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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意见》和《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

作的若干意见》等有关文件精神、教学质量标准和认证标准的

要求，围绕“创新培养机制是学校内涵发展的核心及迫切需求”

这一主题，认真组织学习研讨，明晰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

势，主动适应教育改革的新趋势，紧跟学校内涵发展的大方向，

加大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力度。实施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有利

于树立面向应用、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理念；有利

于强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实现专业对接产业、课程对接岗

位、教学过程对接生产过程的目标；有利于提高实践教学质量，

促进学生职业实践能力、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实现学以致用

和综合素质的提升；有利于构建生产实习、毕业论文（设计）、

就业一体化的培养模式；有利于带动专业课程体系、课程设置、

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的深层次改革，更好地满足学生和社会需

要；有利于师资队伍建设，促进教师深入生产一线，理论联系

实际，提高专业实践能力，提升教学及应用研究水平；有利于

学校各类资源的整合和合理利用，进一步推动办学水平提升和

优势特色的体现。 

二、改革目标 

以职业需求为导向，以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以产学结合

为路径，建立和完善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与学科专业

自身特点和条件相适应的彰显应用型人才特色和要求的培养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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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任务 

学校本科教育培养目标的类型定位是培养应用型人才，要

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创新培养模式，坚持实践教育与生产实际

相结合，大力加强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培养。各教学

单位要紧紧围绕学校本科教育的总体培养目标要求，结合学科

专业特点，积极探索和完善各具特色的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之路。 

1.进一步完善五年制临床医学类、口腔医学类本科专业

“3+2”培养模式（前三学年在校内教学，后两学年在临床医学

院教学）。要依照专业认证标准要求，积极推进基础医学课程与

临床课程的整合，积极推进以问题为导向的启发式、研讨式等

教学方法改革，积极推进以能力为导向的评价方式改革。 

2.扎实开展五年制中医学类本科专业“3+2”培养模式改革。

按照专业认证标准，进一步加强临床教学基地建设，积极做好

运行“3+2”培养模式的各项工作。 

3.积极探索和推进四年制本科专业开展以提升实践能力为

突破口的各类培养模式改革。贯彻落实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

家标准，全面总结学校四年制护理学类、医学技术类等本科专

业培养模式改革的经验，学习借鉴其他高校的做法，探索前三

学年在校内进行专业课程和部分实践环节教学，第四学年到企

业或其他校内外实习单位进行生产实习和毕业论文（设计）的

“3+1”培养模式改革及其它形式的培养模式改革。通过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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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多样化实践教学平台，进一步规范实践教学，大力提升实

践教学效果。 

四、主要措施 

1.完善培养方案 

各教学单位要认真落实学校《2017 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修

订指导意见》提出的原则和任务，依据培养目标和培养要求，

合理设置课程体系和培养环节，落实实践教学的标准和要求。

鼓励各教学单位结合区域经济社会特点和自身优势，制订各具

特色的适应不同培养模式要求的培养方案。培养方案的修订工

作一定要有相关行（企）业专家参与。 

2.创新教学及考核方式，优化教学内容 

各教学单位要紧密围绕学生的全面发展需要，把立德树人

作为人才培养的中心环节，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到每一门课程

和每一个培养环节中。把先进的教学内容、学科前沿知识和最

新的科研成果引入课堂，突出课程内容的先进性、实用性和综

合性。进一步加大课程教学与实际应用的结合力度，不断创新

教学方式，加强案例式、问题式、讨论式、项目驱动、模拟训

练等教学方法的应用。完善课程教学评价标准，转变课程考核

方式，把培养过程和能力考核摆在突出位置，注重考核学生应

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3.加强实践基地建设，完善质量标准体系 

各教学单位要采取切实措施，积极联合行（企）业，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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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的适应本科生实习要求的实践基地。共同建立健全实践基

地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明确学生实践

内容和要求。要分类（校内、校外、集中、分散等）建立健全

包含内容、要求、安排、组织、指导、监督、考核等内容的实

践教学管理办法和质量保障制度，切实保证实践教学质量。农

学类和师范类专业要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和自身特点，积极拓展

校内外实践基地建设，形成集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和应用研究

为一体、相互促进的教学体系，并不断加强实践教学的规范化

管理，确保教学需要。 

4.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各教学单位要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实践指导教师的培养和

培训，提高实践教学能力。聘请实践经验丰富的行（企）业专

家，共同组建专业化的实践教学团队。推行校内外双导师制度，

充分发挥校外指导教师的作用。 

完善教师考核评价体系，突出育人职责。将教师在进行实

习指导、应用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的成果纳入教师评价体系。 

5.鼓励开展改革试点 

培养模式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要稳步、扎实推进。要结

合专业实际，不搞一刀切。要实行先行先试、试点推动、典型

示范的工作路线。鼓励和支持各教学单位开展培养模式的改革

与实践，办出特色，创立品牌。对试点专业在经费等方面给予

优先支持。培养模式改革的成功案例、实践基地建设的优秀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