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认证引领的专业建设
与改革实践

台州学院医学院 梁勇



1933

恩泽医局医学班

1958

台州卫校医士班

2006

临床医学专科

2010

临床医学本科

2008

临床医学硕士研究生

联合培养

临床医学办学历程

1901

恩泽医局

1951

台州卫生学校

2003

台州学院医学院



2010

认识认证工作

2013

学习标准

对标检查

明确差距

2014

确定目标

明确路径

实施改革

2015

认证申请

推进改革

前期考察

2016

建立直属型附属医院

继续教学建设

2017

认证确认

附属医院建设

迎接认证

临床医学认证筹备与整改历程

2018

整改方案

整改措施

效果评价



毕业生
基本要
求

课程计
划

学生成
绩评定

教师

学生

科学研
究

持续改进

教育评
价

管理与
行政

教育资
源

宗旨与目标



1 宗旨及目标 宗旨目标确定 学术自治 教育结果

2 课程计划 教学方法 科学方法教育 思想道德课程 自然科学课程 生物医学课程

行为人文伦理 公共卫生课程 临床医学课程 课程计划管理 继续教育联系

3 成绩评定体系 考试学习关系 考试分析反馈 考试管理

4 招生政策 新生录取 学生支持咨询 学生代表

5 教师聘任政策 师资政策与培养

6 预算与资源 基础设施 临床教学基地 图书信息服务 教育专家 教育交流

7 教育评价机制 教师学生反馈 利益方参与 毕业生质量

8 教学科研关系 教师科研 学生科研

9 管理 医学院校领导 行政管理人员 卫生部门关系

10 发展规划 持续改革

2013年对标自查情况

注：
蓝色-基本达标
黄色-需要加强

红色-严重缺项



◆ 毕业生基本要求需全面契合

◆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亟待加强

◆ 学生学业评价体系建立与完善

◆ 学生创新与执业能力需要加强

◆ 师资队伍建设短板急需补齐

◆ 直属附属医院建设亟待解决

◆ 教育评价机制需要完善

◆ 教师科研能力亟待提升

◆ 医学教育投入需要加大

重点整改方向



应用指向执业

临床课指向应用

基础课指向临床

公共课指向医学

探索全程指向型教学模式



◆ 培养目标：培养具有良好职业素质、创新意识和终身学习能力，具备

较为扎实的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知识、基本技能及初步临床工作能力

，面向医疗卫生机构的应用型临床医学专门人才。

◆ 质量标准：临床医学专业以2008年教育部颁发的《本科医学教育标准

——临床医学专业（试行）》为依据，并将该标准全面实施于医学教

育与改革过程中。

临床医学专业培养目标及质量标准



◆ 遵循标准，顶层设计，系统推出教学建设改革方案

◆ 学生为本，教师为本，质量为本

◆ 人才引进与师资队伍建设

◆ 学科与实验室建设

◆ 教学实践基地建设

◆ 2.5 + 1.5 + 1                  3 + 1 + 1

临床医学专业建设



◆ 2013版：临床医学专业办学标准，国家专业目录

◆ 2015版：前期考察专家意见，应用型大学转型

遵循《中国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临床医学专业》

紧扣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基本要求

融入教育教学改革成果

体现多方参与、共同制定

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

修订临床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学习指导 医学生学习指南撰稿及应用

课堂教学

PBL为主要形式的教学模式及课程化改革

慕课、云板书等互联网应用

SP参与教学

教学评价
形成性评价

全程医学综合考试

关注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



◆ 改革学生毕业考试模式与成绩构成

◆ 完善传统评价模式，实施试卷量化分析

◆ 全程医学综合考试

◆ OSCE开展与SP应用

◆ 形成性评价

◆ 学生综合素质考评

完善学生学业评价体系



◆ 机能实验学

◆ 临床应用解剖学

◆ 临床思维：PBL课程化

◆ 临床技能学课程化改革

◆ 实验课程整合和实验内容优化

◆ 临床教师参与基础教学，为课程整合打造基础

探索课程整合及优化



◆ 医学生科研训练

◆ 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设计与实施

◆ 本科生导师制

◆ 学术讲座

◆ 第二课堂

学生创新意识培养



◆ 课程整合初见成效

◆ 全程指向的医学教育模式得以落实

◆ PBL（CBL）从个别尝试过渡到常规手段之一

◆ OSCE成为学生技能考核及毕业考试的具体内容

◆ 医学生学习指南编著完成并进入应用

◆ 云板书及电子书包逐步进入应用

◆ 全程医学综合考试已经实施三年

◆ 医学生科研训练进入实施

改革成果



◆ 全程指向的分阶段学生工作机制

始业教育－事业教育－敬业教育-就业教育-执业教育

◆ 临床医学专业招生平均成绩全校领先

◆ 参与学校与学院的决策管理

◆ 学生活动丰富多彩

学生



社会实践

始业教育

职业热情

心理准备

感知医学

接触临床

事业教育

职业修养

服务意识

走近医学

社区见习

敬业教育

职业道德

知识系统

走进医学

医院见习

就业教育

职业能力

技能强化

走进临床

实习

执业教育

职业体验

技能综合

临床实践

学生工作的创新模式



◆ 教师资格认定制度和教师聘任制度

◆ 岗位管理、竞争上岗、目标清晰、量化考核

◆ 教师教学业绩考核、聘期考核、年度考核

◆ 注重教师激励和青年教师培养

◆ 教师访学、挂职等

教师



主任

38%
副主任

53%

主治

9%

主任 副主任 主治

博士33人
硕士278人

主任

47%副主任

39%

主治

14%

主任 副主任 主治

主任

35%

副主任

45%

主治

20%

主任 副主任 主治

台州医院教师188人附属医院教师148人 市立医院教师167人

教授

1%
副教授

14%

讲师与助教

84%

教授 副教授 讲师与助教

通识与公共课任课教师70人医学基础课教师69人

教师

教授

17%

副教授

35%

讲师及助

教

48%

教授 副教授 讲师及助教



◆ 教师发展

◆ 教师职业发展规划

◆ 教师培训与考核

◆ 教师外出专题学习：PBL、SP、考试培训

◆ 临床教师参与基础医学教学近40人

◆ 基础医学教师提供临床学科科研支持

教师



◆ 医学教育投入逐年递增

◆ 实验装备设施满足教学要求

◆ 教学基地运行满足教学要求

◆ 直属型附属医院基本建成

◆ 图书信息服务能力快速提升

◆ 教育专家有效支持

资源



◆ 临床医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 教学委员会制度

◆ 校、院、系督导体系实施教学督导全覆盖

◆ 学生综合素质测评

◆ 重视实施利益方参与教育评价

◆ 毕业生就业情况良好

教育评价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国家级 2 0 0 1 1 1 0 1 6

省部级 1 1 2 4 3 12 5 7 5

市厅级 3 5 3 3 5 4 15 20 25

横向 0 1 1 0 3 2 3 3 3

总计 6 7 6 8 12 19 23 31 39

科学研究

◆ 教学研究：省级6项、市校级28项、校级成果奖12项、论文50篇

◆ 学生科研：国家级6项、省级6项、市校级30项



届别
毕业
生数

省级或
大学附
属医院

地市级
医疗卫
生单位

县级医
疗卫生
单位

升学
基层医
疗卫生
单位

企业或
经商

其他

15届 43 0 12 27 1 1 1 1

16届 64 1 16 33 9 0 1 4

17届 133 1 27 56 33 5 5 6

18届 126 5 33 48 25 6 1 8

19届 123 32

毕业生去向



年度 对象
专业
名称

总
人
数

作
答
数

就业率
（%）

升学率
（%）

创业率
（%）

总体满
意度

教师教
学水平
满意度

课堂教
学效果
满意度

实践教
学效果
满意度

就业求
职服务
满意度

工资
水平

离职率
（%）

专业相
关度

2015 2014届
临床医学
(专科)

59 44 100.00 34.09 0.00 90.00 79.09 77.27 79.09 78.18 2801 10.34 93.18 

2016 2015届
临床医学
(本科)

43 39 100.00 2.56 0.00 91.79 87.18 88.21 89.23 86.67 3168 2.70 95.38 

2017 2016
临床医学
（本科）

64 56 92.86 14.29 0 81.7 73.93 75.36 77.14 72.86 4272 4.55 94.46

2018 2017
临床医学
（本科）

133 132 95.45 25 1.52 87.27 79.7 81.36 80.30 80 4597 1.14 94.09

毕业生调查



2015-2016届毕业生执业医师考试情况

年份 技能(%) 排名 笔试(%) 排名 总(%) 排名

2016 90.70（92.31） 108 94.87（80.30） 10 86.05（73.75） 33

2017 98.21（91.42） 8 78.18（74.29） 67 76.79（67.64） 51

注：括号内为执业医师考试全国平均值

表中数据统计来源为2016、2017年参加临床类别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160所院校的应届本科生



◆ 确定了宗旨和目标，明确了质量标准

◆ 教学改革与教育教学质量持续提升

◆ 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学生学业成绩评价体系

◆ 以学生成才为目标，建立了执业导向的分阶段学生工作新机制

◆ 实施课程组改革，初步实现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的师资整合

◆ 临床技能中心建设进展顺利，实验室建设成效明显

◆ 建成一家三级甲等的直属型附属医院，教学基地体系基本建立

认证推动，初见成效



1 宗旨及目标 宗旨目标确定 学术自治 教育结果

2 课程计划 教学方法 科学方法教育 思想道德课程 自然科学课程 生物医学课程

行为人文伦理 公共卫生课程 临床医学课程 课程计划管理 继续教育联系

3 成绩评定体系 考试学习关系 考试分析反馈 考试管理

4 招生政策 新生录取 学生支持咨询 学生代表

5 教师聘任政策 师资政策与培养

6 预算与资源 基础设施 临床教学基地 图书信息服务 教育专家 教育交流

7 教育评价机制 教师学生反馈 利益方参与 毕业生质量

8 教学科研关系 教师科研 学生科研

9 管理 医学院校领导 行政管理人员 卫生部门关系

10 发展规划 持续改革

2017年对标自查情况

注：
蓝色-基本达标
黄色-需要加强

红色-严重缺项



◆ 宗旨及目标：专业建设初期，凝练办学理念，改善办学条件，保证培养质量

◆ 课程计划：优化课程体系；构建自主学习环境；培养实践能力

◆ 学生成绩评定：评价反馈机制制度化；发挥形成性评价作用；提高命题质量

◆ 学生：完善机制保证学生常态化参与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及其他相关事务

◆ 教师：基础医学教师队伍数量与结构不合理；教师发展有待加强

◆ 教育资源：医学教育投入机制；临床基地内涵建设；师资培训；信息化

◆ 教育评价：反馈结果使用；完善利益方参与教育评价的常态机制

◆ 科学研究：加强医学教育研究；提升科学研究的综合实力和整体水平

◆ 管理和行政：完善医学教育管理运行机制，保障医学教育的完整性

◆ 持续改革：完善学科顶层设计；提升整体办学实力；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认证意见



宗旨与结果 宗旨 宗旨制定过程 自主权学术自由 教育结果

教育计划 课程计划教学方法 科学方法教育 人文自然课程 生物医学课程 公共卫生课程 临床课程

课程计划结构 课程计划管理 毕业后继教联系

学业考核 考核方法 考核和学习关系 结果分析反馈

学生 招生政策及录取 招生规模 学生咨询支持 学生代表

教师 教师聘任遴选政策 活动与发展政策

教育资源 预算与资源 基础设施 临床教学资源 信息技术服务 教育专家 教育交流

教育评价 监督与评价机制 教师学生反馈 学生表现 利益方参与

科学研究 教学与科研 教师科研 学生科研

行政与管理 管理 教学管理领导 行政人员及管理 机构部门关系

持续改进 持续改进

2018年整改自查情况

注：
蓝色-基本达标
黄色-需要加强

红色-严重缺项



◆ 毕业生基本要求（4领域34项）的全面贯彻

◆ 16版标准：执行基本标准，趋近发展标准

◆ 以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升为目标的教学建设与改革的深入

◆ 完善学生学业评价体系，提升命题质量，加强形成性评价

◆ 逐步补齐学科与师资队伍建设短板（重点是基础医学、预防医学）

◆ 附属医院体系与质量建设任重道远

◆ 各方评价与反馈机制的确立与教学质量的提升

◆ 医教研统筹与医学教育投入的长效机制的逐步完善

重点整改举措



◆ 2018人才培养方案：全面契合2016年临床医学专业认证标准

◆ 覆盖毕业生基本要求（4领域34项）

◆ 基本标准的全面覆盖，发展标准的趋近

◆ 以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升为目标的教学建设与改革的深入

◆ 临床能力培训与评价中心及其附属医院分支机构的统筹管理

◆ 多专业同训的初步尝试

◆ 临床医学学习指南及实验实训教材编著完成

整改成果



◆ 学生学业评价体系

◆ 提升命题质量：全程医学综合考试题库建设

◆ 形成性评价：尝试将临床阶段的形式与经验用于基础教学

◆ 题库的应用及教考分离的初步实施

◆ 人才引进

◆ 学校调整人才引进政策

◆ 认证后已引进博士20余名，重点引进基础医学、预防医学师资

◆ 建立临床教师与基础医学教师双向互动的长效机制机制

整改成果



◆ 逐步补齐学科建设短板

◆ 学科互动、学科融合、学科支持、学科目标、业绩导向

◆ 科研实验室建设与PI制度

◆ 附属医院体系与质量建设任重道远

◆ 基本形成三家附属医院（临床学院）体系

◆ 师资培训与考核

◆ 同质化建设的制度保障与持续改进

整改成果



2019年整改进展情况

宗旨与结果 宗旨 宗旨制定过程 自主权学术自由 教育结果

教育计划 课程计划教学方法 科学方法教育
人文与自然科学

课程
生物医学课程 公共卫生课程 临床医学课程

课程计划结构 课程计划管理
毕业后和继续教

育联系

学业成绩考核 考核方法 考核和学习关系 结果分析反馈

学生 招生政策及录取 招生规模 学生咨询支持 学生代表

教师 教师聘任遴选政策 活动与发展政策

教育资源 预算与资源 基础设施 临床教学资源 信息技术服务 教育专家 教育交流

教育评价 监督与评价机制 教师学生反馈 学生表现 利益相关方参与

科学研究 教学与科研 教师科研 学生科研

行政与管理 管理
院校与教学管理领

导
行政人员及管理

卫生机构行政部
门关系

持续改进 持续改进

注：
蓝色-基本达标
黄色-需要加强

红色-严重缺项



◆ 宗旨和目标实现尚需进一步努力

◆ 专业办学能力总体较弱，建设与改革尚需深化和加强

◆ 教育评价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

◆ 师资队伍数量不足，知识结构和层次有待提高

◆ 教师发展中心建设及其职能发挥尚待进一步加强

◆ 学科建设与科学研究工作亟待加强

◆ 医学教育投入依然不足，附属医院建设任重道远

◆ 医教研一体化管理亟待提升

存在的问题



◆ 严格2016版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为指导，顺应需求，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完善学生学业成绩考核评价体系

◆ 进一步提升学生工作的指导、管理和服务能力

◆ 快速提升临床医学专业师资队伍水平

◆ 不断提高与完善医学教育评价体系

◆ 补齐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的短板

◆ 切实加强附属医院建设

◆ 深化管理机制改革，实现医教协同目标

持续改进计划



感谢您的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