出的&他

以'高势位(意识形态诠释了理论位阶高)价值势能

高)逻辑层次高的社会意识形态&论证了'高势位(

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意义% 所谓 '高势位(先进文

化是指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信仰)文化基因)思

想内核等&它深刻影响着先进文化的发展走向)表现

形式)话语表达等%

CGCD$高势位%先进文化建设决定着先进文化的表

现形式:'高势位(先进文化是具有先进性的思想

文化&它符合了时代发展要求)文化发展规律等&能

够满足公众的文化需要和精神需求$是中华民族传

统文化的精髓&也是民族文化得以传承的血脉所在&

它能够为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无穷的生命活

力$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核&是建构先进文化的理

论根基和哲学依据% 显然&'高势位(先进文化引领

着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总体方向&决定着先进

文化的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具有决定性作用%

CGED$高势位%先进文化建设有利于提升国家文化

软实力:在文化全球化语境下&美国)英国)德国)中

国等大国的文化竞争及意识形态越来越激烈&各国

都期望在文化产业'走出去()文化软实力建设等方

面处于领先地位&以更好地提升本国的核心竞争力%

在这种情况下加强'高势位(先进文化建设就具有

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不仅有利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

力&还可以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促进民族文化独立&

使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体系中始终处于领先地位%

'高势位(先进文化建设有助于凝练中华文化的精

神内核&提升主流价值观)优秀传统文化)改革创新

精神的文化影响力&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竞争力%

党的十九大就提出&应当推进文化创新&提升国家文

化软实力&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话语权% 所以应当

积极培育'高势位(先进文化&以'高势位(先进文化

引领国家文化软实力建构%

CGFD$高势位%先进文化建设能够提高文化产业发

展质量:'高势位(先进文化是思想说服力强)价值

层次高的先进文化&加强'高势位(先进文化建设有

利于提高主流文化的社会影响力&消解利己主义)物

欲主义)自由主义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

% 品高则

人仰之&品低则人抑之% 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

多次强调文化工作者既要志存高远&更应脚踏实地&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贴近大众&关注现实&讲好中国

故事&创作出真正属于时代)属于人民的优秀文化作

品%

-';-

:

第 ! 期

!"#$ 年 $ 月
::::::::::

大健康教育与研究

S90HICBCDA2PCTC13JB /GK81J29D 1DG UCAC1I8B

::::::::::

>97!

)CH7!"#$

:



ED$高势位%先进文化建设的现实挑战

在社会转型)文化多元的社会环境中&主流文化

的地位和作用遭到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不良文化

的严峻挑战&面临着影响力日渐式微的现实困境%

这些不仅影响了当代中国的文化事业建设和文化产

业发展&也给国家的文化安全和文化创新等带来许

多负面影响%

EGCD社会变革所带来的挑战:近些年来中国的经

济结构)社会阶层等发生了深刻变化&比如在市场经

济条件下民营经济快速崛起&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

力量$在工业化进程中农民工队伍日渐成长起来&形

成了庞大的产业工人大军$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

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问题越来越严重&成为制约农

村发展的重要因素% 经济及社会结构的这些变化深

刻影响了社会文化的发展&不仅推动了多元文化的

繁荣发展&也给'高势位(先进文化建设带来许多挑

战% 比如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功利主义)金钱至上)

损人利己)道德冷漠)诚信缺失等开始泛滥&这些给

集体主义)诚实守信)爱国敬业等主流价值观带来许

多挑战&弱化了全社会的价值及文化共识%

EGED文化转型所带来的挑战:当前中国正处在从

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中&自然经济)乡村社会)农

业文明等渐渐解体&传统文化依附的社会环境已经

不复存在&从而带来了传统文化衰落)传统精神式微

等问题% 另一方面&在急剧的文化变革中&与市场经

济)开放社会相适应的价值体系)伦理道德等尚未形

成&从而带来了道德原则混乱)价值信仰失落等问

题&这些直接影响了'高势位(先进文化建设% 比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的共产主义理想)红色革命

精神等丧失了文化语境&与功利化)世俗化的市场经

济文化之间产生了巨大冲突&这种文化冲突带来了

社会道德体系紊乱)公众价值信仰失落等问题% 再

如在文化多元化语境下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地位

遭到了诸多挑战&其意识形态影响力和领导力也有

所下降&这无疑弱化了 '高势位(先进文化的话语

权
+!,

%

EGFD西方文化所带来的挑战:在文化全球化语境

下&国与国之间的价值文化竞争和意识形态冲突日

渐激烈&成为大国竞争的'第二战场(&在这个没有

硝烟的战场上&西方国家加大了对中国的意识形态

渗透&试图以西方的普世价值观消解中国的主流意

识形态&这些直接影响着'高势位(先进文化建构%

比如在中国发展模式这一问题上&许多人都为西方

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所迷惑&将西方模式看作中国发

展的榜样和范例&对中国的先进文化)发展模式等缺

乏自信% 再如面对中国的腐败问题时&许多人都将

其归结为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文化等&将西方的多

党制)议会制等看作解决腐败问题的良方&这些都影

响了'高势位(先进文化建构% 此外&在国际话语体

系中&西方国家始终占据绝对话语权&中国则长期处

于无力发声的境遇&常常遭到西方国家的无端指责)

故意扭曲等&这些也影响着 '高势位(先进文化建

设%

FD$高势位%先进文化建设的实现路径

'高势位(先进文化是当代中国文化的精神内

核&在中国文化发展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对于提

升民族文化活力)国家文化软实力等具有深远影响&

所以应当在凝练传统文化精神)弘扬主流意识形态)

传播主流价值观念中建构'高势位(先进文化%

FGCD凝练传统文化精神:在长期社会实践和文化

创新中&中国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传统文化

精神&这种传统文化精神包含了自强不息)踏实勤

奋)睦邻友好)仁者爱人等价值精神&内蕴了舍家为

国的爱国精神)重义轻利的利益观)和而不同的生活

观)仁者爱人的道德观等&这些都是民族传统文化的

精神内核&也是建设'高势位(先进文化的重要文化

资源% 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

许多负面因素&如保守落后的封建观念)重农轻商的

小农意识)根深蒂固的专制思维等&这些传统文化往

往是落后的)保守的&与市场经济)公民社会等之间

有着较大冲突% 所以在'高势位(先进文化建设中&

应当以一分为二的态度看待中国传统文化&辨析传

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和糟粕之处&对传统文化进行

批判性继承&在传承传统文化中凝练民族文化精神%

比如应当根据开放社会)市场经济的要求凝练传统

精神&以自由民主)开放包容)勇于创新等推动传统

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再如应当大力批判传统宗法思

想)官本位思想)权力至上思维)人治思维等&消解传

统文化中的负面成分和不良因素
+.,

% 实践中&崇德

书院以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重要传统节日为节

点&深挖传统节日文化内涵&精心开展 '我们的节

日(主题教育活动% 如清明&突出缅怀先烈)继承革

命传统$端午&开展舞台剧)经典诵读等主题活动&突

出爱国报国等% 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加强学生

-&;-

::::::::大健康教育与研究:::::::::::::::::::::!"#$ 年 $ 月



对传统文化的感悟和认同&着力引导广大师生认知

传统)尊重传统)继承传统)弘扬传统%

FGED弘扬主流意识形态:上世纪 !" 年代以来马克

思主义就深深嵌入中国社会文化之中&并深深融入

中国的革命实践和建设实践&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文

化的思想内核% 所以应当将马克思主义作为'高势

位(先进文化的理论根基和思想内核&推动马克思

主义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实践)经济建设的深度融合&

将马克思主义打造成'高势位(意识形态% 首先&推

进马克思主义生活化建设% 马克思主义自从传入中

国以后&深深融入了中国文化之中&并一直引领着中

国的革命文化建设&但是在市场经济语境下&马克思

主义遇到了理论说服力下降)思想引领力弱化等问

题&不能很好地引领多元文化的发展% 所以应当根

据时代要求而创新马克思主义&提高马克思主义的

理论说服力% 比如新常态理论)供给侧改革)新发展

理念等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此外&

应当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将马克思主义融

入道德教育)公民意识教育等教育活动中&用马克思

主义指导政策制定)法律建设)民生建设等&提高马

克思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 实践中&崇德书

院确立了 '七彩崇德(育人模式的核心理念&创设

'课程单元(&分别是世界历史文化)中国文史经典

和中国文化传承三个课程单元% 打造以'我们的节

日(为主题的文化活动品牌&实施'书院文化品牌培

育工程(%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抓手&以'我们的

节日(为主体的实践课程为载体&推进思想政治教

育与通识教育的融合&强化课程思政&把思想政治教

育贯穿于教育教学全过程&达到育人(润物无声(的

效果&学生品德明显提升&涌现了一批以杨爽同学为

代表的优秀学子% ' 年来书院学生获国家级荣誉 .$

人次&省级荣誉 ;( 人次$在教学实习和社会实践中&

先后有 ( 人次获得实习单位表扬%

FGFD传播主流价值观念:价值文化是'高势位(先

进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

内容% 所以应当大力推进价值文化建设&不断凝练

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首先&应当用主流价

值观引领形形色色的价值文化&不断提升主流价值

观的文化话语权% 比如应当用公正)诚信)敬业)爱

国等价值观回应利己主义)贪图享乐)贪腐主义等不

良价值文化&不断提高主流价值观的价值引领力%

此外&应当创新价值观教育方式&将互联网平台作为

价值观传播的重要阵地&将沟通对话)交流互动等作

为价值观传播的重要方式&不断提高公众对主流价

值观的价值认同度% 比如可以利用微信)抖音)快手

等自媒体平台开展价值观交流&在交流互动中增加

广大网民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度
+!,

% 实践中&崇德

书院充分运用互联网)新媒体&创新文化传播渠道%

通过建设'网络微课程库(&打造'品牌微活动(&检

验'微思政成果(&建立'微(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新机制&构建书院'# c. c#(文化育人新模式% 此

模式深受学生欢迎&学生参与度极高&!"#( 年参与

人数达到 Z""" 人次&!"#Z 年已突破 # 万人次%

综上所述&建设'高势位(先进文化是当前文化

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

途径% 所以应当在凝练传统文化精神)弘扬主流意

识形态等活动中&不断推动 '高势位(先进文化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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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背景下智能医学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探索

曹璐莹! 陈继超! 李:雨! 郭金磊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医学工程学院&河南:新乡:;'."""#

摘要":在互联网 c医疗背景下&智能医学工程新兴工科专业为满足高端复合人才需求而应运而生% 基于教育思

想大讨论&国家战略发展以及人才培养的内在规律&高等教育是人才培养的重要 基地&如何在新工科建设背景下探索智

能医学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的新模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作者在分析了我国新工科建设背景下&提出了智能医学

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探索&在智能医学工程人才培养中&必须把握新工科内涵&重点关注专业能力的目标达成&同时注重

产教融合发展%

关键词":教育思想$新工科$智能医学工程专业$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7"

::深入学习和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在教育思

想大讨论下&开展新工科新专业的人才培养探索交

流% '新工科(对应的是新兴产业&既是新兴产业的

专业&也包含对传统工科专业的升级改造&更强调注

重学科的实用性)融合性与综合性
+#,

% 教育部在

!"#( 年开启了'新工科(建设规划&形成了'复旦共

识()'天大行动()'北京指南(

+!,

&健康中国已上升

为国家战略&新工科建设在我国高等教育中掀起了

一阵新的改革浪潮% 随着'大健康()'大医疗(产业

时代的到来&'智能医学(的人才培养模式也随之开

启% 然而&目前我国各高校对新工科背景下智能医

学工程专业人才培养认识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在教

育思想下&各高校应正确深入探索新工科背景下智

能医学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为国家和行业培养

符合社会需求的医工结合的高端复合型人才%

CD$新工科%背景下人才培养的新特点

在新科技革命)新产业革命)新经济背景下&新

工科是工程教育改革的重大战略选择&是中国工程

教育发展的新思维)新方式
+.,

% 从高校来说&'新工

科(教育就是针对社会新经济形态)新技术)新产业

的变化&从而推动新型工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来面

向可持续竞争力
+;,

&可从以下 ; 个方面来描述 '新

工科(背景下人才培养模式的新特点&即 '新理

念()'新素质()'新知识()'新方法(%

新理念"新工科建设作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行

动&将协同创新)开放共享的理念融会贯通% 以德树

人&注重多元化发展和多产业融合&培养具有人文素

质和工程能力的创新型高端工程人才%

新素质"在新工科背景下培养的工程人才应该

具备'素养 c知识 c能力(. 种素质&在注重人文素

质培养的同时&加强提升学生综合知识运用能力和

实践创新能力%

新知识"新工科教育模式倡导 '融合创新(

+',

&

只关注现有专业知识的能力培养&缺少其他学科领

域的认知&就无法满足当前和将来社会的需求&具有

新知识)新内容和新体系&才能面向未来%

新方法"'新工科(提倡 V?/!VKJ890CA%M1ACG

/GK8J29D#教育&新的教育导向要求教师不断寻求新

方法和新手段&将教育教学的新方法)新内容融合起

来&才能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

ED智能医学工程专业概况

EGCD智能医学专业的发展状况:智能医学工程是

医)理)工高度交叉融合的新兴学科&按照 '医教研

一体&医理工融合(的建设思路&融合先进的脑认

知)大数据)云计算)机器学习等人工智能及相关领

域工程技术&探索人生命和疾病现象本质及规律%

以患者为中心&以信息为纽带&把临床需求作为出发

点和落脚点&研究人机协同的智能化诊疗方法和临

床应用的新兴交叉学科&布局医学与智能的交叉融

合)转化创新&是未来工程医学发展方向%

智能医学工程强调新兴人工智能技术在医学中

的运用&其应用领域包括医学数据的智能感知)智能

分析和智能决策&其研究内容包括智慧医疗与远程

医疗)智能医学影像和智能诊断)智能医学机器人)

患者为中心的智能健康管理系统)智能药物挖掘与

医学研究等% 主要建设一个跨学科)多元化的教学

和科研平台&促进各学科交叉融合&从而培养出适应

时代发展的复合型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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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ED智能医学工程专业人才需求:人工智能)机器

人)大数据等新技术与医疗健康相关领域的结合越

来越紧密&现代医学模式面临重大改革% 智能医学

正在成为创新驱动医疗健康发展的先导力量&一批

具有学科交叉融合特质)创新与实践能力突出的综

合型医学领军人才被亟需培养&来引领未来医学发

展%

!"#' 年我国'智能医学工程(专业对应的智慧

医疗市场发展规模大约为 !&" 亿&到 !"!" 年年复合

增长率或在 ."b左右&市场规模有望达到约 #"""

亿元% 与海外市场相比&国内各模块都处于扩容阶

段&有巨大的市场空间&全球市场潜在空间超过数千

亿量级&专业人才需求旺盛&人才未来缺口近千万%

EGFD我国智能医学工程专业建设情况:!"#( 年教

育部公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

南开大学)天津大学获批创办全国首个智能方向的

医学类本科专业...'智能医学工程(% !"#Z 年秋

天津大学该专业招收 ." 名本科生&天津大学和天津

医科大学联合培养改该专业拔尖人才&实施跨校

医 %工主辅修培养体系&毕业证由两校签发&授予医

工双学位&成绩优秀者可直接进入本 %硕 %博贯通

式的一体化培养体系&获得医学或工学博士% 同年&

南开大学医学院该专业开学后再次选拔招收 !" 名

本科生&学生毕业将被授予工学学位&' 年内共招收

Z" 人%

!"#Z 年&教育部公布了 !"#Z 年度本科专业申

报名单&有 ( 所高校获批智能医学工程专业&智能医

学工程专业进入蓬勃发展时期%

FD智能医学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的探索

智能医学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是一个需要不断探

索和实践的过程&以下是对智能医学工程专业人才

培养的一些认识%

FGCD智能医学专业对学生要求:瞄准 '健康中国

!"."(对人才更新更高的目标定位与要求&培养服

务于大健康产业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既具备医学

知识)神经科学知识&又要掌握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

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具有医)理)工结合

思维&能够拥有运用前沿工程技术解决医学问题的

能力&成为医工复合型领军人才和医学拔尖创新人

才%

!##具有良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和职业道

德&良好的医德和社会服务意识%

!!#掌握神经工程)脑认知)大数据)云计算)机

器学习等人工智能方面基本知识&能应用于康复工

程领域的能力%

!.#具有创新思维&以人为本&服务医疗的意

识&具备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解决医学领域问题的能

力%

!;#医学)生物学)工程学基础知识扎实&掌握

与智能医学)大数据领域相关的基本理论和技能&具

备较强的知识更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具备设计)开发与应用医疗信息管理系统)

健康互联网)云计算等相关系统的专业知识和工程

能力&服务于人类大健康%

!&#不断开展跨学科)多元化的学习&各学科交

叉融合&适应时代发展的能力%

FGED注重多元化人才培养:高校工程教育培养模

式的复杂多样性取决于新经济产业形态的多样

性
+&,

7智能医学工程专业作为新工科)新医科的交

叉新兴专业&建设模式是多元化的&强调 '医 c工 c

理(相结合多元复合型培养&采用'宽基础)多模式)

强能力)高素质( 的培养模式&培养出高端创新的专

业人才%

!##培养目标多元化% 培养具有扎实的基础理

论)宽厚的专业知识)能应用智能医学工程的理论)

知识)技能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医学上的复杂工程问

题的专业技术人才% 使学生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家国情怀)生态和法治意识)工程职业精神)创新

创业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和终身学习的能力&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

!!#培养内容多元化% 新工科建设是把人文)

自然科学)工程教育融合一起&涵盖文理工各个方面

知识% 打破旧内容)旧知识的约束&建立 '模块化)

弹性化)层次化)多元化(的培养方案&建立'素质教

育 c专业基础 c专业 c-(的培养模式&建立'通识

必修 c通识选修 c专业必修 c专业模块选修(的课

程体系%

!.#培养方法多元化% 建立校内)校企合作机

制&充分利用校内)企业)互联网慕课进行教学资源)

教学环境与师资队伍建设&保障优质课程资源进入

课堂&提升工程技术教学质量&丰富实践创新机会和

高质量交流合作机会%

HD总结

在教育思想大讨论下&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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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是高等教育提出的新要求&智能医学工程建设要

体现医学工学融合发展需求&符合国家发展战略%

高校要不断推进智能工程)医学与教育的深度融合&

引领智能医学领域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技术应用

示范&带动人工智能在医学中的提升% 未来&智能医

学工程如何实现医学工学的交叉融合发展&理清人

才培养中的自身方法)模式)关键技术等的研究以更

好适应医学发展)社会需求的人才&还需要我们深入

思考和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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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B&0S#%在假肢矫形工程专业中的课程改革

李:雨! 袁志篧! 曹璐莹! 郭禹东! 郭金磊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医学工程学院&河南:新乡:;'."""#

摘要":基于教育思想大讨论&结合' )932GL9IRA(在假肢矫形工程专业中的课程内容性质及假肢矫形行业发展需

求&并依据自身教学经历&对本课程的教学模式进行改革探究&以达到具有创新特色的课程体系与方法&并提高学生关

于 )932GL9IRA的学习兴趣&让学生真正参与到教学&进一步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具备更深层的假

肢矫形专业素养%

关键词":教育思想$)932GL9IRA$课程改革

中图分类号"+&;!7"

::假肢矫形工程专业的培养目标是使学生系统掌

握假肢矫形工程专业知识和技能&可以从事假肢矫

形工程及相关的科技开发)设计等工作&依据本专业

特点&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医学工程学院特开设

)932GL9IRA这门课程% 研究表明
+# %!,

&课堂上开展的

传统讲授法已不能较好满足学生能力的培养&不能

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 教育思想大讨论中指出&本

科教育应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加快建设高

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促进大学生

的素质提升&更好回归)服务整个社会
+.,

% 基于教

育思想大讨论的背景&同时为了提高学生应用

)932GL9IRA的三维设计能力&笔者结合假肢矫形行业

对人才的需求和实际的教学实践&对 )932GL9IRA的

教学模式进行深入研究&以达到具有创新特色的课

程体系与方法&提高学生学习 )932GL9IRA的学习兴

趣&让学生真正参与到教学&使其具备更深层的假肢

矫形专业素养%

CD:&6"1B&0S#教学现状及问题

CGCD强调理论(忽视实践:以往的教学模式对教材

依赖较高&讲授的重点多为每个命令的名称以及作

用&进而示范操作% 尽管该教学模式可使学生充分

认识到每个命令的含义&但若学生没有及时巩固练

习&容易遗忘&而即便是学生对每个操作命令都熟稔

于心&由于缺乏对假肢矫形相关设计案例的讲解&学

生也依旧迷茫&最终导致学生可能只是会操作命令&

而不具备对假肢矫形相关产品设计的能力&并欠缺

创新思维的培养%

CGED强调建模(忽视工艺:)932GL9IRA是一款基于

X2DG9LA平台的三维设计软件&它所有的建模均是

基于特征设计&而零件模型的设计是装配体和零件

图生成的基础% 但是若仅仅是掌握了零件建模的设

计方法&而不能与假肢矫形行业进行紧密结合&那么

教学效果也是甚微&甚至可致本门课程的教学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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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为只是零件的建模)装配体的设计)工程图的生

成&而忽视加工工艺)装配工艺等方面的实践讲解&

最终使学生不知怎么联系实际工艺&不懂怎么标注

公差或出现装配错误%

CGFD强调理论(忽略兴趣:传统的授课模式是需要

花费大量的时间给学生讲解人机界面的熟悉与操

作&尽管这种教学模式从教学大纲方面观察面面俱

到&但它没有深入实质&不利于较好培养学生学习

)932GL9IRA这门课程的兴趣&导致部分学生只是来上

课&修完本课程学分即可&而 )932GL9IRA是一门三维

设计课程&是未来从事假肢矫形行业设计工作必需

工具%

CGHD实验课堂效果不佳:理论与实验紧密联系&缺

一不可&并且实验效果如何可直接反映理论授课结

果&甚者实验好坏可直接影响学生后期迈入假肢矫

形行业&从事设计工作效果% 但实际的教学过程中&

会存在理论与实验时间相隔太久或学生态度不端

正&不重视实验课程等问题&使得 )932GL9IRA实验效

果不太理想%

ED基于教育思想大讨论背景(面对问题(提

出整改

::教育思想大讨论指出&人才培养是大学的本质

职能&而本科教育是大学的根和本&故应坚持以本为

本&同时应结合 '四个回归(&即回归常识)回归本

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真正提高大学本科教育质

量% 在教育思想大讨论引领下&笔者对 )932GL9IRA

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整改%

EGCD结合行业需求(建设教学内容:现代假肢矫形

行业需求的一定是具备本行业工程实践能力的强

者&故可以设置 )932GL9IRA的教学内容不仅仅包括

软件各种命令的使用&还应涉及国标规定)制图技巧

等内容&让学生从一开始就以假肢矫形设计为背景&

头脑中形成相关印象&进而开展针对性的学习内容&

促进学生提高 )932GL9IRA在假肢矫形行业方面的实

际操作能力%

EGED开展关于假肢矫形工艺设计内容:目前&市面

上销售的教材多是关于 )932GL9IRA的帮助文档&内

容多数是关于软件操作要领&对该软件在假肢矫形

行业中知识技能的介绍尚属空白% 故我院可在后期

教学工作中开展依据假肢矫形行业设计特点编写相

关教材&融入关于该行业的加工工业内容&并结合前

沿设计加入假肢矫形产品的开发案例和详细设计步

骤&真正培养一批在假肢矫形行业中实践能力强的

人才%

EGFD依据项目建设(培养学生兴趣:由于 )932G@

L9IRA涉及课程知识点复杂&若没有系统的学科知

识&将不利于学生进行灵活应用% 故关于 )932GL9IRA

的课程内容设计还应密切联合挑战杯)技能大赛等

实践项目&同时结合先进的 .W打印技术&充分发挥

在项目实践的驱动下&学生的主动能动性&期间教师

应发挥引导功能&并采取案例教学法)项目教学法等

多种教学方式对精选案例进行详细讲解和示范&对

学生提出具体要求&可以小组讨论&共同设计% 以此

不仅能够高效完成项目任务&还可充分显示学生的

主体地位&大大提高学生对本门课程的学习兴趣%

EGHD强调实验管理(改进教学方法:实验操作对学

生学习 )932GL9IRA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对理论

知识的学习)领悟以及升华的关键% 实验室应加强

相关管理&使理论授课与动手实验两个环节紧密结

合&同时制定教学计划时应提高实验成绩在考核中

的占比&对于学生在上机操作中遇到的困难&教师应

积极引导学生解决&并对共性问题给予及时反馈%

FD结语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假肢矫形工程专业培养方

案开设 )932GL9IRA符合本专业的培养目标以及在

.W打印技术引领下假肢矫形行业的人才需求% 结

合教育思想大讨论相关内容&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

果作为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改变传统教学模

式&进行课堂教学改革&以构建培养学生假肢矫形工

程实践为本位的教学体系&并结合项目驱动式的案

例教学法&提高实验室管理&最终使本专业学生迈入

社会后&经过企业短期培训&达到职业素质和工程能

力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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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视域下护理实践教学中心的建设与思考

王双双! 曹瑾玲! 李枋禨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护理学院实践教学中心&河南:新乡:;'."""#

摘要":产教融合是目前应用型高校发展的重要途径%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护理学院在产教融合大背景下&结合

护理学院实际情况&通过建立仿真医院&搭建多元化护理实践教学平台$开展模拟教学&创设临床情境$构建多层次)模

块化的应用型人才培养实践教学体系$健全实践教学中心管理体制以及加强师资培训&构建'双师型(教师队伍对实践

教学中心进行建设&全面提高护理实践教学质量&为培养应用型护理人才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产教融合&护理学&护理实践教学中心建设

中图分类号"+;Z!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

展%(随后国务院办公厅在印发的/关于深化产教融

合的若干意见0中指出&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

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构建产教融

合发展的大格局% 可见&全面深化产教融合是国家

培养创新型人才和推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迫切

需求和重大方略&也是应用型大学转型升级的必经

之路% 近年来&随着产教融合思想的渗透及办学模

式的快速发展&各高校越发重视实践教学中心的建

设% 护理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实践教学

是护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践教学质量的好

坏直接影响到护理人才的质量&而实验室建设是实

践教学的基础&对应用型护理人才的培养起到至关

重要的作用
+#,

% 基于此&护理学院应在产教融合的

背景下加强对护理实践教学中心的建设&强化护理

实践教学&为培养应用型护理人才夯实基础%

CD护理实验室现状

国内部分护理专业实验室仍然按照二级学科设

置&实验室隶属教研室&管理分散$护理实验室建设

及管理相对落后&与临床软)硬件相差较大&学校教

育与临床实际严重脱节$护理实践教学理念守旧&教

学目标定位不高&将技能操作等同于能力&仅注重单

项护理技能操作&缺少综合性)创新性实验&缺乏对

护生临床思维能力)创新能力等综合素质的培养$实

践教学内容脱离临床&学校只是凭借以往的教学经

验进行人才培养&造成护生进入临床后适应能力较

差&上手较慢)与医院所需人才方向契合度较低&不

能适应千变万化的临床实际情景
+! %.,

%

分析原因主要在于"一是过去我国高校实验室

管理体制一直沿用前苏联模式&即实验室按教学课

程设置并隶属于教研室$二是学校未足够重视实验

室建设$三是过去把护理工作定位于简单的技能操

作&侧重对护士基本技能的培养&从而忽略了对其临

床思维能力)创新能力等综合素质的培养%

ED产教融合视域下护理实践教学中心建设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护理学院立足于产教融合

大背景&结合护理学院实际情况&经过多次调查)研

究和论证&最终确定了护理实践教学中心!下称'中

心(#建设方案%

EGCD建立仿真医院(搭建多元化护理实践教学平台

:高校实验室是从事实验教学或科学研究)生产试

验)技术开发的教学或科研基地&是培养创新型人才

的重要基地&做好实验室建设是办好高校)培养人才

的基础性工作
+;,

% '中心(以能力培养为核心&以培

养应用型护理人才为目标&围绕'厚人文)精技术)

重应用)可持续(的教学理念&将原有结构松散的实

验室进行重新建设&模拟医院真实环境&从护士站到

各个模拟病房的设计完全模拟现代医院环境)设施

和功能&创建贴近临床真实情境的实践教学中心&使

其成为临床缩影&实现学校与临床的无缝隙对接%

'中心(构建了满足临床护理实践需要的 ' 个综合

实训平台&即成人护理实训平台)老年护理实训平

台)母婴护理实训平台)基础护理实训平台)人文护

理实训平台%

EGCGCD成人护理实训平台:整合原临床护理各专

科实验区&将原有结构松散的实验室进行重新建设&

建有治疗室)院前急救室)外科技能训练室)内外科

模拟病房)模拟手术室及 FŜ 等% 该平台开设有内

科护理学)外科护理学)急危重症护理学课程的实训

项目&可进行护理技能综合实训以及实习前的岗前

培训&以夯实护生专科护理操作技能及培养其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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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能力&以更好的适应临床需求%

EGCGED老年护理实训平台:根据社会发展趋势&新

增有老年护理实训平台&建有老年模拟病房)居家养

老病房等&并添置了老年护理实验仪器设备&开设有

老年护理综合实训等实践课程&以培养老年护理人

才&迎合社会需求%

EGCGFD母婴护理实训平台:该平台开设有助产技

能训练室)儿科技能训练室)儿科模拟病房)模拟产

房)母婴同室等实训室&可供护理及助产专业学生进

行儿科)妇产科)产科及母婴保健等课程的专科护理

技能训练%

EGCGHD基础护理实训平台:该平台设有基础护理

学实训室)虚拟静脉注射室)健康评估实训室)心肺

听诊室等&开设有基础护理学)健康评估实验课程&

以进一步夯实护生基本技能操作&培养护生整体观&

更好的适应临床需求%

EGCGPD人文护理实训平台:该平台包括护士人文

修养实训室)心理咨询室)护理研究室)健康教育室)

读书吧等&开设有护理形象礼仪)形体训练)瑜伽)运

动与健康)健康教育等实训课程&在强调护理基本技

能掌握的同时&更加注重护生人文素质培养&加强人

文关怀教育&外塑形象&内塑素质&以提高护生人文

素养%

EGCGID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立涵盖医院与社区

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成为校内实践教学的延伸&通

过临床见习)实习)社会服务等途径培养学生的专业

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

EGED开展模拟教学(创设临床情境:教育部与卫生

部/关于加强医学教育工作)提高医学教育质量的

若干意见0中指出"要重视实践教学&加强医学生实

践能力的培养&积极推进实验内容及模式的改革&提

高学生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

% 传统护理

实践教学多采用教师示教 %分组练习 %学生回示的

形式进行&方法单一&学生参与实验的积极性不高&

同时也不利于临床思维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 为

此&'中心(积极改革实践教学方法&创新实践教学

手段&根据护理学科各门课程特点&制定不同的实践

课程改革方案&建立以护生为主体的实践教学模式&

在各门实践教学课程中广泛开展模拟教学%

对于基础护理实践课程&如基础护理学)健康评

估)护士人文修养)中医护理等&采用情境教学)角色

扮演)病例讨论)d?,教学)模拟实训等多种形式的

中低度模拟教学&在强调护理基本技能掌握的同时&

注重临床思维能力的培养&激发护生学习的积极性)

主动性及创造性% 对于内外妇儿急危重症等专科护

理实践课程&开展高仿真模拟教学% 成立高仿真实

践教学小组&充分利用 )20[1D) )20/ACDJ213) )20@

[90))20>CLM1M5))20M1M5)分娩机转仿真模型)虚

拟静脉注射培训系统)心肺听诊模型 %T1IPC5等高

仿真护理智能模型人等设备&编写符合护生教学目

标的综合性实训指导及案例&开展综合性及创新性

实验&以提高护生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中心(利用各种情境模拟手段&再现临床护理

真实场景&旨在通过不同形式的模拟教学&锻炼护生

综合运用已掌握的护理知识及技能&能够对患者作

出正确的护理评估)诊断和相应的护理措施&提高护

生临床思维能力)应变能力)创新能力)团队合作能

力等%

EGFD构建多层次)模块化的应用型人才培养实践教

学体系:'中心(立足于产教融合背景&以培养护生

实践能力)临床思维和创新思维为目标&将行业要求

与实践教学体系深度对接&根据教学重点&将相互关

联的单一实验项目整合成综合性)设计性实验项目&

构建了'基础护理 %专科护理 %人文护理(. 个模块

的实践教学体系&确立了 '夯实基础)注重应用)培

养能力)鼓励创新(的实验教学指导思想% 各教研

室优选部分实验项目&根据学生理论知识和实验操

作的掌握能力&开发 '技能型 %综合型 %研究设计

型(逐步递进的实验项目&因材施教&提高学生综合

运用理论知识及操作的能力%

EGHD健全实践教学中心管理体制:实践教学中心

建设与管理密不可分&科学的管理模式是提高护理

教学质量)培养应用型护理人才的关键% '中心(实

行'统一管理)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的管理模式&由

教学副院长分管实践教学中心的运行&教学中心主

任整体负责&副主任协助管理日常事务% 这种管理

模式促使本中心能够更加系统地适应护理学科建设

及发展的需要% 从课前物品准备)课后开放练习到

各实验室日常管理以及仪器设备保养)维修)维护

等&安排有专职实验准备人员负责&具体工作责任到

人&从而保证实践教学中心以及仪器设备处于良好

状态&保障实践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 集中管理和

科学运转为实践教学改革以及护理科研的顺利开展

提供了有力保障&有效的促进优质资源整合和共享%

EGPD加强师资培训(构建$双师型%教师队伍:'中

心(一贯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坚持'走出去)引进来(

的师资队伍建设方针% 通过新教师岗前培训)预试

&下转第 IH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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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思想大讨论下医学院校工科专业的教学模式改革

张改改#

! 陈继超#

! 杨清云!

!#7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医学工程学院&河南:新乡:;'."""$!7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教育技术中心&河南:新乡:

;'."""#

摘要":'教育思想大讨论(是近年来各大高校普遍开展的一项集体活动&旨在深入开展研究性教学&提高办学能

力&深入查找问题&是培养优秀技能型人才的重要途径% 本文从多维度入手&对医学类高校工科教育教学现状进行剖

析&为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提出合理的改革方案% 一方面&在教师教学中&完善教学体系&细化课程分类&确定各

课程的授课方法&引进企业技术工程师进行技能授课&提高教师的职业素养与技能$另一方面&提高学生自身职业认知

能力)自学能力)科研能力等&还要充分利用毕业生等学生资源&进一步推进教学改革% 通过'教育思想大讨论(&建立教

师与教师&教师与学生&学生与企业沟通的桥梁&深度融合教学改革理念&为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高素质)强技能人才奠

定基础&更好的服务于临床医学%

关键词":医学工科$教学改革$应用型人才

中图分类号"+&;!7"

::近段时间&'教育思想大讨论(在全国各大高校

进行的如火如荼&为扭转全国高等本科院校传统的

教育思想与教育理念&重点聚焦'培养什么人)如何

培养人)为谁培养人() ' 办什么样的大学)怎样办

好大学(等问题&多次展开深入探讨&找出高等教育

普遍存在的问题&扫除培养当代应用型人才存在的

障碍&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推进落实思想讨论结

果&为社会源源不断的输入高素质)强技能人才
+#,

%

'教育思想大讨论(活动是学校向应用型大学转型

的一面镜子&照镜子可以正衣冠&照镜子可以知美

丑&将办学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问题&从不同角度提取

出来&进行探讨)学习和改进% 作者积极参与了学院

近几个阶段的教育思想学习)讨论&无论是思想领

域&或是在教学领域都得到了极大提高% 讨论不拘

泥于形式&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相互学习)相互

渗透&取长补短)酌盈剂虚&为建立完善的教学体系

不懈努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大讨论(%

CD当前医学类工科培养现状

作为医学院校工科专业的教学工作者&主要目

标是培养为临床医学服务的工科专业学生&如生物

医学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等&一直秉承着'医为工

基础&工为医服务(的教学理念&人才重点输出方向

首先为医院设备科&使学生掌握各类医疗设备的使

用)检测)维修)维护等技能$其次是各大医疗器械公

司&主要从事对医疗设备的设计)开发)销售与售后

服务等工作% 这就要求学生必须具备扎实的基础知

识)深厚的专业素养)熟练的操作技能以适应工作的

需要%

然而在缩减课程学时&为学生减负的大前提下&

既要让学生掌握基本的理论知识&又要培养学生专

业的实操技能&传统的以教师为主体的'灌注式(教

学模式已无法满足当代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学需

求&因此我们这支年轻的教师队伍对教学改革这项

工作一直在摸索中前进&目的就是要寻求一个更加

适应时代发展)适合民族需求的教学体系&翻转课

堂1 雨课堂1 项目式教学1 成果导向教育 !VKJ@

890C%M1ACG /GK81J29D&V?/#教学1 老师们不怕困

难&勇于探索&然而方法不够系统&虽取得一定成绩&

但距离我们的最终目标&还有很远的距离% '教育

思想大讨论(的学习来的恰到好处&老师们与学生

代表齐聚一堂&各抒己见&相互分享)交流改革经验

及取得的成果&针对学生提出的需求&给出相应解决

办法&让很多教师避免在摸索中走弯路% 对基础课)

专业课)实训课等不同性质的课程有针对性的进行

改革&确保方法得当&效果明显
+!,

%

ED医学类工科学生的教学改革策略

EGCD细化课程分类(完善教学体系(定位改革方略

:讨论过程中&部分老师提出修改完善培养方案&删

减部分必要性不大的专业基础课&增加实用性较强

的软件类课程$缩减专业课的理论课时&增加实验学

时与实训课程&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与操作水平%

对于大一)大二年级的专业基础课&如大学物理)工

程制图)微机原理等&要求学生掌握基础理论知识&

为专业课的学习奠定基础&课程的理论性较强&可采

用'雨课堂(教学模式&提高授课的趣味性&加强教

师与学生的互动&实时监控学生的学习情况与掌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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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便于制定下一步教学计划$对于大二)大三年

级的专业课&如模数电)单片机原理)医用传感器等&

学生已大致了解了大学课程的授课模式与教学要

求&可采用翻转课堂)项目式教学等方法&激发学生

自主学习&加强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与掌握$对于大

三)大四年级的专业实验课及实训课&如电子技术课

程设计等&可采用 V?/成果导向教学模式&以培养

目标为导向&以学生为中心&这一阶段学生在掌握宽

厚的专业基础知识的同时&也具备精深的专业理论

知识
+.,

&可以试着让其体验整个产出过程所涉及的

各学科知识&进行知识的分解)糅合&提前了解知识

的运用情况&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以产出导向指引

教学的改革与发展%

EGED加强校企合作(增加学生的职业认知能力:讨

论中进一步确定了学生从入校到毕业 ; 年间的整个

培养计划&明确学生的学习方向与教师的责任目标&

加强学生的职业认知能力% 将实验室划分为 ; 个模

块"基础模块)专业模块)科创平台)实训模块&组织

学生与教师成立'医工研创工作室(&为学生提供科

研平台&令其在校期间就能体验真实的工作环境&锻

炼其操作技能%

在大一年级&组织学生到公司)工厂及医院设备

科参观&使学生带着技术需求投入到学习中去&带领

学生进入项目见习阶段&介绍大学 ; 年课程体系安

排情况&有效治疗'大一入校迷茫症(&使入校新生

有清晰的目标感$在大二年级&在进行专业课学习的

基础上&组织学生参与大学生项目&提高学生的科研

意识&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潜能$在大三年级&学

生已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并具备一定的科研能力&

带领学生进入大学生科创平台&完成各类大学生科

研项目$在大四年级&组织学生在实训模块体验并完

成生产过程&为就业做岗前准备
+;,

%

在校期间要多鼓励并要求学生考取各类职业任

职资格证书&如临床工程师等&同时为学生引进国际

资格证书的考取通道&为学生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

增加砝码%

EGFD跨界融合加强$双师型%教师培养且引进企业

工程师授课:'双师型(教师的培养一直是我系教

师团队努力的目标&在较高的专业素养的基础上加

强教师的技术能力&指派教师到相关企业参观实习&

保证学校的理论知识与企业的技术要求不脱节
+',

%

同时引进企业工程师对相关教师培训或直接给学生

生授课&更加明确企业的技术需求&有的放矢&有利

于学校培养专业的技术人才%

EGHD充分利用线上教学平台(实现资源共享(激发

学生自主学习:在缩减学时的大前提下&线上平台

无疑是教师传授知识的不二选择% 通过线上教学平

台&教师可以上传所有的教学资源&学生自行下载学

习&通过线上考试&检验学生的学习情况&形成评价&

改善教学质量&使得教学形式更加灵活多样%

EGPD搭建优秀毕业生与在校生的桥梁:在讨论中

有老师提出&记录各届毕业生信息&可定期邀请优秀

毕业生返校与学弟学妹交流学习与工作经验&搭建

优秀毕业生与在校生的桥梁&'闻道有先后&术业有

专攻(&他们的宝贵经验将为在校生指点迷津&从思

想上指引其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行动上作为标榜

激励其奋发图强&技术上成为模范指导其出类拔萃&

尤其在学习方面&根据毕业生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在交流中引导学弟学妹有侧重的去学习某些课程与

实践技能&有利于在校生把握当前市场的技术需求

与就业行情
+&,

% 为培养应用型人才提供极大帮助%

FD总结

总之&在医学工程学院开展的 '教育思想大讨

论(中&关于教学改革探讨取得了丰硕成果&从思想

上改变了教师的教学观念&教育体制也在向着适应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求的方向转变&是教育思想的

伟大成果% 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我们还将铆足干

劲&摸爬滚打&不断地进行思想交流)思想革新)模式

探索&让教育事业更健全的发展&让医学类工科学生

更好的助力医学事业&为推动社会进步做出更大的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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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虚拟现实技术的特点以及其在医学教育中的应用&明确虚拟现实技术在康复医学教育中教学现状)提

高教师教学技能及水平)促进学生有效学习的价值并指出其应用前景%

关键词":虚拟现实技术$康复医学$医学教育

中图分类号"+;Z!

::虚拟现实!k2IJK13UC132J5&kU#技术是通过计算

机技术&模拟一种具有真实效果的虚拟环境&将多种

信息结合交互到一起&形成三维动态场景与现实实

体行为结合的模式&提供给人们最真实的感受% 虚

拟技术通过动作传感器将动作转化为计算机数据&

从而和虚拟环境结合% 利用这种形式&现实社会中

已经有大量应用虚拟现实技术与医学相结合&治疗

病人或者在医学教育中应用&作者通过查阅大量文

献&探究虚拟现实技术对于康复医学教学的意义%

CD虚拟现实技术特点及在医学中的应用

虚拟现实 !k2IJK13UC132J5&kU#技术有 '.F(特

征"想象!F01E2D1J29D#)沉浸!F00CIA29D#和交互!FD@

JCI18J29D#% 想象是指 kU技术能够给人们提供一个

广阔的空间&可拓宽我们的思路和认知&把平时难以

在生活中进行的场景或者完全想象的场景扩展处理

给体验者进行投入$沉浸是将体验者放于之前的想

象空间中去&作为主体能够在虚拟的环境中完全进

入&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都能够把虚拟场景认为是真

实世界$交互是指体验者在虚拟世界中与其中的对

象进行操作并及时得到反馈
+#,

% 鉴于以上独特的

优势&体验者能体验真实环境中的操作&从而达到增

强医疗实践能力)提高医学教育效果等目的%

早在 #$&& 年麻省理工学院进行了头盔显示器

的研制&开启 kU技术的研究% #$Z' 年美国国立医

学图书馆开始将 kU技术应用于解剖学&建立了'可

视人(&#$$! 年北卡罗来纳大学开始利用 kU技术

与超声检查结合&kU技术逐渐开始在医学检查中

得到使用% !" 世纪 $" 年代末期&虚拟放射学)虚拟

内窥镜等在相应领域出现&韩国)日本)德国也相继

开启了'可视人(计划
+!,

% 我国在上世纪 Z" 年代开

始将 kU技术应用到航天和军事领域% #$$Z 年北京

医科大学应用 kU技术建立人恒牙三维模型&!"".

年第一军医大学完成国内首例女性虚拟人数据采

集&随后开始逐渐将 kU技术应用于医学领域
+. %;,

%

ED虚拟现实技术特点及在康复医学教育中

的应用价值

::!" 世纪 Z" 年代&虚拟现实技术在美国被引入

课堂教学&其效果也得到相关研究的证实&而在康复

医学教学中的应用研究较少% 我国 '十三五(期间

的教育信息化发展提出明确要求"'要依托信息技

术营造信息化教学环境&促进教学理念)教学模式和

教学内容改革&推进信息技术在日常教学中深入)广

泛应用&适应信息时代对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需

求(

+',

% 我们从以下角度考虑认为 kU技术在康复

医学教学中有广泛的前景%

EGCD缓解实践教学的不足:康复医学是以研究)评

估)解决功能障碍为主要目标的一门实践性)操作性

很强的学科&康复医学专业的学生只有掌握扎实的

康复医学知识&具有独立的判断能力和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才能适应社会对康复医学人才的需

求% 因此&需要在教学中强调提高学生主动性&能将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着重增强其操作能力% 在传

统的医学教学实训中&实际操作很多是在同学之间

互相体验&由于学生没有经过标准化病人训练&造成

真实的体验性下降&学生的练习主动性也受到影响%

另外&目前康复医学实验室教学多是单一技术的单

纯讲解&没有临床的氛围和情景&学生很难将所学的

技能与临床进行结合&即便教师也有一些病例的讲

解&由于过于平铺直叙&形象性差)缺少生动和直观

性&均不利于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随着执业医

师法的出台&医患关系面临新的问题&也给医学实践

教学带来诸多掣肘% 同时&医学生不能通过反复在

病人身上进行操作来提高临床实践能力)且临床实

践具有较大风险等% 临床诊疗能力培养面临较大的

困难&必须寻求有效的实训方法
+&,

% 随着 kU技术

的不断发展&构建虚拟的康复实验教学系统已经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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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可能&由于其能够构建与现实类似的情境&从而有

极大的应用前景%

EGED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传统的教学模式是

教师在讲台上 '讲(&学生在下面 '听(&这种 '填鸭

式(的教学方法已经出现越来越明显的弊端% 学生

难以理解教师所阐述的患者的真实状态&也难以感

知具体的技术要领&很容易导致学生参与性少)主动

性差&学习氛围不浓等现象% 在 kU技术使用下学

生能沉浸到虚拟的环境中&得到 '真实(体验&使得

教学由被动接受变为主动求索&极大的增强学生对

知识的感知能力)增加学习兴趣)提高学习的效

果
+&,

% 康复医学是一种以功能为导向的医学&重视

功能障碍的诊断)评估及处理&这与临床医学重视结

构与疾病有本质的不同&单纯的采用传统授课模式

很难让学生理解)掌握授课目标% 如针对盂肱关节

的运动功能中的'肩肱节律(!即肩前屈时&前 ."p运

动以盂肱关节为主&但 ."p以后需要盂肱关节与肩

胛骨共同完成&两者之间比例为 !3#&如完成 ." %

#!"p之间的肩前屈则肩胛骨运动 ."p)盂肱关节完

成 &"p#&学生很难直觉理解&但在应用 kU教学就很

容易理解% 学校曾在康复实验教学中应用'视频反

馈(等方法&与传统教学相比&在提高教学效果)增

强操作能力等方面有显著效果&也说明通过视觉的

多维刺激能够在重视功能的康复医学教学中应用&

当然这是 kU技术的特长%

EGFD改变传统教学中的时空限制:利用 kU技术

可以进入物体内部进行动态观察&改变传统教学中

的空间限制% 如运动时关节面之间的动态位置关系

!附属运动#等相对抽象的知识% 在虚拟的'真实(

环境中&学生通过直接观察就可以直接感知&避免仅

仅依靠教师的表述来想象% 该技术也可以改变时间

的限制&一些需要较长时间才能观察到的变化过程&

通过 kU技术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呈现出来% 如骨

折的愈合过程&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表现在学生面

前&一些骨骼肌肉的病理改变过程也可以短时间内

直观)动态呈现出来% 此外&学校在利用课余开放实

验室等措施证实能提升医学生的实验操作技能&而

kU技术在康复医学中的使用不仅让学生在课余实

验开放学习中受益)更是增加了模拟真实授课的功

能&这也体现了信息化教学)混合式教学的优势&符

合教学改革的需求%

EGHD提示学生的临床思维能力:kU技术提供学

生与环境的互动)营造了良好的学习氛围及'真实(

体验&学生通过自身和 kU的虚拟环境相互作用来

获得知识)技能% 在获得知识及技能的过程中不断

思索)分析)判断)总结)提高&由'外显式(学习逐渐

产生'内隐化(学习&能在较短时间内培养形成良好

的临床思维能力% 在医学教学中 '外显式(学习主

要是背诵)强记为主&而且多数是短期记忆&难以形

成长时期学习'储存(&传统的授课模式)应试前的

复习均是这种学习% 而'内隐化(的学习主要是通

过多种混合的感知觉输入大脑形成&同时需要反复

刺激形成&在医学教学中实操&尤其是由真实体验感

的实操课对'内隐化(起到重大作用&容易形成长时

期记忆% kU技术更加高效)便捷&能够解决临床教

学中&学生信息获取慢)效率低等问题&也能够减少

由于医患关系)医疗环境等特殊要求下的带教困难

及带教风险% 这对缺少临床见习基地)实践教学与

临床学院分离的医学院校尤为有现实意义%

FD展望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到康复医学教育中&目标是

更好地提高实践能力)增强临床思维能力% 随着

kU产品的性价比提升&该技术必将越来越普及&尤

其在康复医学这门重视实践)以实操为重点要求的

专业中% 在今后的康复医学教育中&kU技术与传

统教学将越来越融合&不仅学生会在教学中受益&教

师也会在教学中提升教学技能)增加一专多能的专

业素质% 这也符合信息化时代对教育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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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理学实验教学改革探析

贾闪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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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药理学实验是加深学生理解能力&增强学生动手能力)创新能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至关重要的环节&通

过实验&可提升学生综合能力)综合素质&因此重视并改革药理学实验势在必行%

关键词":药理学实验$综合能力$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

::药理学实验是药理学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学习)理解和掌握药理学知识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是达到药理学教学目标的必经之路% 通过药理学实

验既可以验证药理学理论&使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

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掌握)巩固和记忆&启

发学生对治疗疾病理想药物的选择与思考&也可以

学习到理论之外的多方面的知识技能&这些知识和

技能与理论知识同等重要
+#,

&同时&也有助于培养

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科学的

思维方式% 虽然药理学实验极为重要&但是在传统

药理学实验课过程中&教师和学生中重视理论&而忽

视实验的人占据多数&以致于学生出现动手操作能

力较差)工作后适应性比较弱的现象% 因此要加强

对学生实验技能操作的培养&激发学生上药理学实

验课的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CD有机改革教学内容

根据学校教学改革要求&药理学实验于 !"#& %

!"#( 年第二学期开始有机整合于机能学实验中&打

破原先相互独立的学科界限&加强了学科间相互关

联&并删除原来与机能学实验重复或相近的实验内

容&调整实验内容"

!##增加科研模型制作实验&如心脏衰竭模型)

肾脏衰竭模型&并在每次制作模型之前&让学生提前

查阅文献&全面了解研究者们如何进行模型的制作&

上课时&每个小组轮流介绍一些科研模型制作方法&

并根据实际的实验条件和实验材料&挑选出合适的

科研模型制作方法&通过此种方式&既能激发学生学

习热情&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还可锻炼学生文献

检索能力&了解科研动态和前沿%

!!#增加实验设计比例&缩小验证性实验比例&

并将原来的验证性实验变为设计性实验% 研究表

明&验证性实验教学模式使学生在实验中总是处于

被动地位&容易被 '满堂灌(&这种填鸭式教学&导致

学生在听课过程中提不起兴趣&教师讲解实验目的)

实验原理)实验操作后&学生脑子依然一团浆糊&在

具体实验操作中&出现各种问题&观察不到实验现

象&难以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起不到启发学生思维

和激发创新能力的作用
+. %;,

% 而设计性实验&如在

鉴别新斯的明)乙酰胆碱)毛果云香碱时&在试剂瓶

上粘贴 =)?)S标签&上课时先让学生回顾这三种药

物的药理作用&再根据本次实验提供的实验动物&要

求每组学生讨论&自主设计出鉴别实验方案&并及时

告知教师&教师指出每组实验设计的优点和漏洞&和

学生讨论出最优鉴别方案%

!.#增加创新性实验&根据学生兴趣和爱好的

不同&根据实验室条件&通过查阅文献&自主选题&并

进行汇报&教师根据方案的科学性)先进性)可行性

和实用性&和学生讨论并优化实验方案&在教师指导

下开展实验&并将实验结果撰写成论文或研究报告&

培养学生自主完成实验和论文的写作能力&增强学

生科研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
+',

%

!;#对不同专业设计不同实验&如对临床专业&

可增加病例讨论实验&因药理学内容和临床联系紧

密&在实验中增加病例讨论&既将枯燥的理论学知识

转化为实践&增加学生学习兴趣&又能培养学生临床

逻辑思维能力)诊断能力)鉴别疾病能力等多种能力%

ED加强课前准备工作

教师在每次实验课结束后&要对实验情况认真

总结&将每次实验所需材料)注意事项)学生经常出

错的地方详细地记录下来% 在下次实验课准备工作

开展时&和生物与基础医学实验教学中心的教师沟

通&告知做实验准备的教师及时补充材料)调整好实

验仪器&重点针对学生容易出错的地方进行调整&避

免出现之前的实验漏洞&逐渐完善实验准备工作&减

少因实验仪器)耗材或实验动物而导致的实验失败&

以提高实验成功率% 并且&在每次实验前进行预实

验&保证实验药品浓度正确&实验仪器灵敏可用&及

时更换不符合条件的实验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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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改变教学模式

在药理学实验课教学中&要以学生为主&充分发

挥学生的主人翁意识&尊重学生&彻底改变原来以教

师为核心的'填鸭式(教学%

在课堂伊始&利用案例教学法&引起学生听课兴

趣&激发学生上课激情&例如上有机磷实验课时&先

呈现一个因有机磷中毒的患者画面&让学生想象并

讨论患者有机磷中毒会出现什么现象&如何判定有

机磷中毒以及有机磷中毒后应如何解救&触发学生

做实验的极大热情&接着给出实验对象&让学生以组

为单位设计有机磷中毒实验&学生设计过程中&教师

要走下讲台去巡视&详细观察每一位学生的表现&并

与学生有眼神和语言交流&消除与学生的陌生感&拉

近与学生的距离&在实验设计结束后&每组派一个学

生代表阐述自己组的设计理念&教师要认真聆听&学

生阐述完毕后&教师要对每组的实验设计进行评价&

指出每组的缺点和不足&同时也要表扬每组的实验

设计&尽量说鼓励性词汇&学生可获得成就感%

然后放映实验视频&只放映操作部分&学生可和

自己组设计的操作进行对比&接着要求每组的学生

分别操作不同的过程&并且评分&避免学生只看不动

手的现象&在实验结束后&每组向教师汇报观察到的

实验情况&教师对每组实验的现象进行评论&指出哪

些是可能会出现的&哪些是可能不会出现的&哪些是

确定会出现的&哪些是确定不会出现的&让学生再次

讨论并分析在实验对象身上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

并比较这些实验现象和人有什么不同&将理论和实

际紧密结合起来%

所有的药理学实验都可以参照以上教学模式&

学生上课积极性)严谨认真的态度)创造思维)发散

思维)动手操作能力都将得到极大提升%

HD改革实验考核模式

实验考核是评价学生对实验的基本理论和实验

操作技能掌握程度的重要手段&不仅能反映学生的

学习态度)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是提高实

验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
+!,

%

实验考核应注重对学生知识)能力)态度)素质

等综合测定&以往的实验考核组成部分仅有实验报

告和最后一次的实验操作技能考试两部分组成&部

分学生实验操作动手能力差&实验报告只是简单地

写出实验目的)实验原理)实验对象)实验仪器)实验

药品)实验操作步骤&实验结果都是抄袭别人的&没

有写实验讨论与分析&即使有讨论与分析&分析的原

因也和实验结果不相符&甚至讨论与分析也是抄袭&

根本区别不出学生动手能力)科研能力)设计能力)

创新能力)思考能力的好坏&为提升学生对实验课的

重视程度和上课积极性&促进学生知识)能力)态度)

素质等多方面的提升&力求通过考试质量的提升&实

现以考促学的目的
+&,

&必须制定更合理的实验考核

方式&实验考核成绩应由每次学生讨论和设计实验

参与情况)发言情况)动手操作能力)实验报告)上课

态度)实验自主设计能力)实验操作考试等多部分组

成&让每个学生都参与到实验中来&感受药理学实验

课的魅力&不仅使学生在实验课中获得知识&也可通

过积极参与&获得成就感%

PD结语

随着/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

标准0的出台&以及对学生创新创业能力的重视&原

有的药理学实验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考核方式显然

已经不能达到国家要求&药理学实验教学改革迫在

眉睫&通过整合实验&删除不符合国标要求的实验内

容&增加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实验&改善教学方法&

促使更多学生对药理学实验感兴趣&而融入实验&教

师多做课前准备&提高学生实验成功率&增强学生做

实验的信心&而自发喜爱药理学实验&并改革实验考

试模式&通过多方面考核&促使学生多种能力的提

升&培养出符合国家标准&符合市场需求的高素质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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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现状和对策

吴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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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要把立德树人作为重要的发展任务% 为实现教育的现代化改革和长远地发展&作

者立足于高校立德树人工作开展的现状&研究实现立德树人的对策&为高校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提供指导%

关键词":高校$立德树人$对策

中图分类号"+&;#

::教育是国之大事&关乎民族的兴亡和国家的发

展
+#,

% 而高校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一环&要务

必重视提高人才培育的质量% 抓好高校道德教育&

对于帮助大学生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和强国支柱具

有重大的意义%

CD当前高校立德树人的现状

CGCD高校立德树人工作取得的收效

CGCGCD教育信息化拓展了高校学生的视野:随着

教育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如今大学生可以通过互

联网快速获取知识和信息&拓展自己的知识面&为高

校实现立德树人教育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高校学生方面&在当前更加开放的世界和文化

多元的环境之下&高校学生的思维发展)思想意识也

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在知识爆炸的背景下&他们必

须更加快速地适应多变的世界&拥有国际视野&独立

思考)思维开拓)思想活跃&并且能更好地发现问题&

提出问题&主动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在实践中更

新自己的想法&解决可能出现地各种问题% 拥有较

强的动手能力&关注社会热点&愿意接受新事物&并

对新事物有着浓厚的兴趣&拥有终身学习能力和获

取信息的能力% 特别是当前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很

多高校学生有了更多出国的机会&中外文化的碰撞

下&他们获得对不同文化更加深刻的理解&提高对文

化的认识和深度思考% 在面对不同国家的不同文

化&可以以平等的姿态)互相尊重)相互包容的原则

去应对&这也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对世界)对人生

价值不同的看法和认识&从而提高认知水平%

CGCGED高校德育工作的效果有了很大提高:教育

的国际化和全球化不断发展&我国和国外的高校之

间也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沟通和交流也更加深

入% 这也很好地促进了我国高校吸收和参考借鉴国

外的教育方法和手段% 利用国外一些行之有效的方

法&推动我国德育教育的发展&为立德树人打下坚实

的基础% 同时我国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也留下了

宝贵的财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断提高个人修

养&培养爱国爱家爱人民的德行% 高校不断探索新

的形式&让高校学生在活动中培育道德情怀和爱国

热情&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CGED当前高校立德树人工作开展面临的困境

CGEGCD立德树人的传统理念)内容和方法受到挑战

:立德树人教育从广义上主要包含了爱国主义主题

的教育)理想信念价值追求的教育)道德规范和制度

的教育等等
+!,

% 但是在实际教育工作开展的过程

中&教育内容方面存在着概念抽象)教学方法守旧)

内容教条化等问题&已经影响到了工作开展的效果%

尤其&在当前复杂的新形势下&高校学生的知识范围

不断扩大&接触到信息也更加多元&对他们的思想和

行为都会造成很大的冲击% 他们也不再满足于课堂

有限的教学内容&通过移动互联网就可以获得很多

书本上学习不到的东西% 这也对教师授课提出了更

高地要求&而传统的教学内容也需要不断更新&与时

俱进&不断丰富完善% 这种形势下&教师的权威也会

受到很大地挑战&很难获得高校学生的尊重和崇信%

CGEGED社会环境和市场经济下不良影响:高校学

生作为社会人&也无法脱离社会环境所产生的影响%

当前高速发展的社会&在给学生带来方便的同时&也

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干扰% 既有来自家庭方面的影

响也有来自社会环境的影响% 家庭方面&当前社会

离婚率居高不下&许多孩子在单亲的环境下长大&缺

乏关爱&很容易造成性格和教育方面的缺失&造成不

良影响% 社会方面&社会上的不良风气&例如功利主

义)利己主义等都会造成父母道德素质低下&进而影

响学生的思想观念% 这也会严重减弱学校教育所带

来的正面影响% 例如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不良价

值取向会直接影响当代大学生&使高校学生失去前

进的方向&沉迷享乐&陷入迷茫&浪费青春&产生各种

困惑&偏离学校教育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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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实现高校立德树人的内部对策

EGCD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教师是实现立德树人根

本要求的指引者和主体&在教育工作中发挥着关键

性的作用% 教师不仅承担着教学工作&而且承担着

高校学生道德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务% 教师要有良好

的道德操守&遵守职业道德规范% 立德树人是每一

位教师的一份责任和历史使命% 在高校&特别是从

事德育和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教师&他们是立德树

人工作顺利开展的主要方面&他们职业技能和素养

的高低直接关乎立德树人工作开展的成效%

作为高校教师&首先要拥有较高的政治理论素

养&不断学习新时代的思想政治理论和观点&不断学

习和研究新情况&善于利用马列主义思想和人文学

科各类知识解决我们在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 在课

堂上&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和举止&因为言行和举止是

教师素质的外在表现% 无论是在课堂教学中或者在

课下和学生的沟通交流中&都要保持观点明确&言行

一致&用立德树人的思想去影响学生
+.,

% 其次&要

培养良好的师德师风% 师德&是高校教师在长期教

学实践中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思想道德观念)行为

道德规范)道德品质等的总称&是社会对高校教师的

职业提出的一些基本的道德方面的要求&是教师思

想意识觉悟)道德素养的体现% 高校教师应坚定自

己的政治立场&发扬清正廉洁的师风&积淀深厚的政

治理论功底&积累良好的教学艺术和技巧&成为学生

心中的良师益友&以自己的行为感化学生&知行合

一&在行为中自觉践行道德观念% 高校教师的师德

师风&往往会对高校学生产生深刻的思想影响% 这

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但也是极其重要的%

EGED加强高校德育主渠道建设:首先&高校要重视

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水平% 道德修养是在实

践中不断提升和积淀的&高校要组织一些课外实践

活动&调动高校学生的兴趣% 在活动中强化对道德

的认知&以真实的案例去触动青年学生的感情&在各

种实践活动中锻炼学生的意志&在行为中自觉践行

道德意识
+;,

% 让高校学生不仅仅要明白立德树人

的重要性&还要知晓如何在实际行动中践行立德树

人%

EGFD加快人才培养体系的改革:人才培养是高校

立德树人的根本% 加快人才培养的创新机制&要从

教育观念)人才培养方案)教育教学评价和人才评价

有关制度等方面克服困难&形成具有地方特色)体系

开放)结构合理)多元评价的人才培养机制% 一是要

更新人才培养的思想理念&普及现代化的学习方式)

夯实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教育教学% 二是要加快

产教融合&促进产学研一体化培养方案的落实&围绕

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核心进行人才培养% 三是要完善

人才评价制度&从全方位多角度进行评价&注重过程

性评价和形成性评价
+',

%

FD实现高校立德树人的外部支持

FGCD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

有关体制的改革和发展是全面深化内部机制改革的

重中之重&最关键问题就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两者

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的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也要发挥好政府

的调节作用% 使政府的宏观指导和市场的优化配置

结合起来&共同发挥作用% 市场的健康发展离不开

道德导向&民众的思想文化素质越高&对市场的影响

也越大% 政府的政策调控可以改善贫富差距过大的

状况&也可以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平公正&为全社会建

立道德规范&营造积极)良好的外部社会经济环境提

供支持&从而更好地为高校立德树人工作的开展创

造条件%

FGED加强互联网传播中的监管力度:网络信息化

时代&移动互联网终端已经成为人们每天不可或缺

的工具&也是高校学生获取信息)学习新知的重要手

段% 但是&网络也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沉迷手机网

络&会对高校立德树人产生不利影响% 大量网络信

息良莠不齐&严重影响了高校学生的判断力和选择%

因此&要加强对互联网的监管力度&引导高校学生自

觉抵制不良信息&营造绿色健康的网络环境%

同时&互联网的发展和网络信息的传播也需要

相关的法律进行约束% 针对网络的不利影响&要加

快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和管理制度% 避免虚假信息

的传播&传播正能量% 这样&高校学生才能有一个绿

色)安全)积极的网络空间&高校学生可以通过便捷

的网络学习知识&培育良好的道德行为规范&促进立

德树人工作更好地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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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雨课堂的无纸化考试模式改革与实践

张新富! 谢:静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临床学院诊断学教研室&河南:新乡:;'."""#

摘要":目前各高等院校)公司等编制的种类繁多)功能多样的无纸化考试系统在我国不同的领域得到了推广应

用&但是如何将无纸化考试应用到高职院校的期末考试中&值得研究% 在移动互联网技术和智能手机的支持下&新乡医

学院三全学院诊断学教研室对传统临床技能学心电图传统考试模式提出改进方案&设计了基于雨课堂的无纸化的新型

考试模式% 该系统包括手机端)桌面电脑端和远程服务器&其应用既可以灵活)便捷的对学生进行预习效果评判)随堂

测试)期末综合考试等&全面客观的评价学生阶段性和综合性学习成效&又可以弥补传统考试中存在的诸多不足&有效

提高课程教学质量%

关键词":雨课堂$无纸化考试$临床技能学$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U%;;.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智能手机在

大学生人群中的广泛普及&微信)aa等智能 =dd已

经成为大学生中使用频率很高的社交平台软件% 针

对这一特点我们依托清华大学推出的'互联网 c(

教学平台...雨课堂&进行了一些教学改革与实践%

CD雨课堂简介

学堂在线与清华大学共同研发的一款网络智能

教学终端...雨课堂&这是一个以面向高等教育领

域的教学工具% 雨课堂主要分为三个部分"手机端)

桌面电脑端和远程服务器% 其中&手机端和桌面电

脑端直接服务于教师)学生及整个教学过程$远程服

务器则用于支持雨课堂的系统运行和教学大数据的

采集)存储)分析及决策%

雨课堂的软件界面全部基于大家所熟悉的 dd_

和微信的所研发的&也符合了大多数人的使用习惯%

在 !"#' 年秋天&一份以北京地区 #!& 名高校教师为

样本的调研所显示"dd_和'微信(正是高校教师分

别在电脑桌面以及智能手机上使用最多的两个

=dd"dd_占电脑软件的 &#b$'微信(占手机软件的

$.b% 为了更好的降低使用门槛&雨课堂研发者通

过增强这两个软件的既有功能&实现了在课堂以外

教师可以将视频)语音)课件推送到学生的手机上&

同时也实现了在课堂上进行师生之间的实时沟通)

互动)反馈等一系列功能&在应用效果上显示雨课堂

大大降低了师生的教学和学习成本&提高了软件的

易用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高校教师充分利用过往

的课件资料开展教学
+#,

%

ED传统考试模式的弊端

学校在临床医学专业第六学期设置了/临床技

能学0这门课程&授课对象为临床医学专业大三年

级的学生% 该课程是主要的临床桥梁课之一&教学

内容主要包括基本操作技能及心电图等% 每学期期

末考试的时候&由于传统考试形式为师生一对一考

试&且考试内容更新慢等&主要存在如下几方面的弊

端"

!##因学生人数众多&学校在考务工作方面!出

题)印制和监考等#需要投入较多的人力)物力)财

力%

!!#从心电图考试图谱印制到组织考试)再到

登记成绩&考试安排持续周期较长%

!.#传统的考试都是人工考试)统分)核分和登

分&工作量大并且教师易因疲劳而出错&因而会影响

到对学生的考核评估及考试的信度%

FD雨课堂考试!心电图无纸化考试的新方式

学校临床学院诊断学教研室在 !"#( 年开始使

用雨课堂&受到广大师生的一致好评&教师在课前发

布预习课件&课后发布复习课件&同学们都可以第一

时间通过手机微信进行查看&不受时间)地点的限

制&学生可以随时随地学习相关知识% 此次&在

!"#Z %!"#$ 学年第二学期/临床技能学0心电图考

试中采取了基于雨课堂的考试形式改革&本学期有

临床医学专业 (! 个小班&共有 !."& 人% 本次无纸

化考试在应用和考试效果中取得了满意的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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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CD考试形式:学生通过微信扫码进入教师提前

建立的考试小班内&教师通过手机发布提前编辑好

的试题&每套试卷共 #" 道题&均为选择题 !单项和

多项#&每题 ; 分&满分为 ;" 分&设置考试时间为 #"

分钟&交卷后不可见等!图 # %.#%

FGED无纸化考试的优点

!##节约纸张&节省考务开支%

!!#不同班级设置难度系数大体相同的不同试

卷&考试时间 #" 分钟 #" 道题&时间相对紧张&有效

避免抄袭%

!.#雨课堂考试结束后&系统自动改卷&有效节

省老师的阅卷时间和精力&又能最大限度上降低人

工考试的主观性失误概率%

图 CD发布试卷界面

图 ED考试结束界面

图 FD学生成绩界面

HD无纸化考试形式总结与思考

在这学期讨论如何改革的时候&有老师提议用

电脑考试&但也存在着考试时间无法统一&试题库老

旧无法更新及录成绩繁琐等弊端% 当讨论用手机雨

课堂考试时&有人提出学生是否会退出考试页面&或

将考试内容发布出去等问题% 老师经过自己不断模

拟考试的摸索&并结合雨课堂的特点制定了一些无

纸化考试的方法&确保了手机考试顺利进行%

!"#& 级临床专业学生有 !."& 人&所有人参与

无纸化考试&占/临床技能学0;"b的分数% 在此次

考试中&虽然/临床技能学0考试无法实施全部无纸

化考试&但也为其他科目的无纸化打下了基础% 相

信这是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在所有独立学院中的首

创&也为高校推进数字校园建设)改革考试模式之路

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值得学习)推广和借鉴%

由于是系统改卷&所有考生提交试卷后&监考老

师第一时间就可以在手机端上看到学生的考试成

绩&并且班级的平均成绩&每道题的正确率一目了

然&这也为授课教师进一步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提

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持&为确立以后的教学重难点做

了支撑%

综上所述&随着网络时代信息科技的飞速发展&

高校不能再按照传统的考试模式进行了&必须要改

革创新% 在大的社会背景下&教学工作也要与时俱

进&不断深化
+!,

% 学习并尝试新鲜事物&无纸化考

试将来势必代替传统考试的模式&成为一种时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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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流%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临床学院诊断学教研室

在 !"#Z %!"#$ 学年第二学期以/临床技能学0心电

图考试作为试点&采用手机雨课堂考试&取得了预期

的实践成效&高校要根据无纸化考试的特征和实践

基础&制定出台有关考试规章)应急预案等配套措

施% 在无纸化考试实践中坚持问题导向&探索发现)

认真解决新问题&推动无纸化考试长期)有序而高效

地开展&充分发挥其在高校教育教学改革中的积极

作用%

::参考文献
"

+#,:卢伟&贾梓&李伟红&等7雨课堂对高校教学产生的影响+*,7

中国继续医学教育&!"#Z&#"!#$# "( %$7

+!,:葛冰&刘志明&毛靓7高校考试方式改革探索 +*,7教育探索&

!"#;!Z# "#' %#&7

!责任编辑!张洪艳#

&上接第 PF 页'

讲)青年教师导师制等措施&加速青年教师成长&以

便尽快适应教学工作$加大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力

度&注重教师队伍教学)科研能力培养&将师资队伍

建设与教学改革研究相结合$鼓励教师继续深造&提

高学历层次和整体素质$根据教师个人发展方向&选

送骨干教师至国内外知名大学进修学习&不断更新

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同时注重加强 '双师型(教师

队伍建设&鼓励所有教师深入临床&有计划的安排教

师进入三级医院进行挂职锻炼&增加临床经验&充实

实践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水平$另一方面&积极引进

高层次护理人才&不断吸收校内外教学和科研能力

强)护理工作经验丰富的师资参与教学活动&以便更

好地了解护理临床)教学)科研最新进展&促进教学

目标)教学内容与临床实际工作深度融合&使得教学

更加贴近临床%

实践教学中心的建设是学校整体建设和发展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施教学改革的基础保障
+&,

%

建立仿真医院&搭建多元化护理实践教学平台&注重

护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可以实现应用型护理人才培

养目标$开展不同程度的模拟教学可提高实践教学

质量&使护生尽早适应临床环境$构建多层次)模块

化的应用型人才培养实践教学体系可扩大护生知识

储备&加强护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健全实践教学中心

管理体制及加强师资培训&构建 '双师型(教师队

伍&可提高实践教学质量)培养应用型护理人才% 在

产教融合视域下加强护理实践教学中心建设新思

路&对于培养培养新时代应用型护理人才有着积极

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

+#,:王丹文&柏亚妹&宋玉磊&等7护理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

设与实践+*,7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Z %#;!7

+!,:顾慧明&尤黎明&黄惠霞7护理技能教学中心实验室的建设与

思考+*,7实验室研究与探索&!"";!;# "ZZ %$"7

+.,:张志梅7提高护理专业实验室管理水平若干问题思考+*,7中

国城乡企业卫生&!"#'&."!'# "!!" %!!!7

+;,:王峰&鱼静7高校开放实验室与学生创新能力培养+*,7实验室

研究与探索&!"##!.# "..# %... c.($7

+',:孙惦&欧阳解秀&唐丹凤&等7国家级临床医学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的内涵建设及功能开发+*,7实验技术与管理&!"#'&.!!## "

#'& %#'$7

+&,:李云&赵红梅&李轩&等7高等医学院校实验教学中心的建设研

究+*,7基础医学教育&!"#;&#&!!#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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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征!#$Z$ %# &男&汉族&河南新乡&学士&研究方向"民办高校财务管理理论与税务筹划$/%0123";("((ZZ$#6QQ7890%

民办高校财务管理问题分析及对策

赵:征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财务部&河南:新乡:;'."""#

摘要":随着我国教育事业改革的不断深入&民办高校迅速发展&已逐渐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我国民办高校在实际运营)资金管理及税务筹划上&还存在较多的财务风险% 作者通过分析民办高校存在的财务风

险及原因&探索相应的解决对策&以更好的助力学校发展&为社会培养更多人才%

关键词":民办高校$财务管理$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

::随着民办高校的迅速发展&办学规模的不断扩

大&普通的财务核算及信息提供已无法满足民办高

校的财务管理需要&如何深入研究民办高校存在的

财务问题及原因&探索相应的解决对策&是助力民办

高校健康持续发展&为社会更好培养人才的重要课

题% 学校通过组织'教育思想大讨论(学习活动&来

深刻剖析民办高校所存在的问题风险及相应的解决

对策%

CD民办高校财务管理的内容及特征

财务部作为民办高校资本运作)内部控制)预算

管理)决算分析的职能部门&对高校日常工作高效运

转)人才培养健康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民办

高校财务管理一般按照 /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

度0的要求&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进行会计核算&主

要包括筹资管理&投资管理&营运管理% 经费来源主

要包括集团投入)学费收入)住宿费收入)捐赠收入)

科研收入)国家经费拨款项目及其他收入% 民办高

校是民办非盈利组织&资金使用坚持量入为出的原

则&不断加强财务监督&控制不合理不必要的支出&

促进学校办学进入良性循环%

ED民办高校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

EGCD财务管理方式落后(缺乏风险意识:财务人员

多从事日常繁琐的会计记账核算工作&还停留在

'报账型(为主的财务工作阶段&财务管理工作所占

比重较小&发现及解决财务问题能力不高
+#,

% 主要

表现在"

!

对最新国家财务制度及相关政策法规了

解不够&不能很好的辨别财务风险$

"

统筹资金能力

不强&对各单位的经费报销审核控制力度不够&资金

安排不合理或出现经费超支情况$

#

缺乏有效沟通&

致使财务制度宣传不及时或不到位&造成教职工与

财务工作人员矛盾%

EGED财务预算形同虚设(预算管理不善:民办高校

缺乏高效)严谨)科学的预算管理制度&在实际执行

过程中没能严格把控各项预算经费使用情况&随意

增加或减少预算项目&预算金额间相互拆借&超预算

或突击花钱现象时有发生% 缺乏预算监管机制&不

能及时发现相关财务风险并制定解决方案&使预算

管理流于表面及形式
+.,

%

EGFD内控制度不健全(缺乏有效内部监督机制:民

办高校在实际经营过程中&由于内控制度不健全&缺

乏有效的内部监督机制&加之对内部控制重视度不

够&重发展&轻管理&财务实际工作中侧重事后监督&

致使财务管理的约束力削弱&造成会计信息失真等

问题
+!,

%

EGHD融资环境紧张(缺乏融资渠道:民办高校资金

来源主要来自集团投入)教学收入)银行贷款)科研

收入)社会捐赠及政府经费拨款等% 其中社会捐赠

及政府拨款在民办高校资金来源占比非常小% 随着

我国学生人数的减少及全国各大高校的扩招&很多

民办高校出现生源紧张局面&这将直接影响教学收

入% 其次在银行贷款方面&民办高校无法像公办高

校一样享受政府贴息贷款% 同时&民办高校的贷款

额度也有一定限制&高校为贷款将自有土地)房产)

设备等抵押出去后&将很难再次大额贷款% 高额的

贷款利息也会加大高校财务压力%

FD民办高校财务管理的对策

FGCD改进财务管理手段(强化服务意识:财务部担

负着民办高校资金管理)运营)监管的重要工作任

务&从物力财力为学校人才培养保驾护航% 财务人

员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影响着学校的整体形象&

影响资金运营的效率&因此&必须坚持高要求起步&

高标准定位&积极配合&服务一流% 不论说话办事&

还是接人待物&都要严谨认真&努力做到形象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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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正&用一流的态度)过硬的业务和优异的成绩全力

推进人才培养战略实施% 民办高校财务人员&只有

通过不断学习&才能形成自己的思想&认真学习会计

法)高校会计制度)最新政府会计制度等&要不断加

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还要刻苦钻

研财务业务知识&学习最新财务政策法规&多参加高

校财务管理方面的会议&提高自身业务水平&将思想

与行动统一起来&严格审核业务事项&精心统筹资金

运用&识别实务中的财务风险&并对其进行有效预防

和化解%

FGED加强财务管控(全力保障人才培养:引进先进

财务管理系统&将会计核算与预算管理合二为一&对

各单位预算执行情况进行更为及时有效的全方位监

督管控% 财务部将集中优势&统筹资金安排&优先保

证教育教学事业支出&保障人才培养经费的使用%

同时积极推进学校的后勤保障工作&不断完善各项

制度&紧抓落实&不让制度流于形式% 要不断完善各

项财务工作考核机制&提升财务监督水平&确保各项

目标任务圆满顺利完成%

FGFD加强沟通交流(打通部门联系桥梁:有效的沟

通是部门间高效工作的前提&财务部门作为各部门

经费使用的纽带&可以通过建立预算管理员制度&进

行经费使用情况传达&使各部门加强联系&更加有效

使用各自经费&保障学校人才培养%

FGHD优化财务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与服务效果

:通过优化审批权限&简化报销流程&加快报账速

度&提升付款进度&使各项财务报销更快更准更及

时&促进各职能部门及院系对内对外开展工作% 实

现收费收据批量打印)收费发票电子版批量生成%

开具电子发票&直接发送学生邮箱&既节约打印时间

与成本&又解决了发票据丢失问题% 开通银行网上

自助实时代扣学费功能&自主掌握代扣操作进度&并

且节省往返银行网点办理代扣业务的时间% 调整财

务报销时间&集中报账集中付款&提高票据审核与付

款的工作效率&减少教职工报销次数及等待时间%

FGPD强化预算管理(完善预算考评制度:财务部门

在工作中要进一步完善预算考评制度&通过整合数

据&分析预算&测算投入产出&使预算考评制度能有

效监督预算执行情况&为高层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

助力人才培养提供各项决策支持% 稳步推进全面预

算管理工作&组建预算管理机构&严控各项预算指

标&禁止随意增加或减少预算项目)调整预算金额&

逐步杜绝超预算或突击花钱现象% 民办高校应根据

学校实际发展状况来编制预算&而非盲目的大花钱)

花大钱)搞气派&预算编制既要保证正常教学任务的

顺利开展&也应保障学校的长期稳定健康和谐发展%

民办高校应积极召开预算编制会议&让全体教职工

参与完成学校预算编制工作&同时根据预算内容合

理分配教学资源&根据教学内容及重要程度&合理优

化高校内部教学设施及教职工团队建设&树立全校教

职工全面预算管理意识% 预算管理的顺利进行&还需

要学校高层对高校财务预算管理工作引起足够的重

视&只有认清预算管理内部控制的重要性&结合高校

自身形式&有针对性的制定相关管理办法&通过平衡

高校收入与支出的管理&合理安排资金运用&并建立

相应的考评制度&与使用部门个人工资绩效晋升挂

钩&才能保障预算管理不流于形式%

FGID做好税务筹划(减轻学校税负成本:学习新税

法相关规定&同时结合学校实际&充分享受税收优惠

政策&通过对全体教职工的各项政策宣讲解读&增强

教职工对税务知识的认识与熟悉度% 通过利用最新

税收优惠政策&积极税务筹划&调整教职工薪资结

构&为广大教职工减税降负$通过结合民办高校实

际&去税局进行相关税收优惠减免政策的备案&使高

校更充分的享受国家改革红利% 如高校购进用于教

学科研用的国产设备可以退税)高校开展教辅服务

可以税收减免等&要积极利用各项税收政策&为民办

高校健康稳定发展保驾护航%

HD结束语

中国民办高校快速发展&源源不断为国家培养

大量人才% 财务管理在民办高校健康发展)为社会

培养更多人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虽然目前民办高

校财务管理在实务中还存在很多不足&但笔者相信&

民办高校财务也会随着时代发展一步步转型&从核

算型转变为管理型&更好的发挥财务的各项职能&促

进民办高校走向更好的明天%

::参考文献
"

+#,:黄文启7民办高校财务管理工作改革与实践研究+*,7现代营

销!经营版# &!"#$!(# "#(Z7

+!,:宋敏7民办高校财务管理创新刍议+*,7时代金融&!"#Z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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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治理中大学生参与机制刍议

郭守超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院长办公室&河南:新乡:;'."""#

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高等教育应实现'内涵式发展(&这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 近年来&

全国高校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在深化教育改革&转变人才培养模式上积极探索实践&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使我们对高

等教育发展规律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与高等教育民主化)大众化不断发展的趋势相适应&用多元利益主体参与和合作

协商代替单一的行政管理体制代表了现代高校治理改革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本文从梳理矛盾问题入手&在剖析制约

大学生参与高校治理深层次原因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从转变思想观念)拓宽参与渠道)完善法规制度三个方面提

出了完善高校治理中大学生参与机制的具体建议&为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把握大学生参与高校治理的重点问题提供了

有益借鉴%

关键词":教育改革$高校治理$大学生$参与机制

中图分类号"+&;(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民主化)大众化的不断发展&

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变革迫在眉睫&用多元利益主

体参与和合作协商代替单一的行政管理体制成为现

代高校治理改革的发展方向% 不断完善高校治理中

大学生参与机制&是进一步发挥大学生主体作用&推

动高校自我发展和培养人才水平共同提升的有效措

施%

CD当前我国大学生参与高校治理存在的主

要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0第 ## 条中明确

规定高校应当'实行民主管理(

+#,

$/普通高等学校

学生管理规定0第 & 条规定&'以适当方式参与学校

管理(

+!,

是在校大学生的应有权利% 法律和制度虽

然都赋予了大学生参与高校治理的权利&但具体实

践中还存在诸多障碍和困境%

CGCD在治理决策中缺乏话语权:决策在高校治理

中处于核心地位&也是大学生参与高校治理的最关

键环节% 美国不仅让大学生代表参加学校董事会的

会议&了解学校重要工作并提出意见建议&并且'有

;"b的四年制大学还保障了学生代表能够在董事会

中行使表决权(

+.,

% 近年来&我国少数高校在教育

改革中对大学生参与决策权力给予了一定保证&但

还存在参与广泛性不足)授权范围小等问题% 我国

的部分高校在实施与学生相关的政策)开展与学生

有关的活动时&往往对学生意见了解不够深入&造成

执行落实的效果打折扣%

CGED在治理执行中缺乏自主权:执行是决策的具

体实践&落实的质量直接影响着高校治理的效果%

现有体制下&学生会等学生组织对行政机构依附性

较强&大学为学生提供的实践岗位也以服务和辅助

为主&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空间有限% 学生组织和学

生个人以全体学生利益代表的身份参与学校各项工

作的自主权受到行政权力的限制较多&在现实中&往

往会把执行上级领导的行政命令优先置于代表学生

群体利益之上&导致学生在治理执行中的作用难以

发挥%

CGFD在高校治理监督中缺乏知情权 :有效的监督

体制是政策规划实施)方案活动落实的有力保证&大

学生参与高校治理监督的效果与所掌握信息的全面

性)及时性息息相关% /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0等

制度对高校信息公开的内容)范围等进行了明确&许

多高校也制订了相应措施% 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

信息公开制度刚性约束力不足&与大学生相关事务

信息公开的有限性)滞后性与高校治理监督的要求

不一致&最终使监督落实无从着力%

ED制约我国大学生参与高校治理的原因分

析

::深入剖析当前我国大学生参与高校治理的困

境&既有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教育观念滞后等客观

因素&也有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把握不够)制度建设

滞后等方面的主观因素%

EGCD学生参与高校治理的法律制度还不健全:我

国现行法律对于学生参与高校民主管理的规定不够

具体&缺乏可操作性&高校在执行过程中随意性较

强% 在行政化为主导的治理体系中&学生意见易被

忽视% 高校出台的规章制度往往对学生责任义务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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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重于对权利的保障&学生在治理参与中自身利

益没有制度保障&往往产生抵触情绪% 例如&在一项

针对国内 Z; 所高校章程的研究中发现&'/同济大

学章程0等 (#b的章程没有涉及任何参与事务范围

的表述(

+;,

% 一些高校在学生组织依法独立开展活

动&赋予学生代表一定的决策和监督权等方面开展

的探索尝试缺乏有力的法律支持&也难免瞻前顾后&

放不开手脚%

EGED传统教育观念的制约作用影响深远:随着对

高等教育规律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高校去行政化

是优化人才培养环境的发展趋势&已成为社会普遍

共识% 但直到今天&学生作为学习知识者必须无条

件'尊师重道(这一传统观念在相当一部分人头脑

中仍然根深蒂固% 在这一观念的支配下&使不少现

代高校的管理者在行为上往往不自觉地把自己的位

置摆在学生之上&习惯于当裁决者)评判者&难以接

受学生对自己的意见建议和监督&这也必然导致高

校治理中学生参与热情不高和作用发挥有限%

EGFD大学生在高校治理方面整体素质不高:现代

高校的治理涉及领域广)专业性强&而我国中小学教

育阶段很少涉及与学校治理相关的理论知识和社会

实践&这种先天不足使不少学生在参与高校治理中

存在较多现实困难% 也有部分学生在参与高校治理

中表现出一定的功利化)投机化倾向&造成参与治理

的客观效果徘徊不前&这不仅背离了维护学生集体

利益&促进高校长远发展的初衷&也使人们对学生参

与治理的整体素质产生质疑%

FD对大学生参与高校治理机制的几点思考

完善治理模式是高校内涵式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这个过程中&大学生作为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参

与的必要性毋庸置疑% 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有益经

验&结合我国国情&笔者认为需要从以下几方面重点

完善我国大学生参与高校治理的相关机制"

FGCD转变思想观念(让大学生参与高校治理成为普

遍共识:'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理顺高校治

理中大学生参与机制的首要任务在于转变人们的思

想观念% 从高校发展角度看&让大学生群体这一核

心利益相关者参与治理是提高效率)降低风险&建成

现代大学制度的必然选择% 从育人要求上看&我们

不能在大学期间不重视培育学生公民意识和能力&

毕业后却要求他们担负起治理国家)促进社会进步

的责任% 完成转变思想观念这一艰巨任务&不仅需

要教育部门和教育工作者的讨论研究)新闻媒体的

大力宣传&更需要以改革精神学习探索&在实践中检

验和完善理论&增强人们的理论认同%

FGED拓宽多种渠道(为大学生参与高校治理提供组

织保证:当前&学生会)学生社团等学生组织在功能

定位上一般局限于文体活动开展)学生自我管理和

分担行政事务工作方面&运行经费主要来自于学校

行政拨款&这使其独立性受到较大限制% 完善高校

内部治理结构&需要相关部门完成从管理者到服务

者的转变&把学生组织维护学生权益这一重要功能

突出出来&引导学生组织通过合理方式参与高校治

理的决策)监督各个环节% 在互联网技术高度发展

的今天&还可以通过 aa)微信)校园 =dd等平台设

置'校长信箱()师生论坛)专题贴吧等&使学生利益

诉求能够及时得到回应处理% 在与学生利益有关的

各类决策机构中&应当有学生代表参与或列席&这样

不仅会大大减少内部矛盾&更能有效调动学生服务

学校发展的主观能动性%

FGFD完善法规制度(进一步提高大学生参与高校治

理的规范化水平:在国家层面&应在广泛调研基础

上&进一步修订教育母法中对学生参与高校民主管

理的相关内容&明确参与的形式)内容和保障机制%

在高校层面&应在学校章程和有关制度中写入学生

参与高校治理的原则要求)落实细则等&进一步提高

制度的落实&明确违反规章的惩处后果% 通过制度

的进一步完善&明确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应承担的

引导)服务)保障主体责任&明确大学生在高校治理

中所应发挥的参与决策权)共同管理权)民主监督

权&这既是时代需要&更是教育发展的需要&国家不

断走向富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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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应用型医学独立学院成教教学质量

监控与保障体系的构建与思考

余一鸣! 刘:涛! 崔世佳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河南:新乡:;'."""#

摘要":为提高成人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推动成人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建立在学校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整体框

架下运行)各方共同参与的教学质量保障机制&健全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是各高校成教管理者必须思

考并实施的工作% 作者以应用型医学类本科独立学院为研究对象&通过认真研究分析制约成人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因

素&以此提出建立一套科学并行之有效的成人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的措施和建议%

关键词":应用型$成人高等教育$教学质量$体系构建

中图分类号"+&;(

::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是我国推进构建终身学习体

系的重要工作与组成% 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 !!"#" %!"!" 年#0)/国家教育事业

发展'十三五(规划0和党的十九大报告等政策的指

引下&我国的成人高等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

要组成部分之一&为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才的培养和

社会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是随之而来的高校

成教数量与规模的急速扩张)生源大量增长&已经导

致了成人高等教育质量下降&社会认可度降低
+#,

%

学历提升作为医药卫生从业人员的'刚需(&对应用

型医学类院校提高成人教育教学质量的保障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构建成教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是提高医

学成人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探索构建科学合

理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是促进成人教育教学质量

不断提高的重要保证
+!,

% 本文将从成人高等学历

教育的教学质量提升方面&讨论如何才能构建科学

且行之有效的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以此来提升成

人高等学历教育的教学质量&推动成人高等学历教

育的可持续发展%

CD影响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教学质量的因素

分析

CGCD重普通高教(轻成人高教:普通高等学历教育

是目前高校办学的主要渠道和方式% 但随着国家政

策的指引&各有能力进行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的高校

成教的办学规模在不断扩大&甚至很多学校成教学

生人数已经占到了全校在籍生总数的半壁江山
+.,

%

据调查&在成教的办学与管理过程过&很多高校成人

教育的质量监控)教学改革等方面已经出现了严重

的流于形式)浮于表面等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合理

规划配置教育教学资源&严抓成人教育教学质量&就

成了各个高校面临的重要问题%

CGED重经济效益(轻质量保证:不可否认成教的办

学可以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因此&很多

高校就把开办成人高等学历教育作为学校创收的一

种手段&不顾自身的办学条件而去进行盲目招生&扩

大办学规模% 为了扩大生源&有的高校把成人教育

的招生工作承包给个人或机构&机构在宣传中甚至

承诺只要缴费一律毕业% 没有教师上课&没有质量

监控&教学计划)课时随意调整&考试舞弊严重&学生

来上课与不来上课一个样&这样的成教学习当然毫

无教学质量可言%

CGFD重规模扩张(轻内涵建设:成人高等学历教育

的办学先天就具有开放性)灵活性的特点% 不少高

校在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的办学过程中&在设备)师资

都缺乏的情况下&不经过专家论证&盲目的开设新专

业&随意扩大招生规模% 成教管理部门也缺少完善

的规章制度进行教学管理&或者不能严格落实% 面

授教学学生到课率低&管理松懈&一切只为应付考

试% 这种不负责任的教学行为&严重违反了教学规

律&并影响到成教的教学质量
+;,

%

ED建立成教教学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的构

思

::成人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监控保障体系&必须是

在学校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整体框架下建立并运行

的&应包含教学质量监控保障机制$教学质量监控保

障措施$教学质量评价的渠道)方式$对学生学习效

果的分析机制)方式等几个方面组成% 体系涵盖教

学)考试等主要教学环节的质量监控%

EGCD教学质量监控保障机制:成人高等教育的教学

质量监控保障机制应主要由组织保障机制)标准保障

机制)制度!措施#保障机制和信息保障机制组成%

组织保障机制包含了校级组织保障)督导组织

保障和利益方组织保障% 各高校的成教学院应总体

负责教学质量监控的计划)指挥)调控)总结和反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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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落实校级层面的监控措施&研究解决教学质量监

控工作中发现的问题% 在总体框架下&院系负责教

学质量监控的统筹)协调&并根据专业特点计划&负

责教学质量监控措施的具体落实% 在学校层面和院

系层面分别成立教学督导组&从不同角度进行日常

教学工作检查&对影响教学质量的问题进行专题研

讨并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 同时&校内相关利益方

!学生)教师)教学管理人员#和校外利益方!上级管

理部门)学生所在单位)毕业生等#通过相应渠道或

方式对教学质量进行监控%

标准保障机制包含国家标准和校级标准!或指

标体系)规定等#&这些标准为教学质量监控提供依

据和准则% 国家标准中/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

教学质量国家标准0)/高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

!试行#0等标准为成教人才培养提供了依据% 在学

校层面更要制定合理的教学计划和管理规范等标

准&对成人高等教育各专业)各门课程)各个教学环

节的教学质量起到监控和保障作用&为教学)考试等

主要教学环节的质量监控提供依据和准则%

制度!措施#保障机制包括对参与教学质量监

控各方职责的界定和对各主要教学环节质量保证的

规定% 整体从教学过程)教学管理)学习质量和教学

基本建设等方面对教学工作质量和教学环节质量进

行监控% 制度的严格执行对指导参与教学质量监控

的各方在教学质量监控中各个环节应担负的责任或

具体工作有着重要意义%

信息保障机制包括信息收集)分析评估和信息

反馈三个部分&及时发现问题)督促整改% 信息收集

渠道主要来自于多层次听课)教学检查以及督导检

查)学生评教)教师评学)各级各类座谈会等% 根据

所得信息&依据标准系统进行分析评估&做出结论)

解决办法或处理意见% 如开展教学差错及教学事故

认定等% 通过各种渠道收集的教学信息&经分析评

估后及时反馈给相关责任人或责任单位&主要反馈

渠道为发布教学检查情况通报%

EGED教学环节的质量监控保障措施:学校层面严

格实施教学督导制度&各级督导组负责对教学活动

进行定期或随机的质量监督检查&深入课堂听课评

课&了解和掌握一线教学情况及教学条件&及时与授

课教师和学生交换意见&将所发现的问题反馈到相

关部门并督促解决%

实施学生评教制度&各高校成教学院组织学生

开展评教工作% 评教方式可采用学生座谈会或网上

评教% 通过学生评教引导教师更加关注学生的需

求&进行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提高教学水平%

实施教师评学制度&组织每学期开展评学工作&

进行班风)学风和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以此引导教

师关注学生学习状态&重点培养学生学习的自觉性

和自律性&使其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实施教学检查制度&通过各级教学管理人员检

查)教学督导组巡查)召开座谈会等方式收集教学信

息&对每位教师和其归属的教学单位教学工作做出

公正)客观)准确的评价与反馈% 每学期期中集中反

馈教学检查情况和整改要求&各院系根据反馈结果

做出相应整改&以提高教学质量%

各院系在成教学院的指导下对考试环节的质量

监控也应落到实处&对学生考核成绩及试卷进行全

面分析总结及反馈&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改进教学工

作的措施%

FD总结

成人高等学历教育质量监控与评价体系的设计

与构建是涉及教学中各个环节的复杂的系统工程%

在整个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中&成教的实践教学监

控与评价更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改革中会面临

着管理体制的漏洞和思想观念的束缚% 但是随着大

家对成教教学质量的关注&对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

和社会对人才素质要求的提高&教学质量监控与保

障体系日趋完善% 体系的构建需要利用到各种教育

教学技术与手段&结合成教学生的特点&建立畅通快

速的信息反馈通道&从而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成

人高等学历教育改革形势% 经过各高校多年来进行

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办学实践与经验&随着国家政

策)地方经济发展需求)高校办学环境的不断改变&

各高校的成人高等学历办学已经逐步意识到了教学

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的重要性&并且在发展过程中

进行了逐步的改进%

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必须要根据各高校自身的办

学特色&建立健全系统)科学)有效的教学质量监控

与保障体系&从而提高成人高等学历教育的教学质

量&为地方的经济建设和发展输送出更多的应用型

高质量的优秀人才&只有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实践&成

人高等学历教育才能走向可持续发展之路&实现教

育效益)社会效益的双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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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怎样做好非学历继续教育

刘:涛! 余一鸣! 崔世佳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河南:新乡:;'."""#

摘要":目前&随着互联网教育的普及以及各类手机端教育 =dd的发展&网络教育体系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随着

现代网络教育体系的日趋便捷&不同层次的社会教育快速的发展&终身教育也变成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互联网将过

去的传统教育分类模式彻底打乱&淡化以往的非学历提升教育和传统学历教育界限% 以个人职业为依托 )专项能力为

层级 )未来发展为目标的非学历提升教育正逐渐火热% 作者就当前环境下非学历提升教育中发现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

索和研究%

关键词":远程网络教育$非学历提升教育$传统学历教育

中图分类号"+&;(

::在我国&继续教育作为落实终身学习理念的关

键一环&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它与普通学校教育

已成为振兴我国教育事业不可或缺的两个'轮子(%

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引导部分地

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0也明确

指出&地方高校转型发展要广泛开展面向一线技术

技能人才的继续教育%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

案0同时指出&从 !"#$ 年开始&在职业院校)应用型

本科高校启动'若干技能鉴定等级证和毕业生学位

证书并重(制度试点工作&加大力度宣传)鼓励学生

在校期间完成规定学历教育获得本专业学历证书

外&积极考取本专业或相关专业职业技能证书&为将

来学生拓宽就业渠道打下坚实基础%

CD发展非学历教育的缘由

目前&在我们国家&人们意识中教育的概念仅仅

限于学历教育% 对于学历教育的投入无论从地方还

是国家都远远大于非学历提升教育
+#,

% 绝大多数

民众也将获取'学历文凭(为教育价值观&把考上大

学作为人生唯一出路&这也导致了近年来的普通高

等学校的大规模扩招% 而非学历提升教育被边缘

化&大众将其视为补充学历教育的辅助教育&被认为

是不正规)应急类)辅助类)无水平的教育类型% 所

以普通高等学校不会把重心放到非学历教育上&社

会上的办学机构侧重于非学历教育的提升&但由于

自身师资力量的限制&往往具有虚假宣传)挂靠委

托)提升效果不明显等现象
+!,

% 其实&完全用普通

高等院校培养学生的教育标准去匹配非学历教育&

是非常片面的理解% 目前&我们需要改变思路"高等

学历教育是主体&非学历继续教育是它的重要分支&

唯一的区别是在于受众群体和教学方式方法上% 随

着时代的发展&为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对各领

域从业人员的技能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如

何提高从业人员的技术能力和素质&需要进行非学

历教育% 在新环境)新发展)新阶段的背景下要求把

非学历继续教育提高到一个新的战略地位&使非学

历教育走向核心% 其原因如下"!##我国进入快速

发展阶段&各行各业都迫切需求大量适应性人才%

科技的突破创新)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

步&需要教育行业不间断地提供人力资源的培养与

供给% 为了迎合企业快速发展)市场机制的调整&绝

大多数的中层管理人员)基层员工的上岗)晋升或转

岗都要求技术再培训$大批在职员工也需要迎合新

的环境进行知识和技能的更新和补充&接受非学历

再教育%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同样要求现有的适

应性人才不断提升满足企业)行业发展的需求% 这

就需要后续教育来完成% !!#鉴于教育的终身性&

非学历继续教育将会占据更大的比重% 未来构建终

身制一体化的教育体系是教育不断发展的大趋势%

'非学历教育(既要为经济的快速发展而贡献&又要

为个人的不断发展而设计&它是'进入 !# 世纪的一

把钥匙(% 终身制一体化的教育要求个人的不间断

学习
+.,

% 而这一功能只能由非学历教育来完成&使

渴望得到知识的人能得到更加便捷地 '进入)出去

和再进入的学习机会(%

ED未来非学历教育发展的趋势是利用网络

连接的多渠道教育形式

::非学历继续教育作为教育的一个重要分支&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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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以下特点"一是形式多样% 包括"高等成人教育)

自学助考班)专项能力建设证书班)职称技术培训

班)各类职业资格和技能鉴定考核班等% 二是生源

基础大&与传统的学历教育互不影响% 如低学历)职

业院校和在职人员等可以参加学习&通过网络学习

已经成为网民们上网一个主要目的% 要服务好快速

发展的社会就要不断提升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互

联网教育能够为学生提供针对性的动态资源&具有

其他授课方式没有的资源共享性质% 互联网授课由

于它自身的这种开放和灵活的模式已成为众多人群

学习)提高的主要途径% 调查显示&现在绝大多数的

成人教育大部分是在职人员% 这些人的目的很明

确&重点是着眼未来的职业发展规划&提高自身的专

业技能&以提升自身岗位竞争力&而不仅限于提高自

己的学历层次% 因此&目前大多数的在职人员特别

看重技术水平和授课内容的效用性%

FD非学历教育的特色

人们通常印象中&办学成绩的好坏是衡量办学

的硬性指标&当前阶段&非学历继续教育为什么被

'冷落(&最主要的原因是办学成绩不高&充斥虚假

宣传% 非学历继续教育若要改变这一现状&得到学

生)企业和社会的青睐与认同&就要努力提高自己的

办学质量&办出自身的特色%

FGCD办学模式要具有开放性:非学历继续教育与

普通高等教育不同的地方在于&非学历继续教育是

一种以技术为基础)以职业为跟本)以就业为导向的

教育&它的受众群体一是本身要具备一定的知识储

备&二是要有实际操作的能力% 这也是为什么非学

历继续教育要融入行业&融入市场的原因&走现代学

徒制的开放式的办学模式&摒弃过去传统封闭的模

式&使各环节有序结合&形成高效运行的体系% 为

此&各高等院校应当面向社会&与行业组织)用人单

位建立多种形式的合作模式&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

和利用社会各方面的教育资源培养人才%

FGED教学课程和教学内容设置必须体现针对性:

非学历教育教学课程和教学内容设置必须体现一定

的针对性% 比如"高职高专的教学课程设置和教学

内容应以能力为切入点进行有选择的考量% 在教学

计划制定时应放弃以 '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

课)实践环节(为主的传统教学思维模式% 非学历

教育的特点是采用反向授课方法&也就是理论框架

要求为"'职业需要)已实践为需要的专业理论)基

本的专业知识)大量的实践时间(% 基础课程授课

应以 '必要 ()'满足实践基础(为要求&以实践为需

要的专业理论的教学要求更有靶向性和合理性&并

掌握以实践为需要的专业理论和相对应的技能实践

操作% 学习内容要定时)迅速更新&持续扩充制作)

服务)工艺和管理领域中的最前沿知识和专业技能%

非学历教育的所有培训内容建设和教学内容与高职

高专的教学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选择基本一样%

FGFD专业设置应该充分考虑地方需要和行业需要

:非学历教育的专业不应该针对单一学科&也不是

依据学校的教学资源和公共网络基础进行专业设

定&而是应该以地方需要和经济需要为依据&根据不

同地域和市场需求进行靶向性的设置专业门类
+;,

%

例如"劳务输出&从劳动力市场和职业岗位分析入

手&科学合理地培训相应的岗位技术% 为了适应地

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高职高专院校应因

地制宜地开设一批专业性和地域性明显的专业% 只

有接近市场需求&满足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

需要&才能使毕业生更好地去工作&为社会做出贡

献% 这对学校的管理)教师和教学质量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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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专业课程开展课堂思政教育的探索

李枋禨! 王双双! 宁:洁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护理学院&河南:新乡:;'."""#

摘要":为了让思政教育贯穿大学生学习的整个过程中&作为高校专业课教师在课堂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有必要

开展思政教育% 以护理专业为例&分析了专业课教师开展课堂思政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从培养方案制定到教学设

计等几方面对专业课开展思政教育的途径和具体措施进行了探索%

关键词":护理专业$课堂思政

中图分类号"+&;!7"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政会议上关

于'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

同效应(的讲话精神&各高校纷纷开展了关于加强

课堂思政的探讨% 作为护理专业的教师更是深刻意

识到开展课堂思政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护理专业是

一个快速发展的本科专业&随着人们对健康日益增

长的迫切需求&我们医护群体所担负的希望与责任

也日益厚重%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护理专业从设立

之初起就极其重视对护生的思想道德教育&从入学

之初就教导学生牢记院训"仁爱)慎独)严谨)精致&

时刻提醒学生不忘初心&将护理人文精神落实到学

习乃至今后的工作当中去$在夯实护生护理专业知

识的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护生的思想

教育% 如今为了让思政教育贯穿大学生学习的整个

过程中&有待在专业理论课教学中探索出开展课堂

思政教育的新途径和新方法%

CD护理专业实施课堂思政的必要性

CGCD护士职业特点:护理工作与其他职业相比&最

大的特点是责任大% 护理工作涉及了全民健康的多

个领域&包括养老)育婴)社区护理)助产)临床护理

等等&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和经济意义% 护士会面

对迎接生命的降生)抗争病魔的侵袭)抚慰受伤的心

灵)陪伴生命的逝去$因此在工作中护士不仅掌握着

个人的生命健康&还承载着一个个家庭的幸福完整&

如果在护理工作中稍有不慎&这不仅给患者的生命

财产带来巨大的损失&而且会影响其整个家庭
+#,

$

所以&一旦加入护理行业&身上的责任重大%

CGED护士职业素养:基于护理行业的职业特点&对

护士的职业素养要求相对来说比其他职业更高% 作

为一名合格的护士&除了要有精湛的护理技术外&还

要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 因此&无论医院还是社会

都对护士有着较高的从业要求&例如"专业知识扎

实&技能熟练&细心)耐心)有责任心等等% 护士的职

业素养总体来说有两点&一是技术方面的素养&二是

非技术方面的素养% 技术层面的职业素养包括"情

景和决断意识)整体辩证的意识)精益求精的态度等

等&非技术层面的素养包括"责任意识)规章意识)仁

爱精神)团队精神和身心素质等等
+! %.,

%

CGFD护生思想教育的必要性:作为培养护士的护

理学院&不仅要培养护生专业知识和技能等技术方

面的素养&而且要重视像思想品德等这样的非技术

方面% 我们很多专业课教师普遍认为自己的教学任

务就是让学生掌握专业课程的知识&部分教师会认

为在专业课课堂上实施思政教育会占用课时&影响

教学任务的完成% 事实上&目前的高校课堂普遍存

在一些问题&比如教师满堂灌式教学)学生课上玩手

机睡觉)考试前突击复习)师生课下零交流等等% 作

为高校教师&要做的并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

是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沟通能力)社会适应能力等

软实力% 因此&这就需要我们教师在日常课堂和生

活中潜移默化的对学生进行引导%

ED专业课开展课堂思政教育的途径探索

为了培养护理毕业生具备上述基本能力和职业

素养&有必要将思政教育贯穿整个大学的学习过程

中&因此探索专业课中开展思政教育的途径就显得

尤为迫切% 我们在统一教师思想认知的前提下&从

培养方案的设计出发&在解析职业素养的基础上&修

订培养计划中对毕业生的要求&从而进一步修订课

程教学目标&匹配教学内容&寻找专业课程和思政教

育的结合点$设计实施思政教育的教学环节$丰富教

学手段&实施嵌入式)多样化的思想政治教育
+;,

%

例如&护理专业的专业课/儿科护理学0&原来主要

-.(-

:

第 ! 期

!"#$ 年 $ 月
::::::::::

大健康教育与研究

S90HICBCDA2PCTC13JB /GK81J29D 1DG UCAC1I8B

::::::::::

>97!

)CH7!"#$

:



着重培养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两个方面% 现在可尝

试在教学大纲中补充相应的教学目标&比如增强学

生团队协作能力)提高学生心理素质)培养学生的职

业素养等&从而来支撑在毕业要求里职业素养这块

内容% 在课堂中加入思政的内容是一项改革&我们

可以尝试采用以下途径%

EGCD教师以身作则(身正为范:习近平总书记在第

三十个教师节上提到"'好老师应该取法乎上)见贤

思齐&不断提高道德修养&提升人格品质&并把正确

的道德观传授给学生%(身为一名高校专业课教师&

言传身教来为学生树立榜样&无论是课堂还是生活

中&都可以通过自身的人格魅力影响学生&从而潜移

默化地改变学生的人生观% 与此同时&最基本的要

做到严格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用心备课教学&并且

认真耐心的批改作业和答疑% 最重要的是在课堂

上&我们应始终以学生为中心&真正的关爱学生&用

自身的积极心态和热情感染他们&传播正能量%

EGED规范课堂管理:虽然大学课堂提倡培养学生

的自主学习能力&但是针对课堂纪律&发现学生迟到

早退)玩手机等违纪行为还是要及时纠正的% 高校

教师对课堂纪律的要求普遍比较松散&多数认为学

生只要不捣乱)不影响他人就可以&但大学期间的孩

子仍处于行为养成阶段&我们应通过课堂的点点滴

滴使学生养成正确的行为习惯% 比如部分学生上课

期间不和老师打招呼就直接进出教室&声称为了不

打断老师讲课进程$有些学生课堂上沉浸在手机里

从不抬头$而上课迟到)课中早退也是很常见的事

情% 诸如此类行为&教师的沉默等于无形中放任学

生不遵守纪律&如果为了避免打断教学进程&我们可

以课前课后和学生交流&提醒学生这类行为习惯是

不礼貌的%

EGFD利用案例分析开展思政教育:在护理专业课

的教学中&为了让学生理论联系实际&通常会引入一

些临床案例&通过分析案例&促进学生对所学内容整

体理解% 而在案例中常常会涉及到一些背景&我们

可以此开展思政教育&讲授行业职业道德规范和内

涵&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职业素养和正确的人生观%

例如&在/护士人文修养0课程中结合课程内容可以

介绍一些由于护士沟通不当造成的医患纠纷&也尝

试让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自行编排以沟通)关怀为主

题的情景剧等&相信这些教学设计可以既加深了同

学们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又生动的让其感同身受&从

而影响自身%

FD小结

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思政专业教师的职

责&也是每一位专业课教师的职责% 护理专业承担

着全民大健康的重要任务&更应该专业知识和思政

教育两手抓&尤其对护理专业的学生&思政教育尤为

必要和迫切% 有句话说得好&'教育就是生命对生

命的的影响(% 假如每位老师都能有效利用课堂这

个阵地&以身作则&锲而不舍地感染学生&相信仁爱)

慎独)严谨)精致的精神肯定会深深扎根在每位护理

学子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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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思想大讨论背景下关于化学教学的思考

胡亚平! 李:静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基础医学院&河南:新乡:;'."""#

摘要":教育思想大讨论是新时期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实现教育现代化&提高学生创新能力的一个重要环节&

本次大讨论的核心工作是查找教学过程中的问题% 针对应用技术型大学转型中所面临的新情况)新形势&在广大师生

的教与学中找到制约学校转型发展的瓶颈问题&实现有特色健康服务的应用型大学的办学目标% 作者围绕如何在化学

教学中贯彻教育思想大讨论思想和改革中具体实施方法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教育思想大讨论$应用型人才$化学教学

中图分类号"+;!"

::教育是国之大计&是民族振兴的基石&因此在大

学&特别是应用型大学中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 目前&学校正处于向应用

型大学转型的关键时期&本次教育思想大讨论在学

校迈向应用型大学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大

讨论的各项成果会对学校未来的发展建设起到直接

推动作用% 教育思想大讨论的目的是树立正确的新

时代教学改革思想观念&培养高质量应用型人才&加

快推进学校地方性)高水平)有特色的健康服务大学

进程% 教育思想大讨论中&我们要找问题&抓弊病&

提出解决方法&并改进落实% 教育思想大讨论中要

实事求是&敢说真话&敢说实话&不流于形式&方能全

面提升教学水平% 学校教育思想大讨论的内容主要

是围绕人才培养定位)师德师风)学风建设)协同育

人等方面&旨在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激发学生刻苦学

习&深化产教融合&培养更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和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和建设者%

CD化学教学存在的问题

CGCD教育观念陈旧:在以往的本科教育中&老师在

化学教学中依然以教授知识为主&不注重学生综合

能力的培养&对于不同医学专业的化学讲授重点基

本相同&且理论与实际需求脱节严重% 这种陈旧的

观念完全不符合新时期应用型人才需要&更不符合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的

需要%

CGED教学方法单一:老师上课以讲授为主&学生参

与度低&不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实验

课大多采取讲解)演示)操作的授课模式&创新性不

强$有的实验仪器数量较少&老师选择讲解演示)多

人同组的授课方法&整个实验课过程中仅有少量同

学有机会操作仪器$线上教学模式部分学科已经开

通&但是不同专业线上内容差别不大% 这些单一的

授课模式不利于创新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CGFD教学内容亟待改进:医用化学及分析化学中

有些实验内容陈旧&创新性不强&侧重学生创新能力

及综合能力的综合设计性实验较少&且部分实验课

中实验仪器落后&不能满足新时期医学生及药学药

剂学生工作就业需求% 因此&化学教学亟待改进实

验内容&引入新技术)新仪器%

结合本次教育思想大讨论的精髓&围绕以上化

学教学中提出的诸多问题&我们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和反思% 我们将结合老师们在化学教学中的经验&

对教学思想)教学方法)教学内容进行系列改革%

ED教学改革

EGCD更新教育思想观念:化学是医学)药学等专业

的基础课&在课程开展中&要时刻以 '培养什么人)

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系列问题作为出发

点和落脚点&以学生为中心&坚持以高质量应用型人

才为目标&牢记培养优秀毕业生)优秀社会主义接班

人的使命%

化学是一门理论与实践并行的学科&理论教学

和实验教学缺一不可&不能只重视理论课教学)轻实

验教学% 因为应用型人才的培养需求强调学生分

析)应用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依据布鲁姆认知方

法
+#,

&应用)分析)创新需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即

理论需应用于实践&所以理论的理解记忆是应用创

新的基础&实验是将理论应用于实践或者创新的具

体环节&二者对学生应用能力同等重要&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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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开展实验时&还应积极开展和生产实际相关的

综合性实验&比如"银杏叶中药物成份黄酮的提取)

黄连中药物成份黄连素的提取和测定等&从查阅文

献)设计实验方案与步骤)处理实验结果全部由学生

自主进行&学生提交方案&教师指导改进&重点培养

学生分析问题)应用理论)创新探索的能力&同时培

养严谨求实)精益求精的科学态度&进而实现应用型

人才培养目标%

EGED深化教学改革(优化教学方法:传统教学中&

老师以讲授为主&单一的形式会使学生觉得枯燥无

味&不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经过本次思

想大讨论我们深刻认识并查找到自己在教学方法上

的不足&拟在以后的教学中采取以下方法优化教学"

!##加强课程思政&在专业知识学习同时&注入

人文思政教育&如化学发展史中联系古代炼丹术)湿

法炼铜)侯氏制碱法等&既增加课堂趣味性&也在学

生中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既让学生增长了知识见识&

又增强了综合素养%

!!#加强实验项目和教学模式创新&适应应用

型人才培养要求% 把有机)分析)无机等学科的理论

及实验中设置重复)内容类似的课程进行整合&减轻

学生学习负担&提升课程成熟度% 实验项目及时更

新&实验内容从药学)生物)科技等生产实际相关内

容进行设计&同时更新检测方法&将先进的仪器设备

和研究方法引入课堂&设法满足学生毕业后应对企

业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

%

!.#加快推进以 V?/理念为指导的混合式教

学&化学有些学科如分析化学)有机化学是药学药剂

专业考研必考课&更应加强混合式教学% 重点内容

在课堂上以讨论)翻转课堂等形式进行&拓展内容)

考研必备内容延伸到线上教学平台&学生通过自学

完成&大大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应用能力&保证

教师讲得好的同时&学生也要学得好&全面提升学生

就业竞争力和社会适应性%

!;#努力提升自身教学水平&加强自身党性修

养&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做到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

德施教)以德树人% 化学与医学)药学)食品)环境等

多学科相关&各个学科的发展都会带动化学方法)化

学仪器的发展&这要求我们建立终身学习习惯&方能

满足培养应用型人才需要%

EGFD丰富教学内容

紧扣学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制定应用型

人才培养方案&同时结合时代新技术)新方法&拓展

并丰富线上线下教学内容&精心备课&回归本分&打

造'金课(&拒绝'水课(%

FD结语

教育思想大讨论是促进教育改革的源泉&是学

校转型的契机&我们会牢牢把握这次机会&总结大讨

论中提出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在以后的教学过程

中&重点培养应用型人才&积极转变师生教与学的观

念&优化教学方法&丰富教学内容&努力把自己锻造

成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问)有仁爱之

心的'四有(好老师&把学生培养成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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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融入组织学与胚胎学的教学设计

魏慧平! 周:薇! 李勇莉! 韩金珠! 王俊萍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组织学与胚胎学教研室&河南:新乡:;'."""#

摘要":为了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坚持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教育的全过程% 组织学与胚

胎学是医学高等院校的基础课程&作者从组织学与胚胎学课程中思政元素的挖掘&课程思政实施途径及过程中的注意

事项这几个方面提出见解&旨在为将课程思政融入医学基础课程提供参考%

关键词":课程思政$组织学与胚胎学$教学设计

中图分类号"+&;#

::习近平总书记在 !"#& 年 #! 月召开全国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

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
+#,

% 基于对大学生

思想言行和成长影响最大的第一因素是专业课教师

这一情况&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让思想政治

教育不再局限于思政课堂&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

发展新局面&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水平人

才% 组织学与胚胎学是一门将组织学和胚胎学有机

结合的学科&在本校于大一第一学期开设&在培养临

床医学及相关专业的人才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作

者围绕如何将课程思政融入组织学与胚胎学教学发

表了看法%

CD组织学与胚胎学教学内容中思政元素的

挖掘

::组织学与胚胎学是临床医学及医学相关专业学

生的必修基础课程&包括两门学科&其一组织学

!T2AJ939E5#是研究机体微细结构及其相关功能的科

学&借助显微镜洞察个体自身的微观世界&是学好解

剖学)病理学)生理学的前提$其二胚胎学!/0MI593@

9E5#主要是 研究从受精卵发育为新生个体的动态

过程及机制的科学&包括生殖工程学)畸形学)描述

胚胎学等% 将思政元素科学的融入组织学与胚胎学

课程中&对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不怕艰苦投身科

学)保护环境)敬畏生命)拥党爱国等方面可以起到

非常重要的作用% 本文将充分挖掘组织学与胚胎学

课程中的思政内容&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举例说明%

CGCD归纳推理及空间思维的能力:想要学好组织

学需要注重培养归纳推理及空间思维的能力% 人体

组成的不同层面依次为系统)器官)组织)细胞)亚细

胞和分子% 在观察组织学图片时&从纵)横断面推断

细胞组织的形态&由平面的图像回归到真实的立体

结构&由细胞的光电镜结构联系到相关功能&可以很

好的培养学生的归纳推理能力及空间思维% 对组

织)细胞做不同断面观察时显示的形态是不同的&例

如&讲解上皮组织分类时要强调所依据的是纵断面

上细胞的形态和层次&就如同鸡蛋的不同断面一样&

也和解剖学中的不同剖面类似%

CGED坚持不懈(投身科学:组织学中很多发现都离

不开科学工作者们坚持不懈&不怕艰苦的科学精神%

#$Z; 年&澳大利亚医生 ?1II5[1IAB133以身试菌&最

终才证实了幽门螺杆菌是胃炎)胃溃疡的致病因子%

而直到 !""' 年&他才因这一发现获得诺贝尔医学

奖% 发现精子获能现象&有'试管婴儿之父(的张民

觉曾说 '如果我在生殖生理学领域做了些什么的

话&那是由于我强烈的好奇心&坚韧不拔的努力&勤

奋工作(% 在组织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进行合

理的设计&用这些事迹来激励学生&培养坚持不懈)

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

CGFD健康饮食(远离烟酒:据世界卫生组织显示"

不健康的饮食)抽烟)酗酒&是心血管疾病)癌症)糖

尿病)高血压)肺癌)肝癌等一系列疾病的主要危险

因素之一% 在教学过程中&结合具体的器官结构及

相关疾病向学生传播健康的生活方式&对改善个人

及社会的健康趋势都有一定的影响% 例如&在讲解

消化腺 %胰脏的结构时会提到&胰腺外分泌部分泌

的多种消化酶以酶原的形式存在&排送到十二指肠

后才激活为具有消化功能的酶% 若暴饮暴食)饮食

习惯不健康则有可能是酶原在胰腺内被激活&消化

胰腺自身组织&引发急性胰腺炎% 同时&长期酗酒会

增加肝脏的代谢负担引发肝炎)肝硬化$抽烟是肺癌

的重要危险因素&烟草中的有害物质还会削弱呼吸

道黏膜的免疫功能% 在教学的全过程有机的将这些

知识传播给学生&让他们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

CGHD敬畏生命(热爱生命:在胚胎学的教学中&可

以培养学生对母亲的感恩之心&让他们学会敬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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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热爱生命% 认识到每一个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

每一个个体的形成都来源于一个细胞即受精卵&在

胚胎发育的过程中&任何一个小步骤出现问题都有

可能导致畸形% 比如&当一个胚盘上出现两个原条

且距离太近&在胚胎形成过程中出现局部的联合会

形成联体双胎$食管的发生过程中&若过度增生的细

胞没有凋亡则会导致食管闭锁$睾丸发生过程中若

未完全降至阴囊则会导致隐睾% 在潜移默化中教会

学生热爱生命)珍惜生命%

CGPD保护环境:习近平同志于 !""' 年 Z 月就提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科学论断&我们可以

将这一理念融入组织学与胚胎学的教学过程中% 近

年来&随着社会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对人类的生殖

能力产生了巨大的威胁% 据文献报道&从 #$(. 年到

!"## 年&部分地区男性每毫升精液中精子的数量由

一亿下降到了四千万
+!,

% 自出生起&女性卵泡中的

卵母细胞就处于初级卵母细胞阶段&并长期停滞在

减数第一次分裂前期% 这就意味着不管何时妊娠&

与精子结合的卵母细胞自母亲出生之日就已经存

在% 由于环境等因素的影响&高龄产妇胎儿畸形率

大大升高% 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类自己&从我做起)

从小事做起&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

CGID人文素养:我们培养的都是医学相关专业的

学生&要时刻谨记'健康所系&性命相托(&让学生在

以后的职业生涯中注重人文关怀% /大医精诚0有

言"凡大医治病&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

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

如至亲之想% 医学专业的学生必须要学会尊重病

人)关爱病人)理解病人
+.,

&对医疗事业抱有极大的

热忱与强烈的使命感% 加强自身的专业素养&对病

人负责&对病人的痛苦怀有悲悯之心&尊重生命&关

怀病人%

ED组织学与胚胎学课程思政的实施途径

组织学与胚胎学理论课与实验课教学设计都应

当结合课程思政这一思想% 首先&教师要严格要求

自己&以身作则&做到认真备课)教风严谨)对学生负

责&时刻牢记自己为人师的身份&传播正确的人生观

和价值观% 认真思考&改变满堂灌的教学模式&真正

'以学生为中心(&设计混合式教学% 进而增强学生

的团队协作能力)自学能力)自我管理能力)沟通交

流能力&提高学习积极性与课堂活跃度
+;,

% 让学生

把学习重点由课堂转到课下&精简课堂所讲内容&做

到'讲的都理解&没讲的都会课下学(%

实验课是组织学与胚胎学教学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 在实验课中启发学生的科研思维&培养他们

养成良好的科研习惯和科学素养&产生遵纪守法的

意识)诚实可信的品质及严谨求实团队精神% 以

V?/!VKJ890C%M1ACG /GK81J29D&基于学习产出的教

育模式#理念解放实验课堂
+',

&借助多样的教学手

段和方法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参与性&培养学生的发

散性)开放性思维及实践创新能力&培养出适应社会

和市场需求的实用型)技术型人才%

FD组织学与胚胎学课程思政实施中的注意

事项

::课程思政需要科学的结合思政元素与专业课

程&切忌生搬硬套&也不必做到每一个内容都向思政

方向靠拢&以至于课程思政过于生硬)突兀而引起学

生的抵触
+&,

% 教师作为课程设计的主体&一定要起

到榜样的作用&以自身的行为来影响学生% 同时要

充分的认识到课程思政的重要性&提高自己的专业

素养和把控课堂的能力&在挖掘思政元素上集思广

益)下大功夫&在保证教学效果的同时提高学生的思

想政治教育%

HD结语

高校教师要认识到课程中的育人要素和责任&

鼓励每一门课程进行课程思政的教学设计&把立德

树人内化到教学的全过程%

::参考文献
"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思想政治工

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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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物资供应D促进教学质量提升

刘宇坤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招投标与集中采购部&河南:新乡:;'."""#

摘要"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功在当代)立在千秋的德政工程% 教育对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创新创造活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 作为学校物资采购供应的保障型服

务部门&提升服务质量是值得深刻研究的重点课题&让学校教职工放心是我们的根本使命%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招投

标与集中采购部通过认真研读政策)深入教学一线调研)分类管理精准采购)市场考察等多种举措&真正实现采购物资

精准)高效&为师生提供良好的服务保障&为提升教学质量做贡献%

关键词":教育$保障$精准

中图分类号"+;&!

::招投标与集中采购部作为学院采购的重要保障

部门&物资供应是否及时)采购是否精准&将直接影

响学院教学)科研等系列工作% 提升服务质量&精准

保障物资供应&是招投标与集中采购部值得深刻分

析的课题&为此&招投标与集中采购部作出实际举

措&认真研读招投标各项规章制度)深入教学一线常

态化服务)物资分类管理)力争精准采购)与优质供

应商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加强市场考察力度&多措并

举&力争实现为师生提供良好的保障服务&为提升教

学质量做贡献&为我院加快推进地方性)高水平)有

特色健康服务大学进程&全面落实高质量应用型人

才培养目标做贡献%

CD坚定信念 砥砺前行

党的十九大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战略高度&作出了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加快教

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重大部署% 教育是国之

大计)党之大计&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

人是发展教育的首要问题% 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社会主义国家&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

养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是教育工

作的根本任务&也是教育现代化的方向目标%

教育的'一个根本任务()'两个重要标准()'三

项基础性工作()'四有好老师和四点希望(&深刻回

答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 不忘初心&方

得始终% 高等学校的初心就是培养人才&一要成人&

二要成才&也就是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核

心任务% 如何完成高等教育的重大使命和核心任

务&对照'四个回归(&各高等学校广泛开展教育思

想大讨论&明确应该干什么和怎么干% 在全面把握

新时代要求&全面振兴本科教育的背景下&我院教育

思想大讨论活动如火如荼的进行&新乡医学院三全

学院作为一所以新机制设立的独立学院&新时代背

景下&提升教育质量&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更多)更优

秀的有用人才&是每一位三全人的初心&是学院永远

的使命%

ED立足本职(服务教学

在全面提升教学质量的背景下&招投标与集中

采购部作为学院教学改革)学生管理)行政运行的重

要保障部门&如何提高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是摆在

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招投标与集中采购部担负着

我院教学仪器设备)教师办公设备)实验试剂耗材等

各种教学资源的采购与供应&各类实验用品)教学仪

器设备质量的好坏&供应是否及时)精准&将直接影

响到学院教学质量的综合提升% 以教学为中心&以

教师为中心&以教师的满意度作为衡量服务的标尺%

心中有教学&心中有教师&心中有学生&换位思考&专

注提供优质服务&使教师无后顾之忧&使教学各项所

需物资均及时到位且高效运转&为学院教学质量提

升做贡献%

FD提升服务(落实保障

目前&我院在教学仪器设备)实验耗材)实验试

剂)办公家具)办公用品等方面实行集中采购管理制

度% 各教学单位提出采购申请&经审批通过后由招

投标与集中采购部统一安排采购&此举减轻了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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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人员的工作负担&同时&集中采购制也有效降低

了采购成本%

作为服务教学的保障型部门&我们对教学部门

和教师承诺"有我们在&请放心4 分析我院实际情

况&实验室体量大&实验用品种类繁多且数量庞大&

各类教学仪器和设备门类广泛&从医用耗材到医用

试剂&从电子设备到实验动物&从国产仪器设备到进

口仪器设备&只要是教学需要的&经审批通过后&我

们快速安排采购&全力支持教学所需&有我们在&请

你们放心4

有你们在&我们放心&这是你们的认可&我们的

目标% '放心(的转变&是艰辛的历程&是服务的提

升&是换位思考后的工作动力&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目

标&是你们对我们的认可及肯定&没有豪言壮语&没

有轰天动地&默默的做好本职工作&尽全力服务教育

教学% 为了'放心(的转变&招投标与集中采购部实

施众多举措&从政策解读)分类管理)走访一线等多

渠道提升服务水准%

!##认真研读学院各项规章制度% 只有熟悉人

才培养方案和目标&熟悉专业设置和课程规划&才能

明确教学需要什么)教师想要什么)学生想用什么&

由此得知我们需要采购什么%

!!#深入教学一线常态化% 教师教学是对所采

购仪器设备)试剂耗材质量检验的过程&仪器设备)

试剂耗材质量的好坏&教师和学生作为使用者&他们

最有发言权% 为了解采购物资的各类情况&招投标

与集中采购部定期深入教学一线&对采购物资进行

质量跟踪&听取各院系教师对仪器设备)试剂耗材质

量的意见和建议%

::!.#分类管理&精准采购% 在我院办学规模不

断壮大&学科门类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各类教学仪

器)实验耗材种类繁多&大包的采购方式已不能满足

多样化的需求% 鉴于现状&招投标与集中采购部实

施分类采购&将教育教学所需物资分门别类&例如"

将口腔技术)眼视光技术)护理)医学检验)基础医

学)医学工程等所需仪器设备和试剂耗材精准分类&

精准采购&建立物资采购大数据库&对具体数据的质

量)实际应用需求进行价值分析&提供最有价值的数

据信息&从而清晰了解采购需求方的具体需求
+#,

%

专业耗材由专业公司供应&为学生上课提供优质实

验用品&使实验结果更为精确% 对采购管理进行分

级细化&可以从招标采购主体在规划策略)组织协

调)资源投入等方面更加规范
+#,

%

!;#与优质供应商建立长期合作% 我院所需各

类用品和物资种类繁多&且采购数量较为庞大&十余

年来&学院与众多供应商均进行过供需合作&在此过

程中&涌现出一批信誉度高)供货质优价廉的供应

商&同时&信誉度差)所供物资质量较差的供应商也

在逐渐被淘汰% 招投标与集中采购部在与申购部门

充分沟通的前提下&真正遴选出优质供应商&并与之

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减少沟通成本和采购成本&简便

快捷地采购各类所需物资%

!'#在严格遵守采购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增强

采购的灵活性% 现代社会瞬息万变&知识更新频繁&

产品更新换代周期越来越短% 对于新产品)新设备

等前沿类教学资源的采购可以随时进行&而不必局

限于定期采购% 对于用量小但价值较大或国家管控

类物资则可以采用单独采购的形式进行&对于市场

价格稳定且透明的物资&推行电子采购&降低了相互

之间的交易成本&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
+!,

%

!&#加强市场考察&扩大教学资源的可替代品

范围%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各类仪器设备更新换

代加速&种类不断增加&适用于同一类教学需要的用

品越来越多&加强市场考察&一方面可以给教学单位

提供决策参考&另一方面可以掌握市场行情&以便购

买到性价比较高的物资%

HD以生为本 坚持初心

作为高等学校的物资采购保障部门&我们始终

牢记高等学校以生为本&教学第一的宗旨&为师生提

供良好的保障服务&为提升教学质量做贡献&为我院

加快推进地方性)高水平)有特色健康服务大学进

程&全面落实高质量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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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与基础医学实验教学中心实验室安全教育工作的思考

翟新博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生物与基础医学实验教学中心&河南:新乡:;'."""#

摘要":实验室安全教育是建立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的重要环节&是/教育部关于加强高校实验室安全工作的意

见0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但在实验室安全教育的实际工作中&存在重视不够)内容不全)形式单一)效果不佳等问题&作

者结合实际认真思考总结&从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形式和教育效果考核几个方面对开展实验室安全教育工作的思

路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实验教学中心$实验室安全教育

中图分类号"+&;(

::生物与基础医学实验教学中心!下称'中心(#

是以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基础医学院和药学院 . 个

院系的教学实验室为基础联合建立的实验教学平

台% !"#& 年&'中心(被批准为省级生物与基础医学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中心(实验室是进行医学)药

学)生物学专业教育)研究及社会健康服务研究的重

要场所&是培养学生专业技能和创新意识的主要平

台% /教育部关于加强高校实验室安全工作的意

见0指出&安全是教育事业不断发展)学生成长成才

的基本保障% '中心(在开展实验教学和科研工作

的同时&始终把安全工作视为重中之重% 当前&'中

心(面临着管理面积广)仪器设备多)实验课程任务

重)实验技术人员缺口大和安全风险种类多等多项

安全方面的挑战% '中心(必须建立起一个符合'中

心(实际情况&切实保障师生生命财产安全&能够持

续运行)长期有效的安全管理体系% 实验室安全管

理体系是一项综合管理体系&包括完善的管理体制)

健全的管理制度)安全教育制度和可靠的安全技

术
+#,

% 实验室安全教育是实验室安全体系的重要

一环&同时也是很容易被忽视的一项重要工作&必须

科学有效地开展这项工作% 借助学校开展教育思想

大讨论活动的契机&作者结合'中心(工作实际认真

思考总结&对'中心(开展实验室安全教育工作的思

路进行了探讨%

CD实验室安全教育的必要性

近期全国范围内的生产安全事故频发&高校实

验室的安全事故也屡屡发生&部分事故甚至造成了

人员的伤亡&对国家的人才资源和资产造成了巨大

的损失% /教育部关于加强高校实验室安全工作的

意见0明确要求要'持之以恒&狠抓安全教育宣传培

训(% 国家教育部)河南省教育厅和学校各级领导

都十分重视实验室安全工作% 确保实验室安全作为

一项政治任务&由各部门的党政一把手负责部署落

实%

ED实验室安全教育的对象

实验室安全教育的对象除了学生&还包括所有

进入实验室的老师和其他工作人员%

随着社会的发展&各个行业的发展越来越需要

跨专业跨学科的复合型人才% 学校也越来越趋向于

以'行业需求(来制定人才培养方案&'行业学院(的

兴起导致了更多跨学科跨专业的课程列入了教学计

划% 实验教学改革的方向就是促进不同学科专业之

间的融合&会出现更多综合性)创新性的实验项目%

因此&实验教师和实验技术人员就面临重新学习本

学科专业以外知识的挑战&其中包括不同学科专业

的实验安全知识%

此外&'统管)开放)共享)高效(是'中心(的宗

旨&'中心(所有的实验室面向全校师生开放% 但不

同学科专业的实验室具有不同的安全特点&存在不

同类型的安全风险&这种实验安全环境的复杂性也

要求所有进入实验室的人员都必须接受实验室安全

教育%

FD安全教育的内容

安全教育的内容分为常规安全知识技能和专业

安全知识技能%

常规安全知识技能包括实验室安全守则)学校

和'中心(制定的各种实验室安全卫生管理制度等%

如'实验室仪器设备管理办法()'实验室安全卫生

管理办法()'实验室消防安全管理办法(以及消防

设备的使用方法和安全逃生方法等% 所有师生都要

求掌握这些内容%

专业安全知识技能包括特定学科专业的实验操

作安全注意事项)实验用到的特种设备的安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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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实验用到的危险化学品理化特性)危险种类和

各种应急预案等% 这部分内容需要各个实验室根据

自身的实验项目和安全环境特点&对安全教育课程

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

HD安全教育的形式

针对不同的内容和对象&要采取不同的安全教

育形式%

HGCD课堂讲授:课堂讲授法适合对全体师生快速

普及基础安全知识% 通过课堂讲授&师生能够对

'中心(实验室安全知识有一个非常系统的)全面的

认识和理解&便于开展进一步的实验教学活动% 例

如&可以组织编写教材&制作课件&面向全体师生开

设/实验室安全教育0课程% '中心(在 !"#Z 年 $ 月

份面向所有 !"#$ 级新生开展了一次/实验室安全教

育0课程的教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新生刚入

学的时间内&'中心(组织院系的师资力量&调动'中

心(的空间和设备资源&协调教务部&对新生开展了

实验室安全教育课程% 内容包括熟悉基本的安全常

识"如实验室安全守则)安全逃生方法和安全报警方

法等$熟悉实验室环境&如熟悉实验室安全出口的位

置等$掌握安全设施的使用技能&包括如何佩戴防毒

面具)如何使用灭火器)如何使用消防栓等%

HGED安全知识讲座:讲座的专题性强&可以就安全

体系中的某一个专题进行详细的讲解与讨论% 这种

方式可操作性强&重点突出&参与者能够对某一专题

的安全知识进行更加深刻的领会和理解% '中心(

会定期开展各类专题的安全知识讲座&如 '危险化

学品的管理()'消防知识讲座()'离心机的操作规

范(等%

HGFD安全应急预案的演练:实验室安全演练较课

堂讲授和安全知识讲座更具实践性和真实性% 通过

模拟实验室安全事件的场景&让师生从心理和技能

上提高实验室紧急事件的处理能力% 例如&实验室

火灾的灭火)危险化学品泄漏的处置等% 可以通过

模拟演练来检验实验室安全应急预案的可行性&增

强师生应急响应和处置能力% 例如&'中心(在安全

教育课中&组织学生熟悉逃生路径&演练安全逃生方

法&实际操作佩戴防毒面具和灭火器的使用等% 因

为场地和安全风险&未进行明火的扑灭演练&计划在

今年联合安保中心到户外开展一次对明火的扑救演

练&这样对师生的心理和消防器材的操作技能都会

有更大的提升%

HGHD安全主题宣传和活动:通过不同形式的安全

主题宣传和活动&营造一种'人人讲安全(的安全文

化氛围% 如制作安全提示)安全宣传栏&开展安全知

识竞赛)安全技能竞赛等% '中心(制作了若干安全

提示牌和温馨提示语&张贴在实验室内和走廊)步梯

墙壁的显眼位置&使进入'中心(工作区域的师生随

时随地都能得到安全提醒&强化安全意识&强调安全

行为%

HGPD应用现代教育技术开展安全教育:通过应用

虚拟现实技术&把实验室的各种危险情况及处置流

程制作成数字化模拟场景% 师生们可以通过手机)

电脑和虚拟现实的设备体验各种危险的处置方法%

这种方法可以打破时间和空间的要求&供师生们随

时进行学习体验&强化安全技能的训练&而且实施过

程的成本和安全风险极低% 不足之处在于这种方法

需要大量信息化教育技术的支持&需要提前制作大

量的虚拟场景的数字化模型%

PD安全教育的效果考核

通过一系列的学习教育活动&师生们是否达到

了预期教育目标&真正提高了安全意识&掌握了实验

室安全知识和技能&这是我们安全教育工作是否成

功的标准% 为此&有必要建立 '实验室准入制度(&

对即将进入实验室开展实验操作的师生进行安全知

识技能的考核% 可以通过实验室管理系统中的实验

室安全教育模块&建立实验室安全知识试题库% 组

织师生进行线上考试&合格后颁发电子合格证书进

行资格认证%

通过在教育思想大讨论活动中对开展实验室安

全教育工作方法的思考&不断总结'中心(在实验室

安全教育中的不足之处&积极反思&不断整改完善&

'中心(的安全体系将会得到持续的完善&'中心(的

安全状况会得到不断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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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服务内涵 凝练专业特色 共建双创课程

李:爽! 张小欢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光明眼科学院&河南:新乡:;'."""#

摘要":随着社会转型发展及国家对教学质量的不断重视&行业学院成为各地方高校新的办学形式&作为学校首个

行业学院&如何能贴合眼视光人才需求&突出我院办学特色是教学思想大讨论的主要议题%

关键词":眼视光$行业学院$专业特色$双创课程

中图分类号"+&;

::光明眼科学院是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在深入贯

彻(十九大(精神&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背景下成

立的首个行业学院&设有全日制本科)专科和专升本

. 个办学层次% 建院一年半以来&学院积极扩大产

教融合范围&深化产教融合深度&引入行业资源&使

学院教育更贴合眼视光人才市场需求% 我院眼视光

专业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在行业影响力及权威性

有所提升&但仍存在着教学层次不够分明)特色不够

突出)行业资源引入深度不够等情况% 如何解决这

些问题&制定具有我院培养特色的眼视光人才培养

方案是当务之急% 针对目前状况&将做以下几点尝

试%

CD立足职业服务内涵(明确视光培养目标

眼视光学起源于欧洲&至今已有 #"" 多年的历

史&而我国较之国外眼视光现状&有 (" 多年的差距&

我国开展眼视光教育存在着需求大)起步晚)范围广

的特点%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的眼视光专业从

!""$ 年开始招生&到目前已经有 . 个办学层次&之

前的人才培养模式多借鉴于温州医科大学)天津医

科大学等本科院校&造成本科与专科课程设置区别

不明显&培养目标区分不明确等情况%

世界视光学学会!XSV#对视光服务的内涵进

行了准确的定义&指出视光服务应包括 ; 个层面的

服务"!##光学技术服务$!!#视机能服务$!.#眼的

健康诊断服务$!;#部分眼的治疗服务% 视光服务

的 ; 个层面包含了不同的范畴&第一个光学技术服

务指为矫正眼的屈光不正&使用各种测试)加工等仪

器进行装配眼镜)维修整形等服务% 这个层面可以

作为眼视光技术专业即专科层次的基础培养目标%

第二个层面视机能服务是指在第一层的基础上增加

了对视觉系统缺陷的调查研究)检查)测量诊断和矫

正处理$进行双眼视和视功能检查和开具处方$接触

镜和低视力注视器的验配% 这个层面可以作为本科

眼视光学专业的培养目标&也与目前课程设置大致

相符% 第三个层面眼的健康诊断服务在前两个的基

础上增加了调查)检测)评估眼部和附属器官及相关

系统因素&以发现)诊断并处理疾病的内容% 第四个

层面眼的治疗服务又增加了可以使用药物或其他方

法治疗眼部疾患% 第三)第四层面类似于我国五年

制眼视光医学的培养目标&在此&我院专科和本科的

培养仅要求可以用相关知识鉴别影响屈光状态的常

见基础眼病即可%

ED贴合行业发展(凝练专业特色

我国目前是儿童青少年近视率全球第一的国

家&视觉健康形势极为严峻&随着一系列政策的出

台&国家对眼视光专业的发展日益重视% 教育部鼓

励高校特别是医学高校开设眼视光)健康管理等相

关专业&培养近视防治和视力健康管理专门人才&积

极开展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管理相关研究&市场上

对此类人才的需求旺盛% 关于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

主要有 . 种方法"框架眼镜)角膜塑形镜和视觉训

练&而这 . 个途径&我院又与 . 个行业方向的相关的

企业有着良好的校企合作&因此可以引入行业资源&

增加相关特色课程&例如邀请角膜塑形镜企业来校

进行角膜塑形镜验配和弱视视觉训练的专项培训&

在专科的课程中也增加双眼视觉学的内容等&将儿

童青少年视觉健康作为我院的第一个专业特色%

眼视光专业涉及人生的整个生命周期&老年人

视觉健康同样也是眼视光关注的重点% !"#Z 年末

我国 &" 岁及以上人口 !;$;$ 万人&占总人口的

#(i$b% 步入老龄化社会预示着老年人视觉健康会

越来越受到重视&而且现代社会老年人对视觉质量

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对远距离)中距离和近距离景象

都不仅要看得清&还要看得久)看得舒适% 因此老年

人功能性镜片的验配量也在持续增加&尤其是渐进

多焦点眼镜&一副镜片可以同时满足看远)看中和看

近&深受老年患者的青睐% 我院与多家镜片厂家有

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尤其是与豪雅光学有限公司&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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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开展过'渐进验配师(的培训&因此可以将功能

性镜片的验配作为我院的第二个培养特色%

FD引入行业资源(共建双创课程

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0&

学校鼓励支持学院开展创新创业课程&眼视光专业

因为市场需求大&投入成本小等特点&比较适合开展

双创课程% 目前我院有学生自主经营的 '全视界(

视光中心&面向全校师生开展视光服务&另外也聘请

了易视界的岳清江董事长作为创新创业导师% 但是

目前仍存在着双创课程设置不够&学生参与度不深&

成果较少等问题&因此要积极与行业结合&将双创课

程和理念融入我院的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中%

在创新思维与技术课程和创新能力与实践两门

课程中&我院将尝试着进行以下 . 个方面的尝试%

第一将'全视界(视光中心进行优化&鼓励学生将线

下实体门店与线上销售进行结合&引入宝视达或者

宝岛眼镜创业导师&对学生进行创业指导&进行营销

模式的创新&并积极参加学校乃至全国的创新创业

大赛&多出成果% 第二将双创课程进行模块化&课堂

形式不再拘泥于教室上课&由实验课和外出行业授

课组成&创新教学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的行业沟通能

力)应变能力及继续学习能力% 第三结合目前眼视

光行业热点&增加创新创业相关选修课&比如青少年

眼保健)功能性镜片的应用与进展及视觉筛查技术

等&使学校教学贴合行业需求&更有利于学生双创思

维的开发%

通过教学思想大讨论&我院对人才培养方案修

订有了更明确的方向&进行了更细化的调整&在以后

的工作中要更突出眼视光技术教育特色&制定符合

学校定位的人才培养方案&既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

也满足学生个人的发展需要&努力把我院眼视光技

术专业建设成教学体系完善)特色鲜明)管理科学的

专业&为行业学院人才培养模式探索树立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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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制模式下大学生党员党后教育创新模式初探

张俊景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羲和书院&河南:新乡:;'."""#

摘要":大学生党员党后教育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 作者从大学生党员自身)党后教育现状)学校党后教育存在的

问题)探索创新党后教育新模式等方面展开论述&探索如何发现和解决学生党员党后管理和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探

索创新党后教育新的模式&在党建工作中意义重大%

关键词":书院制$学生党员党后教育$创新模式

中图分类号"+&;'

::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和

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加快布署建设

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要求&全面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在新时代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

的要求下&以及全校开展教育思想大讨论背景下&作

者以大学生党员党后教育作为切入点&对大学生党

员的理论修养)政治修养和思想道德修养以及职业

道德素养教育等进行总结和调查分析&剖析学校大

学生党员党后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对书院制模式下

学校大学生党员党后教育创新模式进行探索%

CD目前党后教育普遍的现状

目前学生党员在入党过程中普遍存在入党前拼

命干&入党后放松干的现象
+#,

&而学生党员入党后

的成长和教育之路漫长&国家在党员的党后教育方

面有'三会一课(&但是党后教育在实际开展中存在

问题%

当前高校大学生党员党后教育存在问题主要表

现如下 . 方面"第一&入党前后重视程度不同&当前

高校多数注重入党前教育而相对忽视党员的党后教

育
+!,

&这种现象的出现直接影响高校大学生入党后

的党性教育提升和党内先进思想的接受% 第二&学

生党员党后教育形式单一&固化模式的'三会一课(

重理论)轻实践&缺乏对学生党员的吸引力% 第三&

学生党员入党后自我提升和干劲动力不足&同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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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党员在克服自身缺点和解决实际问题时&个别党

员存在功臣心理&居功自傲&我已入党&你奈我何&缺

乏针对性强的约束管理机制%

ED目前学校的党后教育存在的现实问题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在党员的党后教育中

有党员的日常量化考评&也按照国家的要求严格开

展'三会一课(以及日常主题教育活动&但学生党员

并没有真正的用心参与进去&只是流于形式的学习%

!!#学生党员在入党前拼命干&入党后轻松干

的现象十分普遍&而入党后的教育之路漫长&因为入

过党的学生大部分都是高年级的学生&他们都面临

分配到各个实习基地的情况&有成立临时党支部&但

在各个实习基地&学生党员分布零散&管理和学习存

在现实困难&并且大部分学生面临考研)就业和实习

的三重压力&学生精力明显不足&如何发挥学生党员

的模范带头作用&如何发现和解决学生党员党后管

理和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探索创新党后教育新

的模式&在实际党建工作中意义重大%

!.#担任学生党后教育重要角色的是其支部的

支部书记&而支部书记几乎都是由书院辅导员老师

兼任的&他们除了众多的日常学生管理工作外&还有

各种部门的对口工作&工作任务极其繁重&而学生党

员支部书记的工作量大&每次发展和转正的学生党

员多&其材料整理需要严格规范&其任务的严谨性要

求支部书记投入很大的精力&现实问题就是心有余

而力不足&确实再兼顾到党员的党后教育和管理很

难做到高质量和专业的高水平%

FD探索学生党员党后教育创新模式

针对学生党员党后教育的问题&我们在实际开

展工作时进行初步探索&力争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

!##加强党后教育的针对性理论课程的设置和

推广&坚持党后教育和职业道德素养教育相结合的

教育&低年级修过相关课程&但是针对党员的教育专

业课程不多&有必要开设有针对性党员的专业课程&

创新党员教育管理手段%

!!#羲和书院党总支各党支部中&实习生党员

人数众多&如何克服党员管理和学习的难题&羲和书

院党总支成员转变思维&大胆创新&以 '互联网 c(

为理念&针对在校生开展结合线上和线下的 '双线

模式(&针对实习生开展'双微(即'微党课)微三会(

党员教育管理新模式&覆盖全部实习生学生党员%

各党支部建立 aa群和微信群&通过'微党课)微三

会(积极开展党后教育的'三会一课(党员教育&实

现远程开展'微自评)微互评(

+.,

等形式的微组织生

活会等&线上线下结合开展组织生活会专题学习讨

论&进行自我剖析&达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目

的&虽然无法面对面但大家直奔主题&指出缺点和不

足% 党支部微型'三会一课(创新党员党后教育形

式&打通了支部党员就业和实习以及参加 '三会一

课(的绿色通道&极大提高了党员党后教育的效果%

!.#羲和书院利用党建 c互联网平台发挥党员

在日常工作)学习)考研等方面的作用% 实现了学生

党员的多地域全覆盖的教育和管理模式%

HD前景展望和意义

羲和书院党总支针对党务工作要求&统筹全局&

紧紧抓住'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

这个根本问题&创新工作方式和方法&采取有效措

施&加强党支部建设和督促党员作用的发挥&充分发

挥小支部&大作用$同时加强党员模范带头意识)服

务意识&献身精神教育&把党员的奉献精神融入日常

的教育% 针对党员的党后教育存在的问题解决如

下"

!##在学校层面上&整体规划&开设专门的党后

教育课程%

!!#支部层面上&充分发挥学生党员的主体作

用&参与讲党课将其积极主动性调动起来&真正让学

生动起来&达到各支部认真开展真实有效的党后教

育活动目的%

综上所述&高校大学生党后的教育工作不容忽

视&各高校应当予以充分的重视&明确大学生党员入

党后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采取有效的教育与管理

改进措施&以利于大学生党员始终保持较高的思想

觉悟&积极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为党和国家发展

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

+#,:张伟&王思华7大学生党员入党后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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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原理课程教学改革的尝试与思考

贾:磊! 吕:明! 王晨波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医学工程学院&河南:新乡:;'."""#

摘要":作者针对电路原理课程的主要特点&从教学改革方面论述了提高教学效果的思路% 通过改变教学手段&培

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学能力&重视实践教学&推动自主创新意识&充分调动教与学两方面的积极性&提高学生发现问

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关键词":电路$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7"

::/电路原理0是医学类院校中生物医学工程专

业的基础课程&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也是电

子)电气类专业进入专业学习的第一门专业课&它对

数学)物理等知识有一定的要求&这门课程学习的扎

实与否&直接关系到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所以对

/电路原理0课程的教学&相关院系都非常重视% 本

文主要针对医学类院校的电路原理课程教学改革提

出一些自己的见解和问题%

CD电路原理课程之现状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国家对课程课时的要求

也在不停的变化中% 在上世纪 Z" 年代&对电路原理

课程课时安排是在 #&" 个学时左右&其中包含了实

验学时$在 $" 年代&电路原理的教学进一步缩减为

#!" 个学时&而在医学类院校进一步被压缩为 (Z 个

学时% 课时缩减&课堂授课与听课压力加大$课堂监

管难度大&学生注意力难以集中&学习效率不高
+#,

%

这对教学工作带来了一定的挑战&教学改革也是势

在必行% 在教学过程中&由于学时少)知识点多且逻

辑性强&所以在授课过程中&教师只能加快理论知识

的讲授&学生也只是比猫画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

然$而且理论知识相对枯燥&学生一旦注意力走神&

就会在整个知识系统中出现'梗塞(&进而导致学生

产生厌学)放弃的观念% 再者一味强调理论知识&教

师不得不用更多的时间向学生讲解基础知识&确保

理论知识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而在有用的教学时间

内&运用能力的培养就相对弱化&进而导致学生不明

白学习的目的&不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也会

导致学生产生学习无用的思想&所以在教学过程中

不仅要讲解分析理论知识点&而且要讲到其应用性)

实践性%

根据以上出现的问题和作者切身的教学经历&

遵循着以促进学生主动学习的原则&作者针对电路

原理的课程教学改革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ED教学改革的途径

第一&采用问题导向式教学方式&启发学生思

维&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自学

能力% 根据课程内容及大纲要求采用预习)讨论)多

媒体讲授)提问等多种方式&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每次课堂结束之后留下

关于下次授课内容的问题&让学生给出答案或者让

学生提出问题&通过这样的学生与老师的互相提问&

增强预习的效果&让学生带着问题去学习&去听讲$

课堂讨论是课堂教学的一种重要形式&个人以为课

堂讨论比教师抛出问题&学生个体回答要好很多&这

种方式可以促进学生从多角度思考问题&是学与问

的结合&有助于学生与教师的共同进步% 课堂讨论

首先要确定好题目&这个题目要有一定的深度和难

度&使学生有话可说&有题可议% 讨论题应包括基本

知识点也要有一定广度&承上启下&使学生从一个新

的高度和视角去深入掌握所学的内容% 在设定讨论

题目之前&一方面认真总结分析问题的思路&另一方

面深入调研&根据工程人员或者维修技术人员经常

遇到的问题&进行搜集整理&使学生由理论联系实

际&运用所学知识去分析解决问题$确定讨论题目

后&提前一周发给学生&让学生分组准备&推选代表

做陈述$讨论结束后&教师及时记录和总结&对讨论

题目进行完整而深入的讲解&这个过程也涉及到了

多个知识点讲授&也是对学生发言的肯定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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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学生角度出发&结合教学内容&改变教

学方式&吸引学生注意力% 教学过程中&要引导学生

把学习新知识的压力变成探求新知识的动力&变被

动学习为主动学习&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一个重

要方面% 授课时&针对不同内容&恰当选择不同的教

学方法% 对陈述性的内容&做到叙述清楚)简洁&逻

辑严密$对一些定理&在叙述完其内容后&还应该强

调该定理的适应范围及使用注意事项% 例如"在介

绍 oS,)ok,的内容时&还应该强调应用时电流和

电压的参考方向% 讲解概念时&要注意应用的特点&

用'新语言(说'老话题(&充分利用多媒体&'绘声绘

色(讲授经典理论%

!

增加趣味性"改变表述方式&

添加动画&尽量采用 '老方法(证明 '新问题(% 比

如"把三相电路的目录改成三相电路之'前世()'今

生()'未来(等篇章&用一种流行语言阐述枯燥的理

论&把三相电路的'前世(与'来历(以讲述故事的方

式介绍给学生&推荐相关的书籍&增强学生学习的兴

趣%

"

添加应用型实例"通过实例讲解理论知识%

比如"家庭生活用电是 !!"k和 .Z"k&这两者之间是

什么关系呢1 通过三相电路中线电压与相电压的知

识学习&学生们就容易理解掌握%

#

添加课外小知

识"介绍新技术)新理论&启发学生的思维% 我们在

讲授/三相电路0时&结合我国最新研发的技术 %特

高压直流输电技术&通过播放视频让学生了解最新

科技&展望未来&让学生自己去思考%

第三&教学实践中注重电路实验与实际问题相

结合&不断更新实验&注意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教师可以在课堂理论教学中将实际的实验教学问题

引出&引导学生在实验教学前正确预习&有效提高实

验教学的效率和实验教学的教学质量
+!,

% 通过实

验课程既可以巩固学生的理论知识&又可以培养学

生的动手实践能力&电路原理课程的实践主要采取

实验课的方式
+.,

% 按实验的内容分&可以分为验证

性实验)设计性实验和演示性实验三种% 在实验教

学过程中以演示)验证为主&鲜有设计性实验% 我们

不仅要遵循已有的实验内容&更要突破桎梏&引导学

生去解决实际问题% 例如"我们在做/US选频网络

特性测试0这一实验时&引入对讲机)收音机等大家

所熟知的仪器&研究这些仪器是如何来工作的&如何

来选择频率的&通过实验证明理论&通过理论来计算

分析实际问题$在做/叠加原理0/戴维宁定理0实验

时&我们不仅引导学生去验证这些电路定理&而且鼓

励学生创新实验&用实验仪器验证分析课后习题%

促进学生主动性&实验有效性的增加可以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有效发挥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FD结束语

通过电路分析课程的教学改革&把'以教为主(

的教学模式转变为'以学为主(的教学模式% 为适

应人才培养的要求和电路原理课程新的发展&教师

自身有必要加强创新意识&提高治学严谨性
+;,

% 电

路原理课程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改进与完善&创新

教学理念&充分调动教与学两方面的积极性&为我国

高校教育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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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7浙江树人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 "(Z %Z"7

+!,:兰海燕7基于'雨课堂(的/电路原理0课程教学改革+*,7科技

创新导报&!"#Z!&# "&. %&&7

+.,:高山山7电路原理课程教改中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探讨

+*,7教育教学论坛&!"#&!.!#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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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 _思想政治教育融于医学教育

王晓娜! 王丽! 武:辉! 崔:唱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基础医学院&河南:新乡:;'."""#

摘要":作者结合医学教育&探讨怎么在医学教育中贯穿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为培养德才兼备的毕业生奠定良

好的基础&并树立医学科学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教育理念%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医学教育

中图分类号"+&;!

::/大学0开篇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 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

德&在于使人弃旧图新&在于使人达到最完善的境

界% !"#& 年 #! 月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讲

话&习近平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

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

题
+#,

% 由此可见&道德的培养在大学生的成长过程

中尤为重要% 而作为医学教育工作者&教育的对象

是以后走上工作岗位和病人打交道的医务工作者&

道德的教育更是需要引以重视% 不仅是思想政治老

师对他们专业的思想政治理论学习&更体现在生活

中)学习中对他们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因为&理论

最终是要付诸于实践的&如果美好的品德体现在实

践中&才是真正达到目的&而不是纸上得来终觉浅%

学校的宗旨不仅要教会学生知识)思想&而且要教会

学生懂事)学会关心别人)学会和别人更好的相

处
+!,

% 作为一名高校教师&要把学生放在第一位

置)中心位置&这是我们的责任% 在大学培养过程

中&能够和学生融洽相处&及时沟通&发现他们的思

想道德问题&并能解决相应的问题% 教会他们在大

学期间应该学到的医学知识&包括理论的学习和实

践能力的培养% 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是我

们始终需要重视和探讨的问题%

CD现存的问题

!##学生个性比较突出&考虑问题简单&甚至连

一些基本的礼貌都很缺乏&这是和教育的缺失相关

的% 教育不但要重视大学生的学习成绩&还要重视

大学生的非智力因素教育&人格的塑造%

!!#学习自律性差% 自律能体现一个群体思想

品德的高低&亦能体现一个人意志力的高低% 自律

对于大学生的成长尤其重要% 上课玩手机)睡觉)逃

课)交头接耳)注意力不集中)没精打采等不良现象

在大学课堂中十分常见&纪律很差%

!.#人生观)价值观存在一定的缺陷甚至误区%

部分大学生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影响&把'当官发

财()'挣很多钱(作为人生追求的标准&把享乐)奢

侈作为幸福的目标% 讲虚荣)穿名牌)摆阔气)相互

攀比等现象成风&他们把这些看成是个人价值观的

体现% 一旦内心被这些思想所占据&以后走上工作

岗位&很难以平常心对待所有的患者%

利己主义在部分大学生中也有所体现&秉着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原则&对同学漠不关心&不

喜欢参加集体活动&很少看新闻&不关心国家大事&

严重缺乏社会责任感% 殊不知个人与社会密不可

分&相互影响%

!;#学习目标不明确% 好不容易摆脱忙忙碌

碌)压力山大的高中时代&部分大学生从一入大学就

完全放松&学业荒废)人云亦云)游戏人生&并且养成

各种不良生活习惯"逃课)熬夜)抽烟)喝酒)迷恋游

戏)虚度光阴等%

ED制定方案

EGCD从学校层面:可以给学生开办一些讲座&从大

局出发&做好向导&告诉学生们&在大学期间应该要

完成的基本任务&包括"知识)情感)能力等&引导大

学生树立明确的学习目标&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也可以制定一些计划指导教师从这些方面着手

来培养学生%

EGED从教师层面

!##在大学期间&思想政治老师给学生上一些

思想政治)道德修养方面的理论课的同时&更重要的

是给他们启发)情感的渲染&让学生认识到良好品德

的重要性&并且摈弃一些不良的道德作为&告诉他们

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什么应该做&什么不

应该做%

!!#辅导员)生活老师是和学生接触的比较多

的老师&对于平时相处过程中发现的学生中存在的

问题&可以定期开座谈会&让学生们认识到问题&并

给与教育&培养良好的道德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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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课老师&虽然以代课为主&但免不了还是

要和学生打交道的&包括课堂上发现学生的不良现

象&一定要想办法制止)纠正&让学生们充分认识到

错误% 俗话说'严师出高徒(&'严(的最终目的还是

要让学生养成自我控制)自我约束的能力&而真正有

效的纪律不是强制是自律&自我控制&它产生于内

心&更为强大和稳定% 因此&老师要想方设法&启发

学生&培养他们的自律性%

!;#老师是学生的榜样&本身就应该具备正确

的人生观)价值观&具有良好的道德素养&言传身教&

从而给学生带来正面的影响%

EGFD学生层面:应虚心学习正确的思想政治教育

和医学知识% 除了听老师讲课以外&自己也可以看

一些相关的书籍&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培养

良好的生活习惯&提高自身的道德素养&做到真正的

自律&做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优秀大学生%

FD结语

在大学教育整个过程&都应贯穿思想政治教育)

道德的培养&这离不开社会)学校)教师以及大学生

的共同努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做到"'有理想)

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参考文献
"

+#,:习近平7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7!"#& %#!7

+!,:郭红梅7立德树人&医学高专树立现代教育观念+*,7教育现代

化&!"#Z&'!.##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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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教育之讨论互动式课堂教学法

侯贝贝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药学院&河南:新乡:;'."""#

摘要":推行讨论互动式课堂教学法是提升医药类院校本科教育质量及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重要举措% /思想教育

大讨论0系列会议中我们学习了陈宝生部长关于振兴本科教育的讲话&从'教学(到'教育(的过渡&不仅体现了中国教

育事业的发展与变革&更体现出新时期国家对人才的定位与需求% 作者分别从学生和老师的角度&探讨本科教育的重

要性以及教育方式变革的意义与趋势%

关键词":本科教育$互动式课堂教学法$变革$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7"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

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
+#,

&对促进人才全面发

展)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实现人才强国和创新驱动

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高等教育建设直接决定国家

的发展水平&高等教育的综合改革直接影响国家的

发展潜力% 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的立命之本)发展

之本&在 #!"" 多所高等本科院校中&每年本科毕业

生占比高达 Z(b

+!,

% 本科时期是专业型应用型人

才塑造的黄金时期&本科教育在体制机制)科学研

究)社会应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是党和国家高度重

视的% 越来越多的顶尖大学把人才培养的重心放在

本科教育上&抓好本科教育更是高校不断发展和进

步的保障% 那么如何抓好本科教育呢1

抓好本科教育的实质就是通过提升教育质量培

养更多服务社会的人才&焦点应聚在教育方式改革

创新上% 随着社会的发展&'教学(到'教育(发生过

渡&新时期国家对人才有了更高的要求% 作为教育

工作者&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本科教育与初高中教

育的不同&新时期高科技给我们创造了平台&'多元

化()'全方位(的人才赋予我们更多的责任与使命%

首先本科教育的对象是刚刚从高考中脱颖而出的大

学生&他们从科学基础知识向专业深层次领域转变&

以药学相关专业药理学课程为例&生理病理)机制通

路)受体靶点等理论性)抽象性的专业知识对于很多

学生来说是不容易理解的&填鸭式的授课方式)单一

的教学模式&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往往使理论

知识记忆难度加大&理解不深难于实践
+.,

% 因此教

师通过交流互动活跃课堂氛围)通过信息化技术来

丰富教学方式)通过人工智能构建交互式学习平台

是提升教育质量的关键%

在澳洲的 '受课(方式引起了我的思考% !"#(

年偶然的一次机会&我作为参加澳洲阿德莱德大学

冬令营的学生有幸见到并且参与了一种互动)讨论

式的教学方式% 这种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设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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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学习和记忆都很有帮助&可以实现活学活用%

印象最深的是学习 _BCTK01D ?9G5这一课堂的时

候&语言课老师 ,5D 让我们两人一组用 J9K8B2L2JB

2轮流造句&一人造句另一人立即作出相应动作&课

堂充满欢声笑语% 学地点和方向的课程时&她给我

们发了好几页问题&比如某某图书馆的哪本书多少

钱&某某花店的哪种花卖得好&某某餐馆的营业时

间&纪念馆里纪念的是哪位伟人&她的主要贡献22

并带我们穿梭在各个街道寻找答案% 还有每天的专

业相关的 _/W听力训练&听完现场整理成一篇小作

文$她还给我们布置了一项特殊的作业&针对中西医

诊断与治疗的不同&选择一种疾病制作画报展览&先

进行试讲&老师指导&后让一起参加冬令营的日本学

生参观提问并打分&我们每个人都很用心的准备%

这种问题导向式)互动式)讨论式的教学模式&让我

们有很强的课堂参与感&让课堂学习变得主动)让专

业知识更加实用%

建立讨论互动性课堂教学!以药学专业为例#&

我们可以通过多媒体的现代化科学技术制作微课)

微视频)微电影)微课件&远程讨论等丰富教学资源&

通过'愤悱情境教学法()'问题引导法()'设疑教学

法()'引言激兴法(等合理设计讨论互动式课堂教

学
+;,

&通过病例讨论)模拟)实践等启发学生树立明

确的学习目的&培养浓厚的学习兴趣&激发强烈的求

知欲望&使学生的大脑处于积极的思维状态&主动地

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达到掌握知识)形成能力)启

迪创造性的目的
+',

%

传统教学注重知识的传授&习惯于用填鸭式)满

堂灌的方式增加学生的知识&往往使学生思维变得

局限&思路不畅&缺乏独立思考力和创造性&限制了

学生智能的发展&现代教学要求我们不能只重视教

而轻视学&应该重视培养学生的观察力)分析综合力

和创造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 %(,

% 互动讨论教学

方式能够带给学生很强的参与感&发挥好学生的角

色&有利于实现学生综合能力素质的培养% 学生的

兴趣和求知欲可以使其在复杂事物中不断调整自我

定位&实现自我教育以及科研学习的创新创造% 学

生的主动与互动&能够更好地促进知识传授与能力

的培养)为社会和企业培养更多创新型和应用型人

才% 同时对于我们这些刚刚从 '受课(转变为 '授

课(的青年教师&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 首先&讨论

互动是我们更愿意接受的授课方式&我们刚刚从传

统的'受课(过来&渴望有更适合当今社会和学生自

身发展的教学方式的出现$其次&解放教学方式变革

的思想&作为新时期的青年教师&我们要不负韶华)

坚守初心&充分利用科技的力量&采用多媒体互动)

远程讨论等为教育质量的提升做贡献% 阿尔文-托

夫勒认为'未来的学校不仅要教给学生信息&还要

教给学生学习方法(% 所以教会学生学习尤为重

要&使他们在学习中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自觉地培

养自己的能力
+Z,

%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教师队伍建设提出新的更高

要求% 教学方法的变革&无论是教学方法的创新&还

是教育资源的借鉴与共享&对教师来说&都是个漫长

的过程% 互动讨论教学需要投入更多的教育资源)

较长备课时间)较完善的讨论互动体系% 而很多的

老师&缺乏进行课堂讨论的经验)理论知识系统性不

强)不能充分利用有限的教育资源&互动讨论课堂达

不到预设效果$科研重于教学没有足够时间备课等%

因此&诸如教育思想大讨论)师德师风的评选以及教

育教学信息化活动&开展得很有意义&首先可以让更

多的老师思想上有变革的准备&其次可以促进老师

高速高效地加入教育变革的大军中&运用现代信息

技术&提升改造学习)改造课堂的能力&回归教师本

分&潜心教书育人%

作为新时代以本为本)建设双一流本科教育潮

流中的一员&我们应该突出本科教育的症结&勇于突

破&不断完善教学方式&加强互动讨论式教学体系的

建立&坚守初心&以实际行动投身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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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教育的完备基础技能理念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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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的核心理念在于通过对培养模式的梳理&基于本科教育的全新观念&生成 X?)!完备基础技能#理念&

并分析该理念的基本框架和该框架下的各个模块的特征及实施措施% 同时&结合新本科教育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的新要求&提出'大思政(观点&并指出思想政治教育在大学生教育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及对国家)社会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X?)$培养模式$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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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学生的教育理念很多% 比如"因材施教)成

果导向理念! V̂ _SV[/%?=)/W/Ŵ S=_FV>#)基

于目的的培养模式! V̂ _SV[/%?=)/WŜ ,_Fk=@

_FV>#等等% 这些教育理念&或非常成熟&已经在学

生教育和课程设计领域给当代教育事业做出重大贡

献&且有着广泛的影响&或非常新颖&正活跃在今天

课堂教学和课程设计一线&被众多教育工作者研究)

学习及践行&并推动当代教育理念逐步成熟且符合

时代特征% 我们今天要总结一项新的成果"X?) 理

念&既 XB93C?1A28)R233FGC1!完备基础技能理念#%

该理念提出的背景在于&当前大学生教育和课程设

计越来越目的化&且学生的学习目的性也越来越强%

很多学校如同订单式操作一样&将学生的培养模式

固化)雷同化&培养出来的学生也不再具有鲜明的个

性和张扬的特征% 同时&社会对专业性人才的需求

似乎越来越强烈% 这些都对大学生教育造成了影

响% 而我们似乎又一致意识到&高等教育特别是本

科生教育必须挖掘学生的潜能&打牢基础&培养学生

充分的)广泛的可能性% 该理念的目的就在于&'以

本为本)回归常识(&重视本科教育&使所有的本科

生在本科期间都获得完备的基础技能&拥有宽广的

发展前景% 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就业市场越来越

青睐高精尖人才&只具备本科学历且没有科研素养

培养经历的学生越来越难以胜任高端的工作&而我

们认识到的是&与研究生教育及高层次人才培养直

接关联的&除了研究创新能力外&是否具备完备的基

本素养和基础常识&是他们的未来能够达到何种高

度的基础性因素% 即便是不准备深造成为高精尖创

新型人才的本科生&具备了完善的基础技能和知识&

对他们参与社会竞争)拓展职业道路也是很有帮助

的% 该理念的适用范围包括所有类别的大学本科学

生%

X?) 理念的要点"课程规划)设计)实施% 教育

是通过课程实施的% 所以&对于高等本科教育而讲&

规划)设计)实施完备的课程系统&是该理念落地的

第一步和核心步骤%

规划课程分类"!##专业课"理论加技能$!!#通

识课程"模块要均衡发展$!.#思想政治修养"入心

入脑)形成信$!;#外语"听)说)读)写)译$!'#体育"

强身健体% 这个课程体系设计的目标就在于&筹备

完善的课程设置&细化不同课程设置的功能目标和

学习效果目标&通过各司其职的课程体系&来达到完

善的本科教育体系实施过程和方案&具体讲如下%

X?) 理念的专业课程一定是理论加技能的% 专业

课一定是核心课&是关系到学生核心竞争力和专业

程度的重点% 以往的专业课程&特别是应用技术型

大学多数专业课&要么偏重于理论学习&没有技能实

操&要么忽视理论学习&只有具体实践% 这些都会造

成专业课程学习的不完善和不完整% 只有技能和理

论均完备的学生&才即可提起笔干&又可身体力行实

操% 这就要求&高校在专业课程设计和师资力量配

置过程中&要根据课程特征)性质&有效配置理论课

和实践课的配比和组合方式&将理论学习与技能学

习有效衔接起来&共同打造完善的专业课% 将理论

和技能融为一身&将是优秀的核心标志% 当前&很多

高校重视通识教育&核心理念是为了完备学生的基

本素养&也是 X?) 理念的重要一环% 通识教育模块

众多&包括了科学素养)人文精神)文化艺术)历史思

辨)心理健康)创新能力等等% 针对通识教育&一定

是模块规划合理&功能之间相互匹配&均衡布局&共

同铸造学生的综合素养生成% 而目前高校的通识课

程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模块设置不合理)功能配置不

明确)板块之间匹配不到位&同时&也面临师资因素

等&造成课程开设不完善&更有学生选课过程中没有

规划和引导&造成学生学习通识教育课程不够呈现

体系&从而未达到该类课程的根本目的$思想政治素

养课程在不少高校的课改中被置于通识教育模块&

这是不正确的&是对思政工作的贬低% 思想政治教

育一定要是大思政% 思政教育关系到国家意识形态

能否拥有主导性政治站位&能否占据学生群体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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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阵地&进一步就关系到党的领导地位&关系到人

民的事业能否得到政治保证% 思政教育一定要将党

的理念和正统政治思想达到入心入脑的境界&并外

化于行&真正担当起引导学生未来发展方向和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养成的责任% 这就要求&一方面

在全体本科生学习生涯过程中分批)分步实施思政

教育&另一方面配足)配优思政教育师资&用优秀的

人培养更优秀的人% 当然&充分开发学生喜闻乐见

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内容)教学方式&也是思

政教育实施效果保障的重要一环% 目前&思政教育

在新教育理念中分为课程思政和专业思政% 我们要

讲的是&思政教育既要做好专业的思想政治教育课

堂&也要注重其他类课程如通识教育课程中有效融

入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可能性% 外语的学习在全球

化蓬勃发展的今天不可忽视&是学生学业成长和今

后工作的重要工具% 语言就要按照语言的要素来学

习...听)说)读)写)译&全面)均衡学习&令学生全

面掌握语言能力和沟通技巧% 当然&一定要认识到&

对于多数学生来讲&外语仅仅是今后学习)生活)工

作等场景的一件语言工具&是中国学生立足中国走

向世界的桥梁% 体育的重点不在竞技&特别是对于

众多非竞技体育专业大学生% 体育的魅力在于强身

健体&铸造学习)生活)工作的身体资本%

::对于双院制高校&专业课程在院系)通识课程在

学务)外语课程在外语系)思想政治素养在思想政治

教学部)体育在体育部% 但育人是高校整体的事业&

所以要做到'五部沟通(&学院共商)共建)共促&回

归'根本任务(&就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X?) 理念最有价值的部分在于尽力构建完备

的人% 因为&只有完备的人才有无限的发展前景&拥

有无限的可能性% 但是&X?) 理念不是要清除特色

和特长教育的功能&而是要在具备完备基础性素养

的情况下&再去拥有自己的杀手锏% 全面与专长并

不冲突% 只是逻辑在于&全面在先&专长在后% 并

且&这里的全面是指基础素养和常识的配备&只有基

本素养构建完备&才可以在此基础上达到高精尖能

力的培养和生成%

筑牢基础&重点拔高&这是人才培养的惯常之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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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获批硕士学位授予立项建设单位

::!"#$ 年 ( 月 ## 日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南省财政厅联合下发 #关于公布 !"#$

%!"!# 年硕士学位授予立项建设单位的通知$ %教研 &!"#$' '#. 号(!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获批硕士学

位授予立项建设单位)

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本次拟申请智能医学" 生物与医药" 健康管理" 眼视光技术" 康复医学养老护

理" 生物医学工程等硕士学位授权点) 拟申请的硕士学位授权点以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为核心! 以产业链"

创新链重构教育链" 专业链为目标! 以产学研用" 政校企合作的集成化为特色! 围绕我省健康产业发展战

略和需求! 围绕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充分突显了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应用技术型大学的办学定位)

此次获批硕士学位立项建设单位! 是新乡医学院三全学院发展的重大机遇! 对增强学校核心竞争力"

进一步提升办学水平和建设高水平应用型大学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在立项建设期间! 学校将进一步加大

学科建设资金投入! 积极引进和培育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 全面提升师资队伍的教学科研水平! 完善办学

条件和管理机制! 确保按时完成立项建设规划目标任务! 为开展硕士研究生教育奠定坚实基础! 力争早日

实现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的历史性跨越)

据悉! 本次获批硕士学位立项建设单位是省学位委员会根据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印发 \博士硕

士学位授权审核办法 j的通知$ %学位 &!"#(' $ 号( 和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开展 !"#( 年博士硕士

学位授权审核工作的通知$ %学位 &!"#(' #! 号( 要求! 根据国家和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以及河南

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实际! 经学校申请! 专家论证" 省学位委员会审议表决而最终确定的) 全省本次

共有 ( 所高校获批硕士学位立项建设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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