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填 表 说 明
《第十届河北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推荐书》是教学成果奖申请、推荐、评

审、批准的主要依据，请严格按规定的格式、栏目及所列标题如实、准确、全面
填写。

一、封面
1.成果名称：应准确、简明反映成果的主要内容和特征。教学成果如为教材，

在成果名称后加写“（教材）”。
2.成果完成人和成果完成单位：成果完成单位限 3个，成果完成人限 10 人。

集体完成的成果，成果完成人和成果完成单位按照其贡献从左至右或从上到下顺
序排列。请务必完整、准确填写，并和推荐书内页和“附件 2：汇总表”中相关
信息完全一致）

3.申请单位：为第一完成单位，要填写全称并加盖公章。
4.推荐单位：市属或县级中等职业学校、其它市属单位，推荐单位为市教育

局；市属高职院校、省属职业院校、省教育厅直属单位，推荐单位为本校或本单
位；省直单位的推荐单位为其行政主管部门。

5.成果内容所属类别：教书育人、教学改革、教学建设、教学管理、其他。
（填写其中之一）

二、成果简介
6.成果展示网址：请准确填写，并保证网页开通运转，以确保评审专家正常

访问。
7.成果曾获奖励情况：指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教育行政部门、社会

团体设立的相关奖励。
8.成果起止时间：起始时间指立项研究或开始研制日期；完成时间指成果开

始实施（包括试行）或通过验收的日期；实践检验时间应从正式实施（包括试行）
教育教学方案的时间开始计算，不含研讨、论证及制定方案的时间，即不早于成
果完成时间，为项目推荐时间和完成时间的间隔。

9.实践检验：包括实践检验的起止时间、单位、实践检验效果情况等。
10.其他完成人：不包括第一完成人。
11.成果简介：对成果主题和主要内容进行概述。字数一般不超过 1000 个汉

字。
12.成果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及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概述成果主要解决的

教学问题，具体指出成果解决问题所采用的方法，思路要清晰。字数一般不超过
1000 个汉字。

13.成果的创新点：对成果在创新性方面的归纳与提炼。字数不超过 800 个
汉字。

14.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就成果的应用、推广情况及实际效果进行阐述。
字数不超过 1000 个汉字。

三、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15.主要完成单位情况，是核实推荐河北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主要完成单

位是否具备获奖条件的依据，应准确无误，所有完成单位均要填写，并在单位名
称栏内加盖成果完成单位公章。单位是指学校或其它法人单位。

16.主要贡献：应在栏目内如实写明该完成单位对本成果做出的贡献。
四、推荐意见
17.推荐意见：由推荐单位填写。内容包括：根据成果创新性特点、水平和

应用情况写明推荐理由和结论性意见；加盖推荐单位公章。



一、成果简介

成果
名称

“一深三创、三方协同”乡村全科医生培养模式实践研究

成果
展示
网址

http://cgsb.czmc.cn

第
一
完
成
人

姓名 闫金辉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63.7

专业

职务
内科教授

行政

职务

系书记

系主任
学 历 本科

工作

单位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移动电话 15303375828

通讯

地址

沧州市迎宾南大道高教区沧州医学高

等专科学校医学系
邮政编码 061001

成果

曾获

奖励

情况

获 奖
时 间

获 奖
种 类

获 奖
等 级

奖金
数额

（元）

授 奖
部 门

2012 年

《实行四站式教学为新农村

建设培养实用型卫生人才研

究》获河北省第二届教育科学

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一等奖 5000 河北省教育厅

2012 年

《沧州市乡镇卫生院医疗卫

生人才需求分析》获沧州市第

十二届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

果一等奖

一等奖 1000

沧州市社会科学

优秀科研成果评

审委员会

2012 年

教育部高等学校高职高专医

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立

项课题“临床医学专业专业课

程考核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三等奖 3000

教育部高等学校

高职高专医学类

专业教学指导委

员会



成果

曾获

奖励

情况

2015 年

《基于校院深度融合的三年

制临床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研究与实践》获中国职

业技术教育学会卫生教育专

业委员会教育教学成果

一等奖

中国职业技术教

育学会卫生教育

专业委员会

2016 年
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

教学大赛
二等奖 3000

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组织

委员会

2005 年
《常用诊疗技术技能训练系

列片的开发与应用》项目
二等奖 3000 河北省医学会

2008 年
河北省高、中等医学院校临床

技能考核优秀单位
省级 3000

河北省教育厅

河北省卫生厅

2009 年 河北省优秀教学团队 省级 河北省教育厅

2010 年
河北省高、中等医学院校临床

技能考核优秀单位
省级 3000

河北省教育厅

河北省卫生厅

2010 年 河北省教学名师 省级 河北省教育厅

2012 年

11 月

第一批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

划项目（“3+2”三年制专科

临床医学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试点学校

国家级 教育部 卫生部

2013 年

1 月

中央财政支持高等职业学校

提升专业服务产业发展能力

项目

省级
河北省教育厅

河北省财政厅

2012 至

2013 年

河北省高、中等医学院校临床

技能考核优秀单位
省级 3000

河北省教育厅

河北省卫生厅

2014 至

2016 年

河北省高、中等医学院校临床

技能考核优秀单位
省级 3000

河北省教育厅

河北省卫健委

2016 年

6 月

临床医学专业是首批全国职

业院校健康服务类

示范专业点

国家级 教育部

2016 年

6 月

河北省骨干专业，且在终期验

收中排名第四（共 134 个）
省级 河北省教育厅



2017 年
2017 年河北省职业院校信息

化教学大赛
一等奖 2000 河北省教育厅

2019 年
河北省高水平临床医学

专业群
省级 河北省教育厅

2019 年
中国特色高水平临床医学

专业群
国家级 5000 教育部

2019 年
2019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教学能力比赛三等奖
国家级 3000

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组织委员

会

2020 年

3 月
河北省师德标兵 省级 1000 河北省教育厅

2020 年

6 月
河北省思想政治先进集体 省级

中共河北省委教

育工作委员会 河

北省教育厅

2020 年 教学成果一等奖 校级 3000
沧州医学高等专

科学校
成果
起止
时间

起始：2005 年 1 月 实践检验时间：8 年
完成：2012 年 1 月

其

它

完

成

人

姓 名 出生年月 单 位 专业职务

才晓茹 1976.5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教 授

吴晓华 1978.3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副教授

王 衍 1976.9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副教授

徐智广 1978.8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副教授

李 旭 1983.3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讲 师

李 香 1983.11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讲 师

徐晓东 1984.10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副教授

刘 玲 1977.4 南皮县人民医院 主任医师

秦丽洁 1977.4 青县人民医院 主任护师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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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践检验的起止时间：2012 年 12 月-2020 年 12 月
二、实践检验单位：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三、实践检验效果情况：
针对乡村医疗卫生人员缺乏，乡村全科医生培养难度大等问题，本成果依

托河北省教育科学研究“十二五”规划课题等 4 个省市级项目和课题，历经 15
年持续研究实践，并经 8 年实践检验，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1.本成果具有科学性。一是符合职业教育教学规律。首先，通过“三方协
同”构建医教联合体，解决政府、学校、医院三方协同联动机制问题；然后，
深入调研精准把握区域乡村全科医生需求数量和培养规格；最后，基于乡村全
科医生培养规格能力胜任要求，创新育人理念、培养模式、改革举措。二是符
合乡村全科医生成长的规律。通过创建县、乡、村等三级教学实践和实习基地，
实施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培养素质能力；通过创建乡村全科教学数字
资源库、区域内乡村病例库、乡村全科考核典型病例库等三库，实施典型病例
教学，实现见多识广目标；通过课程模块化、临床岗位式理实一体教学、学时
精准化、资源数据化，“三站式”考核和病例情景考核评价病例化，实现高集约
化培养学生“小病善治、大病善识、重病善转、慢病善管”素质能力。开发了
一套较为系统完整的乡村全科医生培养理论创新成果。

2.本成果具有先进性。本成果创新育人理念，提出以“思政课程+”为课
程引领模式，以“思政教师+”为教学团队创建模式，以“思政学分+”为评价
激励模式，破解轻育人重教学问题；创新培养模式，提出高集约化的“一深三
创、三方协同”乡村全科医生培养模式，破解乡村全科医生培养内容全、时间
短、质量高的突出矛盾；创新改革举措，创建乡村全科教学数字资源库、区域
内乡村病例库、乡村全科考核典型病例库等三库，创建县、乡、村等三级教学
实践和实习基地，出台医院教学机构的认定、非隶属附属医院教师认定、附属
医院教师教学质量监控等三标准，破解培养乡村全科医生培养关键；创新体制
机制，三方协作，以需定招、以岗培养、快速入岗担责、县管乡用，解决留得
下、稳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问题。

3.本成果建设成效突出。2008 年学校因临床医学专业人才培养特色突出获
得教育部评估优秀等级；2012 年被教育部卫生部确定为第一批卓越医生教育
培养计划项目、“3+2”三年制专科临床医学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学校，
成为中央财政支持高等职业学校提升专业服务产业发展能力项目重点建设专
业，2016 年被教育部确定为首批全国职业院校健康服务类示范专业，同年被
评为河北省骨干专业；2017 年，评为标准化病人培训基地，加入了中国 SP 社
区医学教育联盟基地；2018 年河北省骨干专业验收评定为 A 档次（排名第四），
是我省唯一入选的医药卫生类专业；同年 12 月，被河北省卫生健康委确定为
河北省首批安宁疗护培训基地；2019 年 7 月由临床医学专业牵头的专业群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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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教育厅确定为河北省高水平临床医学专业群，12 月又成功入选国家“双高计

划”项目，被国家教育部确定为中国特色高水平临床医学专业群，推动了学校

的跨越式发展。

4.本成果贡献较大。受益学生达到 1.1 万，其中本校受益学生达 5600 余人，

向基层培养输送了 3600 余人，培训 74800 余人次，覆盖 1200 多个乡镇，惠

及乡镇人口 2700 多万，推动了乡村医疗队伍的稳步发展，沧州市乡镇卫生院

大专学历从 2005 年 6.28%上升到 2019 年 66.41%；村医大专学历从 2005 年

3.40%上升到 2019 年 36.40%，缓解了百姓寻医苦、看病难的问题。学生在全

国、全省临床技能大赛等各类比赛中获奖 39 项，其中在河北省高等医学院校

临床技能考核中连续 7 年获均获得优秀并且排名第一；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

通过率逐年提升；优秀毕业生涌现出大量感人事迹多次被媒体报道；用人单位

和自主创业服务区乡村群众对毕业生称职率和满意度调查均为 100%。临床医

学专业教师团队被评为河北省优秀教学团队；教师教学能力比赛获国家、省级

奖励 27 项；主持或参与国家级教学资源库建设课程 4 门，省级精品课程 2 门；

主持教改课题 26 项，发表论文 64 篇，开发教材 12 部、专利 23 项；双师素

质教师达到 96%。

5.本成果有较大影响。全国各地先后有 46 所院校来校学习借鉴，重庆三

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等 11 所学校将成果用于教学实践。成果荣获沧州市社会

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河北省第二届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

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卫生教育专业委员会授予的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成果先后

在全国卫生职业院校临床医学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经验交流会、全国医学高职高

专学术会议等多个大会上进行了交流和分享。在中文核心期刊先后发表《基于

“校院合作、医教结合”的三年制临床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校院合作

构建为农村培养高素质医疗人才培养模式》、《坚持服务基层，面向农村社区推

进临床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等论文 15 篇，荣获全国医学高职高专教

育研究会学术会议论文一等奖、全国临床医学专科教育研讨会优秀论文奖。成

果得到了多位全国知名专家的高度评价和认可，一致认为值得推广应用。

实践检验单位（公章）：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021 年 1 月 10 日













1.成果简介

针对乡村医疗卫生人员缺乏问题，2005 年开始针对三年制临床医学专业，我校

与青县、南皮、河间等县医院合作探索如何为农村培养医疗人才；2012 年校院合作

培养新农村实用型卫生人才研究项目结题；2015 年河北省教育科学研究“十二五”

规划课题立项深化研究扩大实践规模。成果 2005 年开始探索，2012 年方案成型实

践至今，历经 15 年探索，实践检验时间 8 年。

“一深”指在区域全面考查基础上，选取青县等 4 家县市区卫健局、42 家乡镇

卫生院和 156 个村，对 16 名卫生行政管理人员、84 名乡镇卫生院医师和 143 名

村医（13 个村没有乡村医生）进行深度调研，精准把握乡村全科医生需求数量、

分布和规格。“三创”指创新育人理念，以“思政课程+”为课程引领模式，以“思

政教师+”为教学团队创建模式，以“思政学分+”为评价激励模式，破解轻育重

教问题；创新培养模式，深入调研，精准把握需求，课程模块化，减少课程冗余；

理实一体化，提高教学效能；学时精准化，优化利用学时；资源数字化，节省学习

时间；评价病例化，提高考核效率，形成高集约化“一深三创、三方协同”乡村全

科医生培养模式，破解乡村全科医生培养内容全、时间短、质量高的突出矛盾；创

新改革举措，创建乡村全科教学数字资源库、乡村病例库、乡村全科考核病例库三

库；创建县乡村三级基地；出台教学医院机构认定、非隶属附属医院教师认定、附

属医院教师教学质量三标准，破解乡村全科医生培养关键难题；“三方协同”指政

府、学校、医院三方协同，以需定招、以岗培养、入岗担责、县管乡用，破解留得

下、稳得住、用得上、干得好问题。

本成果校内外 1.1 万余名学生受益，本校向乡村输送了 3600 余人，培训 74800

余人次，覆盖 1200 多个乡镇，惠及人口 2700 多万，沧州市乡镇卫生院大专学历

从 2005 年 6.28%上升到 2019 年 66.41%；村医从 2005 年 3.40%上升到 2019 年

36.40%，成为农民健康守护神，健康脱贫主力军。执业助理医师资格通过率逐年提

升；群众对毕业生满意度 100%；全国临床技能大赛等省级以上比赛获奖 39 项，其

中省高等医学院校临床技能考核连续 7 年获优秀且排名第一。教师团队被评为河北

省优秀教学团队，教学能力比赛获国家、省级奖 27 项。2012 年被教育部卫生部定

为第一批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项目，为中央财政支持重点建设专业，2016 年被教

育部定为首批示范专业；2018 年省骨干专业验收评定 A 档（排名第四）；2019 年

被教育部定为中国特色高水平临床医学专业群。来校学习院校 46 所，成果的实践

效果显著。成果获全国、省多项一等奖，发表论文 15 篇，多个全国学术会议交流

推广。



2.成果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及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1）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1）把握区域乡村全科医生需求数量规格问题

2）解决乡村全科医生培养内容全、时间短、质量高的矛盾问题

3）解决乡村全科医生早临床、多临床和反复临床教学实践资源不足问题

4）强化思政教育引领，破解思政教师、专业教师、医院临床基地指导医生、辅导员

工作脱节问题

5）破解乡村全科医生培养留得下、稳得住、用得上、干得好问题

（2）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1）全面考查，深入调研，精准把握区域乡村全科医生需求数量规格

在全面考查基础上，选取青县等 4 家县市区卫健局、42 家乡镇卫生院、156 个

村深度调研，精准把握区域乡村全科医生需求数量、分布、规格。

2）深入分析，统筹设计，解决乡村全科医生培养内容全、时间短、质量高的突

出矛盾

课程模块化，减少课程冗余。依据《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大纲》等

要求，通过调研，在增加《全科医学》等 7 门课程情况下，优化课程体系，整合成

全科知识模块、基本技能模块、临床专科模块、全科岗位模块四大课程模块。

理实一体化，提高教学效能。结合乡村全科医生培养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

床特点，发挥临床教学基地、乡村典型病例库、数字资源库作用，实施理实一体化

教学。

学时精准化，优化利用学时。对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急救等 128 种疾

病和常用 24 项临床技能应用频率，合理分配学时。

资源数字化，节省学习时间。配套 128 种疾病和常用 24 项临床技能，校院合

作开发 426 个教学资源项目。

评价病例化，提高考核效率。收集临床病例 468 份，开发乡村全科医生胜任力

考试题库（4286 道题），对接国家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三站式考核制度。

3）创新举措，深度合作，解决乡村全科医生早临床、多临床和反复临床教学实

践资源不足问题

通过医教联合体，建设 3 个市级教学医院，8 个县级临床实训实习基地，筛选

18 所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站、疾控中心，供临床实习。

4）三全育人，思政引领，实现思政教师、专业教师、医院临床基地指导医生、

辅导员协作共育

以“思政课程+”为课程引领模式，以“思政教师+”为教学团队创建模式，以

“思政学分+”为评价激励模式，构建思政教育主线，三全育人“大思政”教育体系。





4.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1）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

本成果校内外 1.1 万余名学生受益，其中本校受益学生达 5600 余人，学生专

业知识水平、操作技能和岗位适应力得到较大提升，学习积极性、劳动热情得到有

效激发，毕业生满意度达到 98.57%；学生在全国临床技能大赛、全国华夏急救大

赛、创新创业大赛、省技能操作统考大赛等各类省级以上比赛中共获奖 39 项，国

家级 10 项，省级 29 项，其中全省高等医学院校临床技能考核连续 7 年获优秀且排

名第一；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通过率逐年提升；毕业生涌现出大量感人事迹多次

被媒体报道；乡村群众对毕业生称职率和满意度均为 100%。

（2）促进了乡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向基层培养输送了 3600 余人，培训 74800 余人次，覆盖 1200 多个乡镇，惠

及乡镇人口 2700 多万，推动了乡村医疗队伍的稳步发展，沧州市乡镇卫生院大专

学历从 2005 年 259 人，6.28%上升到 2019 年 3328 人，66.41%；村医从 2005

年 341 人，3.40%上升到 2019 年 3102 人，36.40%，成为广大农村居民健康的守

护神，健康脱贫的主力军。合作医院得到快速发展，促成建立多个集医疗、教学、

科研于一体的综合性医院，达到了学生、学校、医院、社会多方受益的良好效果。

（3）带动了学校办学跨越式发展

2008 年学校因临床医学专业人才培养特色突出获得教育部评估优秀等级；

2012 年被教育部卫生部确定为第一批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项目，为中央财政支持

重点建设专业；2016 年被教育部确定为首批全国职业院校健康服务类示范专业；

2018 年全省骨干专业验收评定为 A 档次（排名第四），是全省唯一入选医药卫生类

专业；2019 年成功入选国家“双高计划”项目，被国家教育部确定为中国特色高水

平临床医学专业群。

（4）受到高度认可产生了广泛影响

成果获沧州市第十二届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河北省第二届教育科学

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卫生教育专业委员会授予的教育教学

成果一等奖。成果论文获全国医学高职高专教育研究会学术会议论文一等奖、全国

临床医学专科教育研讨会优秀论文奖。教师团队被评为河北省优秀教学团队，省级

教学名师、师德标兵各 1 人，教师教学能力比赛获省级奖励 25 项，国家级 2 项。

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了《基于“校院合作、医教结合”的三年制临床医学专业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等 15 篇学术论文，在全国卫生职业院校临床医学专业实践教学改

革经验交流会、全国医学高职高专学术会议等多个大会上进行交流和推广，得到了

多位知名专家的高度评价和认可。来校学习院校达 46 所，将成果应用于教学实践，

取得了显著效果。



二、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第一完成

单位名称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主管部门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联 系 人 闫金辉 联系电话 15303375828

传 真 5508026 电子信箱 1537525940@qq.com

通讯地址 沧州市迎宾南大道高教区沧州医
学高等专科学校医学系 邮政编码 061001

主

要

贡

献

1. 广泛调研，摸清区域内乡医培养的现状，摸清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现状，

找准办学定位。分析调研结果，转变临床医学专业办学模式。

2. 选择合作单位，签署合作协议。调研选出具备条件的基层医疗单位，做好

各项教学准备工作。

3. 成立项目创新研究团队，选取教学培养对象。

4. 修订构建一深三创、三方协同乡村全科医生人才培养模式。

5. 开展“工学交替、理实一体”的临床岗位模块化教学方法。

6. 构建预防、诊疗、康复、保健、健康管理、公共卫生六位一体的课程教学

体系，确定了 4 个模块，与医院共同开发建设了 7 门课程。

7. 改革考核方式，采用以能力为导向的考评原则。根据基层临床医生岗位典

型病例及诊治过程，建立临床典型案例考核题库和病例情景模拟考核实施方

案；分析国家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标准，建立模拟试题库和模拟考场，

实施执业助理医师“三站式”考试模式。

8. 大力推动政校院三方协同育人的长效合作机制，开展资源共建共享、利益

互通共盈，在师资、技术、教学条件等方面广泛展开合作。

9. 所培养的学生绝大部分都志愿扎根基层，踏实肯干，涌现出了许多优秀毕

业生的典型事迹，已成为当地医疗卫生行业的业务骨干力量，促进了当地乡

村医疗卫生状况的全面改善，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高度认可。

单 位 盖 章

2021 年 1 月 5 日







三、推荐、评审意见

推荐单位意见：

该成果开拓创新了乡村全科医生培养的育人理念、培养模式、改革举措和体制

机制，提升了人才培养质量，提升了临床医学专业的整体办学实力和社会服务能力，

壮大优化了区域乡村全科医生队伍，带动了基层教学医院的发展，促进了区域乡村

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取得了多项突出成绩，扩大了社会影响力，带动了学校办学

的跨越式发展。该成果得到省内外多家同类院校的学习借鉴并受到高度认可，为同

类院校的专业建设提供了良好的范例，得到专家的肯定和社会的广泛好评。该成果

广泛应用于同类院校且实践效果显著，具有良好的推广价值。

同意推荐上报。

推荐单位（公章）

2021 年 2 月 25 日

省教学成果奖励评审委员会意见：

评审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省教育厅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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