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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 

 

一、申请书的各项内容，要实事求是，逐条认真填

写。表达要明确、严谨。 

二、申请书为 A4 幅面，于左侧装订，由所在学校

审查和签署意见后于 5 月 27 日前报送高教处。 

三、“项目编号”由省教育厅统一编写。 

四、在“学校推荐意见”一栏中，应明确该项目对

学科专业发展的贡献以及学校在人员、时间、条件、政

策等方面的保证措施和对配套经费的意见。 

 



 - 3 - 

一、项目简表 

项
目
简
况 

项目名称 
基于“科技竞赛+社会实践”模式的卫生检验与检疫技术

专业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研究  

项目类别 综合改革 

拟培育成果等级 A、省一等奖  √ B、省二等奖 

项 
目 
负 
责 
人 

姓名 练 成 性别 男 民族 汉 出生年月 1968.03 

专业技术职务/ 
行政职务 

教授 
办公室主任 

最终学位/授予国家 
学士 
中国 

联系电话 13993300000 电子邮箱 Lch682002@163.com 

通讯地址 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柳湖路中段甘肃医学院 

主 
要 
教 
学 
工 
作 
简 
历 

时    间 课 程 名 称 
课程
类别 

授课对象 学时 

2019年至
今 

《卫生学》 理论 临床医
学 

18学时 

2018.9－
2019.12 

《水质理化检验》 实验 卫生检
验检疫 

54学时 

2018.9－
2019.12 

《空气理化检验》 实验 卫生检
验检疫 

54学时 

2018.2－
2019.6 

《食品理化检验》 实验 卫生检
验检疫 

54学时 

2017.9－
2018.12 

《水质理化检验》 实验 卫生检
验检疫 

54学时 

2017.9－
2018.12 

《空气理化检验》 实验 卫生检
验检疫 

54学时 

2017.9-
2018.12 

《食品理化检验》 实验 卫生检
验检疫 

54学时 

主要教
学研究
与获奖
情况
（含项
目参与
人员） 
 

项目名称 
主持人    

（本人排名） 
立项
时间 

结项时间 获奖情况及时间 

省级教学团队 练  成 
（1－10）   2017.7 

省级大学生创新创
业训练计划立项项

目 

宋  巧 
（1－2）   2016.7 

省级大学生创新创
业训练计划立项项

目 

路  彬 
（1－2） 

  2016.7 

     

     



项
目
组
成
员⌒

不
含
负
责
人
） 

总人数 高级 中级 初级 博士后 博士 硕士 

9 3 6 0 0 0 4 

姓  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专业技

术职务 
工 作 单 位 

主要研究 
领域 

项目中的分工 签 字 

路  彬 女 1983.8 讲师 甘肃医学院 
营养与食
品卫生学 

选题立项
设计方案 

 

宋  巧 女 1987.9 讲师 甘肃医学院 预防医学 
项目实施 
报告撰写 

 

刘一亚 男 1978.8 副教授 甘肃医学院 
卫生检验
检疫 

实验平台
设计 

 

康  姮 女 1982.11 副教授 甘肃医学院 
流行病
学 

培训学生  

霍  红 女 1980.10 讲师 甘肃医学院 
流行病
学 

培训学生  

李静雅 女 1982.4 副教授 甘肃医学院 
卫生检
验检疫 

外联对接  

文  轶 女 1977.6 讲师 甘肃医学院 
卫生统
计学 

资料整理  

贾喜平 男 1982.11 讲师 甘肃医学院 
卫生统
计学 

统计分析  

宁爱兵 男 1981.9 讲师 甘肃医学院 
卫生统
计学 

统计分析  

二、立项依据 

1．项目的研究意义、现状分析； 

2．与本项目相关的教学改革工作积累和已经取得的教学改革工作成绩 

3．学校已具有的教学改革基础和环境，项目对学科专业发展的贡献，学校对项目的支持情况（含有关

政策、经费及其管理机制、保障条件等，可附有关文件或说明），尚缺少的条件和拟解决的途径。 

1.项目的研究意义、现状分析 

1.1 项目的研究意义 

本成果以培养创新型、应用型人才为目标，打造了“校内仿真模拟实训、

科技创新竞赛、社会服务与实践、转岗实习”四大平台，逐步形成了课内课

外相融合、校内校外相补充，多层次、立体化、开放性的实践教学新体系。 

（1）本团队与南京医科大学、成都医学院等国内本科卫生检验与检疫技

术专业对标研究的基础上，加大实践教学分量，打造了一个与真实职业环境

相一致的“教、学、做”一体化的仿真模拟实训平台。 

（2）在实践教学中运用“科创竞赛+项目”实践教学模式，充分发挥学

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主导作用，以竞赛活动为载体，变被动实践为主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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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造就科技创新竞赛平台。 

（3）团队立足校情，结合创新创业等热点问题，将社会实践活动作为实

践教学的有益补充， 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应用能力，打造社会服务与实践平

台。 

（4）以实习基地建设为抓手，在实习前进行技能强化训练，并对接甘肃

省疾控中心和平凉市疾控中心，搭建专业转岗实习平台。 

1.2 现状分析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分组审议国务院关于医师队伍管理情

况和执业医师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提出，要

高度重视疾病预防控制体系职能在事业单位改革中被弱化的风险，尽快明晰

各级疾控中心功能定位，稳定公共卫生医生队伍。要坚持以预防为主的工作

方针。报告指出“公共卫生医师数量不足且呈逐年减少趋势，人才队伍相对

薄弱，与预防为主的方针不匹配”。政府要进行机制体制创新， “政府有关

部门围绕公共卫生医师和疾控人员稳定、机构设置和体系建设三个层面存在

的主要问题，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做好顶层设计，出台指导性文件，重点明

晰各级疾控职责，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建立疾控中心与医疗机构的人员柔性流

动机制，在目标考核求职渠道和分配机制等方面做一些探索与创新”。我国

医师总量不足，优质资源分布不均，“但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医师总量不

足，优质资源分布不均，尤其是城乡间仍然存在着巨大差距的基本国情没有

变化，覆盖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的医疗服务方式还没有完全建立，人民

群众健康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差异化，医疗服务供需矛盾突出的趋势尚未根

本扭转，医学应当给予的人文关怀和舒适度体验仍然不足等”。 

2. 与本项目相关的教学改革工作积累和已经取得的教学改革工作成绩 

2.1 与本项目相关的教学改革工作积累 

发表论文 2篇：《基于“四大平台”的卫生检验与检疫专业创新型、应

用型人才培养实践教学研究》 论文于 2018年 10月发表于《卫生职业教育》；

《 甘肃医学院卫生检验与检疫专业实习基地建设与思考 》论文于 2019年 2

月发表于《现代职业教育》。 

2.2 已经取得的教学改革工作成绩 

（1）教学改革与建设成果丰硕：①获甘肃省高职高专优秀教学成果二等

http://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2&CurRec=3&recid=&FileName=ZDYX201820019&DbName=CJFDLAST2018&DbCode=CJFQ&yx=&pr=CJFR2018;&URLID=
http://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QueryID=2&CurRec=3&recid=&FileName=ZDYX201820019&DbName=CJFDLAST2018&DbCode=CJFQ&yx=&pr=CJFR2018;&URLID=


奖；②甘肃省人社厅、甘肃省科技厅第五届全省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优秀

奖；③团队发表教学改革论文 8篇；④针对学生实践能力培养主编《卫生检

验教学与检疫技术操作规范》教材一部；⑤2017年卫生检验与检疫团队成为

省级教学团队；⑥新建三个仿真模拟实验室。 

（2）科技创新竞赛、社会服务与实践结果丰硕：①指导学生连续获得“挑

战杯”甘肃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12项奖励；②甘肃省教育厅 2016

年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成功立项 2项；③指导学生成立爱心服

务队，获 2017年团中央“镜头中的三下乡”竞赛的优秀摄影奖、优秀视频奖；

④获 2017年团中央“三下乡”直播评选“直播之星奖”、“直播团队一等奖”。 

（3）成果受到学生、实习单位及社会的普遍欢迎： ①学生评教连续上

升，均为 94.00分以上；②实习单位反馈实习生好评率为 84.8%；③ 2012-2016

届毕业生首次平均就业率达 88.85%，专业对口率达 85.78%。④2012年至 2017

年专业报考率整体提高 15%，转专业率为 0%。 

3. 学校已具有的教学改革基础和环境，项目对学科专业发展的贡献，

学校对项目的支持情况（含有关政策、经费及其管理机制、保障条件等，可

附有关文件或说明），尚缺少的条件和拟解决的途径。 

甘肃医学院是 2015年经教育部批准成立的普通医学本科院校，学校始终

把专业和学科建设、教研教改作为重点工作来抓。在《基于“四大平台”的

卫生检验与检疫技术专业创新型、应用型人才培养研究》成果的在研、申报

过程中，学校新增 300平米实验用房，投资近 200万元用于购买液相色谱仪、

原子分光光度仪等设备，仿真模拟实训平台初步建成；教务处、临床医学系、

校团委、招生就业处等部门积极搭建平台，为学生校内实训、校外转岗实习、

创新创业和科技竞赛等活动给予了全面支持；学校信息中心在专业信息化建

设、网页制作、资料上传等方面给予了大力帮助。在学校领导和有关部门的

关心和支持下，卫生检验与检疫技术专业 2018年被评为省级教学团队，目前，

正在积极申报甘肃省教学成果培育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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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施方案及实施计划 

1．具体改革内容、改革目标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1.1 具体改革内容    

通过以下四个方面，进行综合改革： 

（1）打造仿真模拟实训平台，强化学生实践动手能力 

本团队对原有实训室进行整合，并新建食品理化检验室、环境理化检验

室、卫生检验检疫中心三个仿真模拟实验室，建成一个融教学、培训、鉴定、

服务功能为一体的检验基地和仿真模拟实训平台。 

（2）打造科创竞赛两平台，提升学生实践创新能力 

团队着力打造“学生早期科研训练”和“学业竞赛”两个平台，依托大

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等项目，吸引学生积极参与科研训练；遴选参加甘肃

省“挑战杯”比赛的后备军，提升学业竞赛水平；启动实施科创竞赛学生主

体化、科创训练多样化、科创项目课程化、科创竞赛团队化、激励机制常态

化“五化”新模式。 

（3）打造社会服务与实践平台，着力培养学生知识应用技能 

本团队把社会实践与科技创新、就业创业等相结合，引导学生应用专业

知识开创社会服务，指导学生积极参与团中央“三下乡”活动、甘肃省教育

厅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团队老师在选题、申报、操作、总结工作中认真指

导，全程跟踪，着力培养学生的知识应用技能，构建了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

的实践成果共享和转化机制。 

（4）打造学生转岗实习平台，加大顶岗实习的实训力度 

团队主动适应国家机构调整，研究新成立的市场监督管理局用人条件，

以卫生检验师、食品质检员等岗位需求为导向，进行实习前技能强化训练，

并对接省疾控中心和市疾控制中心为实习基地，打造完全适合于卫生检验与

检疫技术学生的转岗实习平台，加大实习力度，确保实习项目完成率达 98％

以上，使学习与工作岗位实现“零距离”衔接。 

1.2 改革目标 

主要从强化学生实践动手能力、提升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着力培养学生

知识应用技能和加大顶岗实习的实训力度四个方面来改革。改革目标为：①



新建三个仿真模拟实验室；②学生科技、学术竞赛作品获奖数目大于等于 5

项；③团队发表教学改革论文至少 5篇；④卫检专业毕业生就业率提高 5%～

10%；⑤卫检专业报考率整体提高 5%。 

1.3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第一，实践教学的基地资源不完备、实践教学质

量不高；第二，学生学习主动性差,理论掌握程度和实践技能操作水平不平

衡；第三，卫生检验与检疫技术专业创新思维、创新人才培养不足；第四，

学生就业率低，转专业率高。 

2．实施方案和具体实施计划（含年度进展情况）。 

2019.05-2019.08  调研分析，制定综合改革大纲； 

2019.09-2019.10  调研和组织各类座谈会； 

2019.11-2019.12  开展问卷调查，对调查结果进行汇总和分析，撰写

开题报告； 

2020.01-2020.03  重点整合实验室，建设检验基地和仿真模拟实训平

台； 

2020.04-2020.05   借助每年中旬“挑战杯”、“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 

和“三下乡”等学生竞赛活动，着力打造“学生早期科研训练”和“学业竞

赛”两个平台； 

2020.06-2020.12   对接省疾控中心和市疾控制中心，积极外联，改革 

实习前技能强化训练内容及模式，打造转岗实习平台，加大实习力度； 

2021.01-2021.02  撰写研究报告，撰写论文并发表； 

2021.03-2021.04  定稿，准备验收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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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的推广应用效果 

1．项目预期的成果和效果（包括成果形式、完成时间、实施范围、受益学生数）； 

2．本项目的主要特色和创新之处。 

1．项目预期的成果和效果（包括成果形式、完成时间、实施范围、受

益学生数） 

成果形式：①新建三个仿真模拟实验室；②学生科技、学术竞赛作品获

奖数目大于等于 5项；③团队发表教学改革论文至少 5篇；④卫检专业毕业

生就业率提高 5%～10%；⑤卫检专业报考率整体提高 5%。 

完成时间：2019年 5月-2021年 5月。 

实施范围：甘肃医学院卫生检验与检疫技术专业学生。 

受益学生数：150名（连续三届卫检班学生）。 

2. 本项目的主要特色和创新之处： 

2.1 建立卫生检验与检疫专业“仿真实训”项目平台 

“仿真实训”平台把实践教学与实际工作岗位的操作训练相结合,使岗

位操作训练成为实践教学的组成部分,让死的知识、技能成为活的工作本领，

这个平台就是按照卫生检验与检疫技术专业企事业中真实的理化检验现场

而建立的模拟实训室,有真实的区域划分，学生可以在此仿真实训室中完成

专业思维培养、实验设计、正规实验操作、职业思维、质量检验等实践。 

2.2 首创“科学竞赛+项目”专业实践教学模式 

该模式是以“竞赛+项目”为主线、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其核心

就是将实践教学内容任务化，以竞赛形式完成实践任务。同时注重“五化”

精神，指科创竞赛学生主体化、科创训练多样化、科创项目课程化、科创竞

赛团队化、激励机制常态化。这种实践教学模式打破了传统实践教学中师传

生受的旧框框，变学生被动实践为主动参与，教师通过科创竞赛项目不断地

激励学生，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实践兴趣。 

 

 

 

 

 



五、项目经费预算 

序

号 

经费开支科目 

（含配套经费） 

经费预算依据

及理由 

金   额 

（元） 

1 实验室建设费 
建设实验室、

购买耗材 
200000 

2 培训指导学生 
遴选、指导学

生 
20000 

3 劳务费 

聘请专业教

师进行专业

指导 

10000 

4 其他 

发表论文，项

目答辩、交通

燃油费 

5000 

以上预算经费合计（元） 235000元 

年度预算 
经费开支科目 

（含配套经费） 
经费预算依据及理由 

金   额 

（元） 

第一年 
实验室建设、 

培训指导学生 

项目对创新人才培养

的需要，包括建设实

验室、购买耗材、遴

选、指导学生 

420000 

（含配套经费 20

万） 

第二年 

培训指导学生、 

发表论文、论文

答辩 

聘请专业教师进行专

业指导、发表论文、

项目答辩 

30000 

（含配套经费 1.5

万） 

其它经费来源 学校配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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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推荐、审查意见 

 

推 

荐 

意 

见 
 

                              推荐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审 

查 

意 

见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