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1}ft3

^  /■
/JSBIDJH/

az^xi

i*^0^ 2019^ 12 ^ 15 B

r^s«icWiT

2019^



1-4 m^^.m^m^wim±^m% 2019

^11^30 0.

gg^ $}g=ti4'^#«A®*, $nsffl«^;iB^"i¥!aaiS^s^
., XX :sffl XX WM XX".



^&m (

aa

2019^12^ 15 B



3 

一、专业群基本情况 

专业群名称
2
 医学影像技术 主要面向产业

3
 现代服务业 

面向职业岗位（群） 
医院、医疗卫生机构、第三方检验中心、影像诊断中心、病理诊断中心、社会机构的医学技

术和健康管理岗位 

专业群 

包含专业 
4
 

序号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所在院（系） 所属专业大类 

1 630403 医学影像技术 医学技术系 医药卫生大类 

2 620401 医学检验技术 医学技术系 医药卫生大类 

3 620801 健康管理 临床医学系 医药卫生大类 

专业群负责人 

姓    名 廖伟雄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67-12 

学    历 本科 学    位 ——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行政职务 
医学技术系副主任

影像教研室主任 
手    机 18902363800 职业技能证书 执业医师 

联系电话 0758-2857185 电子信箱 y2866011@163.com QQ 2692846413 

专业群负责人 

代表性成就
5
 

1. 取得荣誉：校级教学名师、肇庆市优秀教师、广东省卫生职教优秀专业带头人。 

2. 主持项目：广东省教育科研“十二五”规划项目 1 项；广东省高职教育质量工程“实训基地”

建设项目 2 项；广东省高职教指委“十三五”规划课题 1 项。主持国家级职业教育临床医学专

业教学资源库《医学影像学》课程建设。 

3. 取得成果：广东省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1 项（排名第一）；广东省高职卫生教指委教学成果一

等奖、三等奖各 1 项（排名第一）。 

4. 发明专利：取得软件著作权 3 项，为行业、企业增收效益 1500 余万元。 

5. 社会服务：任肇庆市放射学会副主任，主持创建“区域医学影像协同服务中心”，近 4 年完

成基层医院远程影像病例诊断服务 4000 余例。 

专业群资源相关性
6
 

群内至少三个专业有共享合作企业 是/否 共享合作企业名称
7
 
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高要市

人民医院、肇庆医专附属医院 

群内至少三个专业有共享用人单位 是/否 共享用人单位名称 
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高要市

人民医院、肇庆医专附属医院 

群内至少三个专业有共享专业课程
8
 是/否 共享专业课程名称 

人体解剖学、病理学、 

临床医学概要 

群内至少三个专业有共享校内实训基地 是/否 
共享校内实训基地

名称 

基础医学实训基地、医学检验

实训基地、临床医学实训基地 

群内至少三个专业有共享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是/否 
共享校外实习实训

基地名称 

高要市人民医院、肇庆医专附

属医院、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 

群内至少三个专业有共享专任专业教师 是/否 
共享专任专业教师

姓名 
洪学军、王敏、邓舒妮 

群内至少三个专业有共享校外兼职教师 是/否 
共享校外兼职教师

姓名 
潘凯斯、邱敏华、李裕昌 

 
2 为统一规则，使用群内最能够体现专业群特色的专业名称命名。 
3 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其他。 
4 每个专业群包含 3-5 个专业。 
5 代表性成就须提供相应佐证材料。 
6 数据依据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数据平台”。 
7 列出最多不超过 3 个具体名称，下同。 
8 包含专业基础课与专业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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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群基本状态数据
9
 

全日制高职在校生数(人/专业) 815 其中：一年级在校生数(人/专业) 339 

其中：二年级在校生数(人/专业) 223 其中：三年级在校生数(人/专业) 253 

2019级招生计划数(人/专业) 429 2019级实际录取数(人/专业) 490 

2019级新生报到数(人/专业) 412 2019级新生报到比例(%) 84.08 

2019 级本省生源学生报到数（人/专

业） 
379 2019级本省生源学生报到比例（%） 91.99 

2019届毕业生数(人/专业) 249 2019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97.19 

2019届毕业生本省市就业比例(%) 96.28 2019届毕业生对口就业率（%） 96.28 

2018届毕业生年底就业率（%） 99.64 
2018 届毕业生用人单位满意或基

本满意比例（%） 
100 

校内专任教师数(人/专业) 49 专任教师双师素质比例（%） 64.58 

2018-2019 学年兼职教师总数（人/专

业） 
7 

2018-2019 学年兼职教师授课课时

数占专业课时总数的比例（%） 
17.66 

校内实训基地数（个/专业） 13 
校内实训基地生均设备值（万元/

生） 
2.84 

2018-2019 学年校内实训基地使用频

率（人时） 
276683 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数（个/专业） 78 

2018-2019 学年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接

受半年顶岗实习学生数（人/专业） 
363 

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接收 2019 届毕

业生就业数（人/专业） 
73 

合作企业总数（个/专业） 57 合作企业订单培养总数（人/专业） —— 

合作企业共同开发课程总数（门/专

业） 
12 

合作企业支持兼职教师总数（人/

专业） 
325 

合作企业接受顶岗实习学生总数（人/

专业） 
276 

合作企业捐赠设备总值（万元/专

业） 
47 

合作企业准捐赠设备总值（万元/专

业） 
1370 

合作企业接受 2019 届毕业生就业

总数（人/专业） 
2104.55 

为企业培训员工总数（人天/专业） 9672   

 
9 本表数据应与 2018-2019 学年数据平台数据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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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群内专业基本情况 

2-1  医学影像技术专业基本情况10  

专业代码 620403 专业名称 医学影像技术 

所在院（系） 医学技术系 所属专业大类 医药卫生 

全日制高职在校生数(人) 356 其中：一年级在校生数(人) 147 

其中：二年级在校生数(人) 98 其中：三年级在校生数(人) 111 

2019级招生计划数(人) 127 2019级实际录取数(人) 149 

2019级新生报到数(人) 121 2019级新生报到比例(%) 81.21 

2019级本省生源学生报到数（人） 107 2019级本省生源学生报到比例（%） 88.43 

2019届毕业生数(人) 107 2019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97.20 

2019届毕业生本省市就业比例(%) 98.06 2019届毕业生对口就业率（%） 95.33 

2018届毕业生年底就业率（%） 100 
2018 届毕业生用人单位满意或基本

满意比例（%） 
100 

校内专任教师数(人) 23 专任教师双师素质比例（%） 60.87 

2018-2019学年兼职教师总数（人） 4 
2018-2019 学年兼职教师授课课时数

占专业课时总数的比例（%） 
14.77 

校内实训基地数（个） 5 校内实训基地生均设备值（万元/生） 4.8112 

2018-2019 学年校内实训基地使用

频率（人时） 
86422 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数（个） 31 

2018-2019 学年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接受半年顶岗实习学生数（人） 
125 

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接收 2019 届毕业

生就业数（人） 
31 

本专业合作企业总数（个） 11 本专业合作企业订单培养总数（人） —— 

本专业合作企业共同开发课程总

数（门） 
6 

本专业合作企业支持学校兼职教师总

数（人） 
12 

合作企业接受本专业顶岗实习学

生总数（人） 
50 

合作企业接受本专业 2019 届毕业生

就业总数（人） 
15 

合作企业对本专业准捐赠设备总

值（万元） 
1223 

合作企业对本专业捐赠设备总值（万

元） 
2028 

本专业为企业培训员工总数（人

天） 
8940   

说明：可根据专业群内包含专业数量增加表格。 

 
10 本表数据应与 2018-2019 学年数据平台数据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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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基本情况11  

说明：可根据专业群内包含专业数量增加表格。 

 

 
11 本表数据应与 2018-2019 学年数据平台数据一致 

专业代码 620401 专业名称 医学检验技术 

所在院（系） 医学技术系 所属专业大类 医药卫生 

全日制高职在校生数(人) 358 其中：一年级在校生数(人) 140 

其中：二年级在校生数(人) 99 其中：三年级在校生数(人) 120 

2019级招生计划数(人) 232 2019级实际录取数(人) 241 

2019级新生报到数(人) 225 2019级新生报到比例(%) 93.36 

2019级本省生源学生报到数（人） 208 
2019 级本省生源学生报到比例

（%） 
92.44 

2019届毕业生数(人) 120 2019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96.67 

2019届毕业生本省市就业比例(%) 93.97 2019届毕业生对口就业率（%） 94.17 

2018届毕业生年底就业率（%） 99.27 
2018 届毕业生用人单位满意或

基本满意比例（%） 
100 

校内专任教师数(人) 22 专任教师双师素质比例（%） 63 

2018-2019学年兼职教师总数（人） 2 
2018-2019 学年兼职教师授课课

时数占专业课时总数的比例（%） 
30 

校内实训基地数（个） 5 
校内实训基地生均设备值（万元

/生） 
1.65 

2018-2019 学年校内实训基地使用

频率（人时） 
147684 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数（个） 45 

2018-2019 学年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接受半年顶岗实习学生数（人） 
216 

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接收 2019 届

毕业生就业数（人） 
22 

本专业合作企业总数（个） 45 
本专业合作企业订单培养总数

（人） 
—— 

本专业合作企业共同开发课程总

数（门） 
6 

本专业合作企业支持学校兼职

教师总数（人） 
312 

合作企业接受本专业顶岗实习学

生总数（人） 
216 

合作企业接受本专业 2019 届毕

业生就业总数（人） 
22 

合作企业对本专业准捐赠设备总

值（万元） 
137 

合作企业对本专业捐赠设备总

值（万元） 
76.55 

本专业为企业培训员工总数（人

天） 
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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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健康管理专业基本情况12  

专业代码 620801 专业名称 健康管理 

所在院（系） 临床医学系 所属专业大类 医药卫生 

全日制高职在校生数(人) 99 其中：一年级在校生数(人) 52 

其中：二年级在校生数(人) 26 其中：三年级在校生数(人) 22 

2019级招生计划数(人) 70 2019级实际录取数(人) 100 

2019级新生报到数(人) 66 2019级新生报到比例(%) 66 

2019级本省生源学生报到数（人） 64 
2019 级本省生源学生报到比例

（%） 
96.97 

2019届毕业生数(人) 22 2019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100 

2019届毕业生本省市就业比例(%) 100 2019届毕业生对口就业率（%） 90.91 

2018届毕业生年底就业率（%） —— 
2018 届毕业生用人单位满意或

基本满意比例（%） 
—— 

校内专任教师数(人) 4 专任教师双师素质比例（%） 75 

2018-2019学年兼职教师总数（人） 1 
2018-2019 学年兼职教师授课课

时数占专业课时总数的比例（%） 
11 

校内实训基地数（个） 3 
校内实训基地生均设备值（万元

/生） 
0.4312 

2018-2019 学年校内实训基地使用

频率（人时） 
42577 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数（个） 2 

2018-2019 学年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接受半年顶岗实习学生数（人） 
22 

校外实习实训基地接收 2019 届

毕业生就业数（人） 
20 

本专业合作企业总数（个） 1 
本专业合作企业订单培养总数

（人） 
—— 

本专业合作企业共同开发课程总

数（门） 
—— 

本专业合作企业支持学校兼职

教师总数（人） 
1 

合作企业接受本专业顶岗实习学

生总数（人） 
10 

合作企业接受本专业 2019 届毕

业生就业总数（人） 
10 

合作企业对本专业准捐赠设备总

值（万元） 
10 

合作企业对本专业捐赠设备总

值（万元） 
—— 

本专业为企业培训员工总数（人

天） 
——   

说明：可根据专业群内包含专业数量增加表格。 

 

 
12 本表数据应与 2018-2019 学年数据平台数据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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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群建设方案综述 

3-1  建设背景 

（专业群面向的行业产业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500字以内。） 

《2019 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显示，2018 年底，广东省医疗卫生机构在岗技师

（士）3.5180万人，其中农村只有 0.9108万人；全国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 6.8人（江

苏省 7.3 人，广东省只有 6.7 人），其中农村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 4.6 人（江苏省

5.7人，广东省只有 4.2 人）；我国技师（士）学历构成本科以上占 36.6%、大专占 41.7%、

中专及其以下占 21.7%；职称构成副高以上占 6.1%、中级 20.4%、师（士）级以下占 73.5%。

与同属经济发达的江苏省相比，当前我省基层医疗机构技师（士）人才缺乏、学历水平

严重偏低，现代信息化素养不高，粤东西北地区尤为突出，与实现“健康广东”目标还

有一定差距。 

《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大力培育生物服务新业态。

“促进医疗资源共享，鼓励发展基因检测、基因数据解读、液体活检、医学影像等专业

化第三方服务。”“发展个性化健康检测评估、咨询服务、疾病康复等健康管理服务。”

“依托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促进健康教育、电子健康档案、电子处方、

远程医疗、智能医疗发展。”推动形成“防治养”一体化的大健康产业。 

《广东省现代服务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深入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

推动互联网与服务业各领域的深度融合，催生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等

“四新”经济。积极培育“四新”服务业态，满足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大力发展远程教

育及医疗新兴服务业态。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指出：“支持医疗

卫生机构、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机构搭建互联网信息平台，开展远程医疗、健康咨询、健

康管理服务。”“鼓励医疗联合体内上级医疗机构借助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面向基层

提供远程会诊、远程心电诊断、远程影像诊断等服务，促进医疗联合体内医疗机构间检

查检验结果实时查阅、互认共享” 

国家卫健委《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2018-2020）》提出：建立远程医

疗制度。“医联体牵头医院建立远程医疗中心，向医联体内医疗机构提供远程会诊、远

程影像、远程超声、远程心电、远程病理、远程培训等服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可

以探索为签约患者提供适宜的远程医疗、远程健康监测、远程健康教育等服务”。 

构建医学影像技术专业群为“互联网+医疗健康”新兴服务业态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有利于破解基层医疗能力不足、基层卫生技术人员短缺的问题，助力“健康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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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组群逻辑 

（专业群与产业（链）的对应性、专业群人才培养定位、群内专业的逻辑性等，800 字以内。） 

1.专业群与产业链的对应性 本专业群由医学影像技术、医学检验技术和健康管

理专业组成，分别培养影像技师、检验技师、健康管理师，对应服务于现代健康服

务业。《广东省现代服务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重点发展健康体检、健康

咨询、健康管理、健康文化等多样化健康服务，引导推动远程医疗、网络医院发展；

支持服务业业态创新，积极培育、创新发展医疗服务模式，鼓励发展第三方健康服

务调查评价机构。本专业群为现代健康服务产业提档升级发展提供人才支持，表明

本专业群与产业（链）的对应性强。 

2.专业群人才培养定位 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的

科学文化水平、良好人文素质、职业道德和创新精神，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较强

的就业能力、一定的创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掌握医学影像技术、医学检验技

术和健康管理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面向卫生和社会保障行业中的医疗技术岗

位、健康服务管理岗位，从事放射检查技术、超声检查技术、临床检验技术、病理

检验技术、健康咨询与服务、健康教育与培训、智慧健康项目管理等工作的高素质、

复合型卫生技术技能人才。 

3.专业群内专业逻辑性  按照“基础知识相通、教学资源共享、技术领域相

近、职业岗位相关”的组群逻辑，参照卫生健康服务工作体系、岗位工作任务的逻

辑关系，以培养高素质的卫生健康服务人才为逻辑起点，将 3 个专业有机组群，有

利于培养复合型、技能型人才。 

（1）产业相关协同：专业群内 3个专业同属于“大健康”产业，培养检验技师、

影像技师、健康管理师，服务领域涵盖了健康服务产业链的健康检测-医疗诊断-健

康管理岗位群，由医学检验技术、医学影像技术、健康管理专业协同完成。 

（2）岗位相关协同：毕业后主要从事医疗诊断技术、健康管理服务工作。为人

民群众提供影像检查、临床检验、病理检验，协同完成健康检测与医疗诊断；同时

全方位提供健康咨询与服务、健康教育与培训、智慧健康项目管理服务。 

（3）知识相近相通：均属医药卫生专业大类，群内 3个专业 60%基础课程相同，

其中“解剖学基础、医用电子设备、药物应用”等 8门课程高度共享；核心课程“临

床医学概要、医疗信息系统”等 3 门课程内容完全一致，专业拓展课程互为融通。 

综上所述，群内专业教学资源共享度高，就业相关度较高，形成优势互补、协

同发展，能发挥集聚效应和延伸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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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建设基础 

（与省内外标杆专业群的差距、优势和特色、成果和支撑条件等，800 字以内。） 

医学影像技术专业群是学校“十四五”发展规划重点建设专业群。2019年学校

累计已经投入专项建设资金 270余万元。 

1.与省内外标杆专业群的差距 

本专业群包括医学影像技术、以医学检验技术、健康管理 3 个专业。我校医学

影像技术 2011 年开设，开设基础是办学 30 多年、省内唯一设置的医学影像诊断专

业；医学检验技术专业为省级高职教育重点专业；健康管理专业于 2016年开设的新

兴专业。医学影像技术及医学检验技术 2 个专业在历届全国专业技能大赛中，总成

绩均居前列。专业群综合实力在省内排名第一。 

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在医学影像技术专业群处于国内示范作用，在“校企合

作、产教融合”方面成绩显著。我校影像技术专业群与其相比较有一定差距。 

2．专业群特色与优势 

（1）专业群特色鲜明，形成了“医教协同、产教融合”共育人才模式。建立

了“政校行院”一体的“区域医学影像联盟”，组成利益共同体，协作完成学校育

人、政府和协会的公益职责、医院的诊疗服务。盘活了行业资源，促进了行业师资、

服务的双向流动，人才共育。该模式获 2019年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2）建立了“岗位模块”课程体系。专业群立足健康服务产业对创新应用型

人才的需求，搭建“政校行企”多元合作的“区域医学技术信息协同服务平台”，

开展了“项目主导、任务引领”教学主线，为专业群课程改革树立了范例。 

（3）构建了优质教学资源共建共享平台。我校牵头，联合肇庆、云浮两市 11

家医院创建的“区域医学技术联盟”，开展了远程会诊服务活动，收录了大量临床

真实病例，构建了医学教学案例资源库。并搭建了“专业网络教学平台”，专业群

和行业共享资源，形成了“汇聚资源、开放育人”共享新生态。 

（4）校院企合作共建了“三真”实践教学基地。校院企合作，利用医院捐赠

的大型医疗设备，结合自主研发的教学软件，参照医院岗位工作模式和流程，建设

了 2 个省级实践教学基地，1 个虚拟仿真实训基地。“校院共建校医学检验内实训

基地”项目获省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3. 成果和支撑条件 

（1）主要成果：获广东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1项、二等奖 2 项；省重点专业 1 

个、校级重点专业 1 个；省级实训基地 3 个，市级“产教协同服务中心”1 个；研



11 

发专利、著作权 4 项；国家级资源库在线课程 2 门，校级“随身课堂”网络精品开

放课程 10 门；主编、参编国家规划教材 23 部；学生参加全国技能大赛一等奖 16

项，二等奖 17项，三等奖 4项. 

（2）师资队伍：专业群带头人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及行业影力，教学团队专兼

结合，现在专任教师 67 人，双师型教师占 73.1%，高级职称 13 人，行业兼职教师

18人。 

（3）教学条件：专业群校内实训基地总面积约 7300 多平方米，拥有包括磁共

振、CT等影像先进教学设备 71台/套；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全自动凝血分析仪检验

先进仪器等先进仪器 62 台/套；骨密度测定仪、亚健康测评仪、心血管健康检测等

先进健康监测仪器 27 台/套，总价值 2900余万元。建设了医学影像数字仿真实训平

台、医学检验虚拟仿真实训平台、健康监测实训平台，为专业群教学服务提供了坚

实的基础条件。 

3-4  建设目标 

（800 字以内。） 

围绕健康中国战略部署，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健康服务产业发展，创新“校企合作、

产教融合”多元协同育人机制，以培养适应粤港澳大湾区医疗卫生、健康服务业需求

的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建成“特色鲜明、全省标杆”的高水平、示范

性专业群。 

具体目标: 

——形成人才培养特色范式。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创立医学技术远程

服务中心、健康管理服务平台，组建“专业群产教联盟”，形成“多元协同”育人新

模式。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医学技术技能人才。 

——校企共同开发优质资源。重构与岗位能力对接的课程体系，开发具有“大健

康”特色的医学技术专业群职业岗位标准。校企共同开发专业群可共享的临床案例教

学资源库，建成省级的教学标准、教学资源库及其应用规范。 

——推动教学模式改革创新。以岗位群的典型工作任务为引领，形成若干项目教

学单元，借助智慧在线学习平台，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校企合作，共编适用于项目

化教学的一体化教材、活页式或手册式教材，解决传统教材与实际工作脱节问题。 

——建设高水平优秀师资团队。依托“专业群产教联盟”，建立校企（院）人员

双向交流协作共同体，创新校企（院）人员双向流动相互兼职常态运行机制，建成以

行业大师名师引领的高水平“双师双能”结构教学创新团队。 



12 

——建成示范综合实训基地。深化“项目载体、能力递进”实践教学体系，校企

合作，建成省内一流的“虚实结合、产教一体”实训基地。 

——建设高端健康管理服务的技术技能平台。校企合作，建立智慧远程医疗服务

技术中心，创新“产教融合”服务新模式。 

——提升社会服务能力。专业服务能力达到全国一流水平，专利、软件著作权 3

项以上，专利成果转化效益 300 万以上，第三方健康管理服务机构对外服务 3000 人

次/年，医学技术远程会诊服务 1000人次/年。 

3-5  建设内容与实施举措 

（一）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 

1．优化“职业情境、项目主导、能力递进”人才培养模式 

根据健康服务产业发展趋势，加强校企（院）合作，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依

托行业协会，与省内协作医院、健康管理相关企业（公司）多元深度融合，创立医学

技术远程服务中心、健康管理服务中心，组建“专业群产教联盟”，依据职业岗位能

力要求和行业技术标准，共同制定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教学标准、课程标准、实践基

地标准和共同教学，促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多元协同育人模式。 

2．重构“基础共享、核心分设、高层互选、顶层融通”专业群课程体系 

对接医疗卫生行业技术岗位需求，遵循课程内容与职业能力标准对接。通过整合、

重构现有专业核心课程，建立专业群“基础+平台+模块+方向”的课程架构，形成“基

础共享、专业分设、高层互选、顶层融通”的专业群课程体系。 

（二）“校院共建、开放共享” 开发优质课程教学资源 

“校企（院）合作、产教融合”共建教学资源。其一，在“医学技术远程服务中

心”开展行业诊疗服务中，收集临床真实病例，通过技术开发，转化为“典型案例、

教学课件、教学视频和微课视频等教学案例，构建专业群共享的数字化医学教学案例

资源库；其二，利用“健康管理服务中心”积累的个人资料、健康体检报告等数据进

行深度开发为教学资源；建成校级、省级在线精品开放课程 8 门以上，向省内或国内

同类高职院校推广。 

（三）“对接标准、对接流程” 开发新形态教材，深化“工学结合”项目化教学

改革 

1．开发“活页式、手册式”新形态教材 

专任教师深入行业一线，获取来自行业最新技术和实际案例，校企合作，共编适



13 

用于项目化教学的一体化教材、活页式或手册式教材，解决传统教材与实际工作脱节

问题。争取校企合作编写工学结合实训教材 20部以上，出版规划教材 8部以上。 

2．实施项目化教学 

打破“以专业为基础、以课程为中心”的方式，重组项目化教学内容。针对专业

群课程体系中每一门课程，以岗位群的典型工作任务为引领，形成若干项目教学单元，

实施“设计任务→呈现任务→完成任务→评价任务”的流程开展“工学结合”项目化

教学。 

3．实施“互联网+”远程教育 

充分利用专业群教学资源库，建设集“教、学、练、测、评”于一体的仿真实践

教学平台，借助“职教云”“云课堂”等智能化教学手段，全面实施线上线下混合式

教学。 

（四）依托“专业群产教联盟”，打造“双师双能”型教学团队 

依托“专业群产教联盟”, 建立校企（院）人员双向交流协作共同体，创新校企

（院）人员双向流动相互兼职常态运行机制，共商课程体系、共建资源基地、共同服

务育人。聘请医院高水平兼职教师，担任核心课程教学，进行定期教育理论和教学方

法培训；专业教师参与医疗协同服务的同时，积累临床经验，从而打造一支专兼结合

的“双师双能型”师资队伍。 

（五）校企（院）合作，建设“虚实结合、产教一体”实训基地 

对接行业标准和岗位要求，校企（院）合作，建设与职业岗位工作流程一致的实

训场所。重点引进虚拟、模拟数字化检查医疗设备，建成“虚实结合、产教一体”省

级医学影像专业群实训基地。其中，新建 5间虚拟仿真影像、检验实训室，6间模拟仿

真影像实训室，2间智能健康监测实训室，2 间健康风险评估实训室。 

（六）校企（院）深度融合，建设高端健康管理服务的技术技能平台 

1. 校院合作，共建智慧远程医疗技术服务中心 

与肇庆市第一人民医院等多家协作医院共建“智慧远程医疗服务技术中心”，打

造“医学影像远程诊断服务平台”“检验技术远程诊断服务平台”“病理远程诊断服

务平台”“社区健康档案管理平台”等四个平台，创新“产教融合”服务新模式，盘

活行业资源，促进行业师资、服务的双向流动，形成“多元协同、共育人才”新机制。 

2．校企合作，建立第三方健康管理服务中心 

联合民生康复医院、美年大健康等民营企业共建第三方健康服务管理中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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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医疗技术公共服务平台，建立健全健康教育体系，普及健康知识，引导群众建立

正确健康观。为客户提供健康体检、建立电子健康档案、健康风险评估和健康绩效评

估等全方位高端医疗服务。 

（七）对接产业需求，提升社会服务能力 

建成“远程医疗技术服务中心”和“健康管理服务中心”为肇庆、云浮等地区基

层医疗机构提供远程会诊、远程医疗技术指导等服务，提高基层诊疗技术水平和服务

水平；为社区群众提供健康咨询与服务、健康教育与培训、健康体检、智慧健康项目

管理等服务。同时，在行业服务活动中，学生能够真正体验行业技术实践；并可收录

真实临床案例和健康大数据，反哺专业群实践教学，提高专业群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培养质量。也可利用专业群教学资源，通过信息化教育平台，给基层医疗技术人才提

供在线学习和培训，落实终身学习目标。 

（八）强化国际交流，提升国内外影响力 

一方面，完善粤港澳大湾区与海峡两岸学生交流机制，强化师生境外交流与合作，

将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学生分批到台湾中山医学大学等院校交流学习；根据国家

“一带一路”政策，加强东南亚如越南、柬埔寨等国家的教育管理机构与相关院校联

系，招收医学影像技术专业东南亚留学生。 

（九）完善建设机制，保障持续稳定发展 

1.完善与产业发展同步调整机制，保障专业群与健康服务产业发展同步。 

2．完善专业群建设与运行管理机制，保障专业群协同管理与运行。 

3．完善质量诊断与改进机制，保障专业群人才培养质量提升。 

3-6  预计取得的标志性成果 

（500 字以内。） 

1.教育教学改革：形成校企合作，医教协同，创新“职业情境、项目主导、能

力递进”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基础共享、专业分设、高层互选、顶层融通”课程

体系。改革课题立项省级 5项以上，改革成果省级 2项以上。 

2.人才培养质量：学生国家级技能竞赛、创新比赛获奖 25项以上，省级大学生

创新创业项目立项、结题各 3项以上，毕业生就业对口率 90%以上。 

3.教学资源建设：建设 1个省级临床教学资源库，1个医学影像移动教学平台，

2个校级临床教学资源库，建成 2门国家级资源库在线课程和 15门校级专业在线课

程；建设 3个省级实训教学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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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师能力水平：建设 1个省级优秀教学团队，引进或培育省级专业领军人才，

培养 1名省级教学名师、5名省级高技能兼职教师、10名骨干教师；建设 4个专业

协同服务联盟师资团队。 

5．技术技能平台建设：建设智慧医学技术服务中心、第三方健康服务服务中心，

智慧医学技术服务中心组建“医学影像远程诊断服务平台”“检验技术远程诊断服

务平台”“病理技术远程诊断服务平台”“社区健康档案管理平台”平台。 

6.社会服务能力：授权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 3项以上，专利成果转化效益 300

万以上；第三方健康管理服务机构对外服务 3000人次/年，完成医学技术远程会诊

服务 1000人次/年，年对外社会技术培训 100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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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建设进度 

序号 建设内容 年度目标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1 人才
培养
模式
创新 

1.优化“校
企合作、医
教协同”人
才培养模
式 

成立专业建
设团队及制
定 调 研 方
案；制定专
业人才培养
目 标 调 查
表；推进校
企协同育人
平台建设 

开展社会对
专业人才需
求状况调查
及专业岗位
能力调查；撰
写调研报告； 
完成人才培
养方案的编
写 

执行人才培
养新模式；推
行新编教学
标准；完成影
像技术校企
协同育人平
台建设 

完善新制订
的人才培养
方案；完成检
验技术校企
协同育人平
台建设；完成
健康管理校
企协同育人
平台建设 

在省内同类
院校中推广
应用 

2．基于岗
位工作过
程，重构与
整合专业
课程体系 

组建课程体
系建设工作
小组；调研
医院、社区
相应专业岗
位工作任务
及工作过程
分析 

召开专业建
设委员会会
议，研讨课程
建设方案的
实施；参照执
业标准构建
新的课程体
系 

按照新的课
程体系，构建
核心课程的
课程标准；实
施创新课程
体系，并在实
施中完善 

持续完善理
课程体系建
设，并深化实
践教学体系
建设 

持续完善理
课程体系建
设，并在同
类院校中推
广 

3.培养高
素质复合
型人才 

举办学校技
能大赛；争
取国家级技
能、创新创
业大赛获奖
6项以上；毕
业生就业对
口 率 达 到
88%以上 

举办学校技
能大赛；争取
国家级技能、
创新创业大
赛获奖 8项以
上；毕业生就
业对口率达
到 90%以上 

举办学校技
能大赛；争取
国家级技能、
创新创业大
赛获奖 8项以
上；毕业生就
业对口率达
到 90%以上 

举办学校技
能大赛；争取
国家级技能、
创新创业大
赛获奖 10 项
以上；毕业生
就业对口率
达到 92%以上 

举办学校技
能大赛；争
取国家级技
能、创新创
业大赛获奖
10项以上；
毕业生就业
对口率达到
92%以上 

2 课程
教学
资源
建设 

1.完善规
范课程标
准及资源
标准 

组建跨界课
程 开 发 团
队； 校企共
同开发专业
群课程标准 

完善课程标
准；完善课 
程资源建设
规范 
 

完善课程标
准；课程标准
与资源建设
规范在省内
同类院校中
推广应用 

持续完善课
程标准与教
学资源标准 

课程标准与
资源建设规
范在全国同
类院校中推
广应用 

2.校企共
同开发优
质资源 

教学信息系
统与附属医
院诊断系统
对接，融附
院临床病例
为 教 学 所
用； 所建课
程加入资源
库，更 新资
源库 10%以
上 

建教学信息
系统接入区
域影像会诊
平台，融入区
域临床病例
为教学所用；
所建课程加
入资源库，更
新资源库升
级10% 

二次开发临
床病例资源
为微课、小视
频、课件等资
源；所建课程
加入资源库，
更新资源库
升级10% 

建成在线开
放课程8门、
培训课程4
门；建成覆盖
专业群课程
体系的资源
库 

在省内外院
校推广课程
资源，形成
示范引领 

3.完善教
学资源建
设评价机
制 

制定资源质
量评价指标
和资源使用
效果评估指
标；完成对
新建课程的
质量评价并
整改 

完善资源质
量评价指标；
完成对新建
课程的质量
评价并整改、
对已建课程
使用效果的
评估并整改 

完成对新建
课程的质量
评价并整改；
完成对已建
课程使用效
果的评估并
整 

完成对新建
课程的质量
评价并提出
整改要求；完
成对已建课
程使用效果
的评估并整
改 

数字化资源
质量评价与
效果评估机
制向省内外
院校推广 

3 教材
与教
法改

1.围绕专
业岗位工
作任务，按

成立教材编
写领导小
组，制定教

完成各专业
核心课程实
训指导编写；

完成各核心
课程实训指
导教材的编

实施并修订
各核心课程
实训指导教

公开出版成
熟的实训指
导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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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 照岗位工
作过程修
订实训教
材 

材编写规
范，确定教
材开发团队
和负责人 

建成系列教
材基本覆盖
专业群教学
需求，更新完
善原有教材 

写 材 

2. 开展多
种形式教
学方法改
革，推动专
业课程信
息化技术
教学手段
的应用 

开展专业课
程“工学结
合”实训教
学实践 

深化专业课
程信息化教
学技术的应
用 

开展专业课
程“训赛结
合”的实践教
学方法探讨 

开展专业课
程“线上线
下”混合性教
学方法探讨 

进一步探索
多形式的教
学法 

3.开发基
于 PBL 教
学的活页
式或手册
式教材 

完 成 活 页
式、手册式
教材编写的
编写体例 

完成影像、检
验典型病例
的收集完成
教材初稿 

实施 PBL 教
学，并优化教
材内容 

PBL 教学的活
页式或手册
式教材的持
续改进 

完成 PBL 教
材编写，形
成活页式或
手 册 式 教
材，总结经
验并推广 

4 教师
教学
创新
团队 

1.打造高
水平师资
团队 

共享区域行
业 专 家 资
源，组建专
兼结合“双
师”结构教
学团队 

申报校级教
学团队；引进
学科带头人 1
人，培养专业
带头人 2 名、
教学名师 1人 

引进学科带
头人 2人、博
士 1人，培养
省级高技能
兼职教师 2名 

建设省级教
学团队；培养
专业骨干教
师 6人、教学
名师 1人 

引进或培养
专 业 带 头
人、学科带
头人 3 人；
引进博士 2
人 

2.强化教
师实践能
力 

完成教师 3
个月以上行
业实践 5人 

完成教师 3个
月以上行业
实践 6人 

完成教师 3个
月以上行业
实践 8人 

完成教师 3个
月以上行业
实践 8人 

完成教师 3
个月以上行
业实践 8人 

3.强化兼
职教师教
学能力 

完成兼职教
师教学理论
培训 6人 

完成兼职教
师教学理论
培训 8人 

完成兼职教
师教学理论
培训 10人 

完成兼职教
师教学理论
培训 10 人 

完成兼职教
师教学理论
培训 10人 

5 实践
教学
基地 

1．校内实
训基地建
设，新增仪
器设备 

制定新校区
实训室建设
方案与规划
划；建设 X
线实训室、
超 声 实 训
室、影像诊
断实训室；
免疫学检验
实训室 

校企合作、建
设 CT实训室、
影像设备及
原理实验室；
微生物实训
室；生物安全
室；健康监测
实训室 

校企合作、建
设磁共振实
训室；生物化
学检验实训
室；检验仪器
室；健康风险
评估实训室 

购置与完善
网络数字化
教学设备；显
微互动室；镜
检室（临检实
训室）；营养
指导实训室；
运动指导实
训室 

完善实训室
设备添置，
打造医学技
术 专 业 师
资、行业技
术规范省级
培训基地 

2．虚拟、
模拟仿真
实训教学
中心建设 

制定虚拟、
模拟实训室
建设方案与
规划划；CT
模 拟 实 训
室；检验虚
拟实训室 

购置或开发
虚拟影像设
备教学软件；
MRI 模拟实训
室 

医学影像诊
断数字仿真
教学平台；建
设医学影像
虚拟仿真平
台 

3D 医学大屏
VR 教学实验
室 

 

3. 校外实
践基地建
设 

制定校外实
训基地建设
方案与计划 

新增校外实
践基地 5 个 

新增校外实
践基地 5个 

新增校外实
践基地 8个 

新增校外实
践基地 10
个 

6 技术
技能
平台 

1．开发或
引进各种
专业教学
支持软件
及平台，创
建智慧医

完善与升级
现有的“医
学 影 像 教
学”软件；
建设医学影
像数字化教

建设“远程
PACS 教学系
统”；建设医
学影像数字
化教学平台 

完善与升级
“医学影像
教学病例管
理系统”；制
定平台资源
共建、共享机

开发或建设
医学影像虚
拟实训教学
平台、检验虚
拟实训教学
平台； 

在省内外院
校推广智慧
医学技术教
学平台的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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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育技
术平台 

学平台 制 

2．开发或
引进健康
管理软件、
远程医学
诊疗服务
支持软件，
建设智慧
医疗技术
服务平台 

升级现有的
“医学影像
远程会诊”
软件；制定
平台资源共
建、共享机
制 

建设健康管
理第三方服
务中心；开发
“病理远程
诊断”软件，
打造“区域病
理会诊”服务
平台；制定资
源共建共享
机制 

建设“检验远
程诊断”支持
系统，打造
“区域检验
技术”服务平
台；制定平台
资源共建、共
享机制 

建设“社区健
康档案”管理
系统，建设
“远程健康
管理中心” ；
制定平台资
源共建、共享
机制 

实现部分成
果转化 

7 社会
服务 

1．搭建服
务中心成
立联盟，共
享区域行
业专家资
源，开展远
程医疗技
术服务 

组建“区域
医学影像协
同服务”技
术联盟；制
定 联 盟 制
度；服务平
台互联网费 

组建“区域病
理会诊协同
服务”技术联
盟；制定联盟
制度；服务平
台互联网费 

组建“区域检
验技术协同
服务”联盟；
制定联盟制
度；服务平台
互联网费 

组建“社区健
康管理”联
盟；制定联盟
制度；服务平
台互联网费 

进一步深化
联盟机制建
设，加大推
广 应 用 范
围；服务平
台互联网费 

2．建立职
业教育与
终身学习
对接，进行
基层医疗
技术人员
继续教育
远程培训 

肇庆等市全
科 医 师 培
训，肇庆等
市基层卫技
人员技术规
范 化 培 训
1000 人次以
上 

肇庆等市全
科医师培训，
肇庆等市基
层卫技人员
技术规范化
培训 1000 人
次以上 

肇庆等市全
科医师培训，
肇庆等市基
层卫技人员
技术规范化
培训 1000 人
次以上 

肇庆等市全
科医师培训，
肇庆等市基
层卫技人员
技术规范化
培训 1000 人
次以上 

肇庆等市全
科 医 师 培
训，肇庆等
市基层卫技
人员技术规
范 化 培 训
1000人次以
上 

3.进社区
开展健康
知识宣传 

社区健康卫
生宣教，医
疗急救技术
培训 200 人
次以上 

社区健康卫
生宣教，医疗
急救技术培
训 200人次以
上 

社区健康卫
生宣教，医疗
急救技术培
训 200人次以
上 

社区健康卫
生宣教，医疗
急救技术培
训 200人次以
上 

社区健康卫
生宣教，医
疗急救技术
培训 200 人
次以上 

8 国际
交流
与合
作 

1.教师国
际交流活
动 

参加国际学
术会议 2 人
次；校际学
习交流 6 人
次 

参加国际学
术会议 3 人
次；校际学习
交流 8人次 

参加国际学
术会议 3 人
次；校际学习
交流 8人次 

参加国际学
术会议 4 人
次；校际学习
交流 10 人次 

参加国际学
术会议 5 人
次；校际学
习交流 10
人次 

2.学生国
际交流活
动 

校际学习交
流 10人次 

校际学习交
流 10人次 

校际学习交
流 20人次 

校际学习交
流 20人次 

校际学习交
流 20人次 

9 可持
续发
展保
障机
制 

1.完善与
产业发展
同步调整
机制 

成立专业群
建设领导小
组，制定专
业群建设方
案 

确定专业群
定位和目标，
协调专业群
师资、实训等
教学资源 

吸收政行校
院多方资源，
完善校院协
同育人机制 

⑵实施专业
群课程体系
人才培养，协
同资源配置、
资源开发及
专业间的管
理 

调整专业群
布局及群内
各专业方
向、专业规
模、师资结
构，保持与
产业发展同
步 

2.完善专
业群建设
与运行管
理机制 

成立教学资
源建设、教
学实施、师
资团队、社
会服务等工
作组；  

制定专业群
工作组管理
规范 

建立并落实
专业群建设
问题反馈与
改进机制；完
善专业群工
作组管理规
范 

创新校院共
建共享的协
同管理模式
和运行机制；
优化专业群
建设及管理
流程 

不断完善专
业群建设和
运行管理机
制，形成范
式进行全国
范围内推广 

3.完善质 完善专业群 依托专业群 优化调整专 完善人才质 人才培养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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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诊断与
改进机制 

人才质量诊
断与评价指
标体系。 

人才质量诊
断及改进平
台，落实质量
诊改任务 

业群建设，优
化师资结构、
课程体系，改
进课程模块
结构。 

量评价体系  量诊断与改
进成为省级
示范，并向
国内院校推
广。 

3-8 专业群经费预算 

序号 建设内容 
经费预算（万元）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1 
人才培养

模式创新 

1.优化“校企合作、医教协

同”人才培养模式 

2 2 3 3 3 

2．基于岗位工作过程，重构

与整合专业课程体系 

3 2 2 2 2 

3.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4 4 4 4 4 

2 
课程教学

资源建设 

1.完善规范课程标准及资源

标准 

3 3 5 3 5 

2.校企共同开发优质资源 10 15 20 25 15 

3.完善教学资源建设评价机

制 

2 3 3 2 3 

3 
教材与教

法改革 

1. 围绕专业岗位工作任务，

按照岗位工作过程及职业能

力要求修订业实训教材 

2 3.5 3.5 2.5 3.5 

2. 开展多种形式的教学方

法改革，推动专业课程信息

化技术教学手段的应用 

1.5 1.5 2 2.5 1.5 

3.开发基于 PBL 教学的活页

式或手册式教材 

1.5 2 2.5 2 3.5 

4 
教师教学

创新团队 

1.打造高水平师资团队 2.5 6.5 8 12 20 

2.强化教师实践能力 3 3.5 5 5 5 

3.强化兼职教师教学能力 2 3 3.5 3.5 3.5 

5 
实践教学

基地 

1.校内实训基地建设，新增

仪器设备 

315 723 775 660 20 

2．虚拟、模拟仿真实训教学

中心建设 

395.5 410 105 76  

3. 校外实践基地建设 1.5 10 10 15 20 

6 
技术技能

平台 

1．开发或引进各种专业教学

支持软件或平台，创建智慧

医学教育技术平台 

20 80 30 90 20 

2．开发或引进健康管理软

件、远程医学诊疗服务支持

软件，建设智慧医疗技术服

务平台 

35 130 55 45 10 

7 社会服务 

1.搭建服务中心成立联盟，

共享区域行业专家资源，开

展远程医疗技术服务 

15 12 12 1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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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

对接，进行基层医疗技术人

员继续教育远程培训 

6 6 6 6 6 

3.进社区开展健康知识宣传 5 5 5 5 5 

8 
国际交流

与合作 

1.教师国际交流活动 12 15 15 20 20 

2.学生国际交流活动 8 8 12 12 12 

9 

可持续发

展保障机

制 

1.完善与产业发展同步调整

机制 
3 3.5 3 3 2.5 

2.完善专业群建设与运行管

理机制 
2.5 2 2 1.5 2.5 

3.完善质量诊断与改进机制 2 2 2 2 2 

 合计 4621 万元 857 1455.5 1093.5 1014 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