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4

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研究和改革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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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者的承诺与成果使用授权

本人自愿申报广东省本科院校教育教学改革项 目,认可所填写的 《广东省

本科院校教育教学改革项 目》(以 下简称为 《申请书》)为有约束力的协议 ,并承

诺对所填写的《申请书》所涉及各项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

课题申请如获准立项,在研究工作中,接受广东省教育厅或其授权 (委托 )单位、

以及本人所在单位的管理,并对以 F约定信守承诺 :

1.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遵守我国著作权法和专利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遵守我

国政府签署加入的相关国际知识产权规定。

2,遵循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 ,恪守学术道德 ,维护学术尊严。研究过程真实 ,

不以任何方式抄袭、剽窃或侵吞他人学术成果 ,杜绝伪注、伪造、篡改文献和数

据等学术不端行为;成果真实,不重复发表研究成果;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维护

广东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 目的声誉和公信力,不 以项 目名义牟取不当利益。

3.遵守广东省本科院校教育教学改革项 目有关管理规定 以及广东省财务规

章制度。

4.凡 因项 目内容、成果或研宄过程引起的法律、学术、产权或经费使用问题

引起的纠纷,责任由相应的项 目研究人员承担。

5,项 目立项未获得资助项 目或获得批准的资助经费低于申请的资助经费时 ,

同意承担项 目并按申报预期完成研宄任务。

6.同意广东省教育厅或其授权 (委托)单位有权基于公益需要公布、使用、

宣传 《项 目申请 ·评审书》内容及相关成果。

项目负责人 (签章):

年月日 dv|f'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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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及项目负责人、项目组简况

项

目

简

况

项 目名

称

基于在线开放互动课程的校院企协同育人机制研究与实践

项 目类

另刂

一般类教改项 目

起止年

月

2016.09'ˇ 2017.12

项

目

申

请

人

姓名 王 优 性另刂 女 出生年月 1968.02.28

专业技术职务/

行政职务

主任医师/第 二临

床医学院儿科教

研室主任

最终学位/授 予国

家
硕士/中 国

所在

学校

学校名称 广东医科大学 手机号码 13717376667

通讯地址 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区新城大道 1号广东医科大学

主要教

学工作

简历

时 间 课程名称 授课对象 学 时 所在单位

2010-2011 《丿L研斗∶聿》 本科生 100
第一临床

医学院

2012-2016 《丿L矛斗∶静》 本科生 1000
第二临床

医学院

2012-2016
《中国医学生临

床技能培训课程》
临床专业本科生 150

第二临床

医学院

主要教

学改革

时间 项目名称 获奖情况

2015

参与编写第一临床学院谭建新主编的全国高等医学

院校规划教材 《儿科学》 《双语版》,副 主编

弓



研究工

作简历

2012 逗路涓控吐氧性右心室'、
`肌 肥厚及凋亡的机制研

究
” 项目主要参与者 (第 二 )

2007
湛江市科技计划立项项目

“
吸入激素对哮喘大鼠胸

腺和活化调节趋化因子表达的调控
” 项目负责人

项
 
 

目
 
 

组

总人数

职 称 学位

高级 中级 初 级 博士后 博 士 硕 士

参加单位

数

7 5 l l 3 2 2

主要成

贝

(不 含

申请者 )

姓 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职 称

工作

单位
、 分 工 签名

林鸿程 男 1980 07 高级实验师
第二临床

医学院

实验室管

理  ' 拂'移
徐凤丹 女 1981 06 讲 师

第二临床

医学院

资料嵯

集、汇
`总 侉岫

吴柱国 男 1962 07
教授/主 任

医师

第二临床

医学院

校院管理

协调 矧翮C
庞天云 女 1962 j0 主任医师

第二临床

医学院

教学质

控、评估

)

掘灭氵、
官成浓 臼

力 1967 09
教授/主 任

医师
教务处

教 学组

织 、协调 饣弑涨
何 冰 女 1981 09 助理研究 员

第二临床

医学院教

学科

数据统

计、分析 顽鹚

二、立项依据 (项 目研究的意义、现状分析 )1

l表
格不够,可 自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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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状分析

1,1校 院协同创新的开展现状

近年来,协 同创新在教育领域得至刂大力提倡。《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⒛ 年)》 中强调
“
要加大教学投入,尤其要加强实验室、校内外实习基地、课程

材等教学基本建设。支持学生参与科学研究,强 /ll/J实 践教学环节。创立高校与科研院所、

业、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
”
可见J,校个个作、校院合作是利用优质资源、强化实

教学、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办学质量的重要举措。

从应用型临床医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来看,其 关键是基础知识的塑造和临床实践技能的

炼。而临床实践技能的锻炼,离 不开医院这一平合,学生需要
“
早临床、多临床、反复

床
”
,实 践能力才能不断提升。由于我校临床专J[学 生人数多,但直属附属医院只有一所,

致临床教学资源紧张,学生见习、实习等临床实践环节的训练受到限制。

广东是经济较发达的大省 ,医 疗条件优质的医院较多,临床教学资源丰富,教学场地

足,教学条件 良好,且病种丰富,利 于临床教学的开展。而目前,大 多数医院的临床教

资源处于闲置状态,未得到充分利用。因此,如 何通过校院协同,将校内专家教授与校

医院结合起来,实 现优势互补的
“
双师

”
教学,最大限度地利用好校外医院的资源,既

强临床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的培养,全 面提升应用型人才培养过程中的综合动手

力,将校外资源转化为学校人才培荞的优势及提高教育质量的催化剂,又能弥补校外医

临床理论教学之不足,是教育行政部闸和医学防Ⅱ佼丿I该 共同关心的研究课题⊙

本项 目拟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l纲 要 (201020⒛年)》 和教育部卫生部《本

医学教育标准》为指导,对 5年制临床专业学生实施
“

3爿 2” 的教学模式 (即 3年在校基础

论课及临床桥梁课教学,2年集中在医院实施临床专业理论教学与实践)的 基础上,探索

何弥补大多数校外医院临床理论课教学的不足,并构建基于在线开放互动课程的校院企

同的
“
双师

”
临床医学专 应用型人才培养棋式。

1.2我校开展校院协同育人的好处及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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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1月 9日 ,发 改委、工信部、财政部、教育部等 12部 门联合印发 《关于加快

施信息惠民工程有关工作的通知》,提 出实施优丿贡教育信息惠民行动计划,以 促进教育公

、提高教育质量为目标,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深化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

2.项 目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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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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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具体改革内容

(1)研究探索各协作教学医院的教学评价及质量控制体系,及时发现临床教学中

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建立
“
放管结合

”
的临床教学质保体系。

(2)探 索将社会资源引入学校形成
“
校院企

”
合作联盟的机制,争 取引入民营资

校建设 1间 可进行远程音视频同步互动教学的多媒体录播教室,学校组织临床专家

期进行临床理论课程的授课,并与各协作教学医院的学生进行同步互动教学,及时

生提出的问题。

(3)各协作教学医院组建远程互动教学多媒体系统,研究针对我们广东医科大学 |

学特点的
“
教学教务管理云平台

”
和

“
教育资源云平台

”
的改进及普及应用。

(4)探索建设我们广东医科大学的
“
智慧校园系统

”
,为 师生提供

“
网络教学空间

”
服务,提高协同创新育人能力。

12改革目标

为能稳健推进“
在线开放互动课堂

”
在我校临床教学中的灵活应用尝试,拟分三个阶

第一阶段 调研论证、启动阶段 (2016,6-2016,11)

在学校建设 1间 可进行远程音视频同步互动教学的多媒体录播教室,并选定 1~3间

教学医院,分别组建 l个用于远程同步互动课堂的多媒体课室,并选定儿科、妇产

分临床课程进行远程互动教学尝试 ,探 索总结出一套成功的临床理论课程
“
双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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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实施时间 3~5个月。

第二阶段 实施阶段 (2016,122017,7)

建立
“
教学教务管理

”
及

“
教学资源库

”
公↓|暇务云

的学生的安全监管、组织学校专家教授进行远程互动教

功能扩展)并进行实时录制,制 作成视频课件和多媒体

统学生可收看/点 播相关资料,实现优质教育教学资源

“
网络教学空间人人通

”
服务,主 要功能体现 :

(1)对学校,平 台提供教育管理、教学应川、学生

、信患服务、资源共享等于一体的教育信息化公共服务

受益程度,预防安全事件发生,提 升学校在安 卜、扌t学

管理和服务效率。

(2)对学生,平 台提供 了融学习、生活、通信、协

服务平台,实现
“
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

”,帮助提供个性

过校园信息系统,方便地与老师及亲友交流 ,i拘 足学生

(3)对家老师,平 台能提供优质教育资源支持,为 老师提供丰富的教学参考资料

建立
“
教师成长空间

”,能方便快捷地与学生、家长、学校主管部门沟通,相 互配合为

|生 学习、生活提供帮助。

|  第三阶段总结推广阶段 (201782017.12)∶

建立
“
校院企

”
合作联盟,全面推进教育信息化系统的建设、经营维护和普及应用

广。学校作为项 目组织实施及人才培育体系建设主体,企业作为技术支持服务主体,各

作教学医院配合实施 ,全面协作进彳i系 统建设和苫及应叫推广。建立技术先进、内容丰

的信息化应用,保证校园信息化能够取得良好的整体应用效果。

1.3改革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1)探 索新型人才培养模式。针对医学院校 f`床 医学教学现状,依据
“
校院企

”
协同

创新的精神,利用广东经济大省、优质医疗资洒1丰 官、信息化水平高的优势,探 索临床医

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1
`



(2)解 决临床教学质量难于控制的问题。在发挥校外教学医院的优势,有 效解决我校

因直属附属医院较少,临床教学资源紧张,临床教学压力过大,且学生实践动手机会少、

临床教学形式单调 ,临床应用型人才培养受限的矛盾的基础上,注重解决校外教学医院师

资力量不均衡 ,教学质量难于控制的问题。

(3)改革传统教学模式,推动
“
双师

”
教学模式建设。对 5年制临床医学专业学生实

“
3+2” 教学模式,让学生提前 1年接触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边学习边实践,着

重培养学生临床技能的同时,针对校外教学医院临床理论教学水平普遍较弱的问题,研 究

通过在线开放互动课堂推行由学校的专家教授进行远程音视频同步互动教学,校外教学医

院的老师协助实践指导的
“
双师

”
教学模式。

(4)强化临床基地建设。针对校外教学医院临床教学点分散的问题,通过
“
校院企

协同进行临床医学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过程的研究,强化医学院校在医学人才培养方面

与医院的关系,反馈实践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利于临床教学改革方案的实施和优质

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                  。

丨口



2,实 施方案、实施方法、具体实施计划 (0|度 进展情况)及 可行性分析

2,1实施方案

为保障项 目研究及实施成功,本实施方案主要包括如下五个方面:        {

(1)以 我们课题组为主体,提 出项 目应 Fll需 求,以 应用为导向与合作科技公司共同|

进行方案设计,针对我们教学点分散的实际问题,组建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低成本互动教学|

应用解决方案,并建立 1~3个应用示范点。

(2)引 入项 目合作科技公司先行投资,建设 l

多媒体教室,检验其技术成熟度、实/ll性 和经济性 ,

验和系统建设探讨。

(3)验证技术成熟可行后,结 合项 目实袍屮请学校投资建设 l问 远程音视频同步互

动教学多媒体教室,完 善系统配置 ,并 选择 1~∶;问 试点医院,建成远程音视频同步互动

教学系统,并组织进行远程互动
“
双师

”
教学试 '点 应用。  i、

(4)争 取获得学校领导支持,与 合作科技公司深入合作,建立教育信息化系统平台,|

包括:分散学生的安全监管、专家教授远程互动教学云录播、教育教学资源共享系统建设 ,|

让校园信息化系统能普及应用,服务于异地多点办学的管理需求。          |
|

⑸ 姬 缔 睑
’
锵 长蝴 钆 删 拗 倘 学医院舛 岵 仉 蹦 项 目

剧

设及应用推广联动的创新育人长效机制,让 我们南校师生广泛参与,提 高 自主创新和协同|

创新能力,通过直接参与科研及教研涌动,让  |∶∷苘午教师从中得到锻炼和提升。   丨

2,2实施方法
|

当前教育信息化的技术 日渐成熟,国 家对教育信息化支持的力度逐渐加大。信息化的|

技术瓶颈已基本解决,项 目实施的技术是成熟的,本项 日实施的关键是:要 能得到学校领

导及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保障落实教师授课组织及管理,同 时需要有一定的资金投入 ,

拟采取的解决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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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 请学校及省教育厅的立项支持,屮 请学校出资或利用社会资源 ,

进行远程音视频同步互动教学的多煤休录播教j的对设经费问题,并 以儿科、

解决 l间 可

妇产科部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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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理论课教学为试点,通过远程互动教学方式进行先行先试 ,探 索积累成功经验。

(2)由 学校主管领导主持项目研究和实施,要求协作教学医院配套建设
“
远程音

频同步互动课堂
”
系统设备,组织师资进行远程同步互动教学,建立临床教学评价及质保

体系,进行全面普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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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课件制作和远程互动授课 ,并对教学过程管理、临床示教等教学环节进行前期培训 ,

(4)在 参与项 目改革研究的校外教学医院J!

在问题并探索改进措施。

(5)建 立教学质量督导监控体系。组建校内专家组,定期与学生座谈交流 ,按

排完成学生期中考试、期末考试等,并对协作臣院的教学活动及时督导、考核。

第三阶段 总结推广阶段 (2017.8201712)∶

(1)通 过学生综合能力测评、成绩比较分析,学 生技能考核分析 ,毕业生追踪调查、

教学管理人员及带教老师座谈等,评价项 目改革效果。

(2)及 时了解、分析理论教学及实践教学JⅡ 节的不足并加以完善。

(3)总 结该项改革中的成功经验和临床教学质量控制方案,并加以推广。

2,3可行性分析

2.3.1教 学应用可行性

我校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在完成 3年前期基础教学后,已 集中2学 年的时间在医院

学习,其 中,临床理论教学 (含见习实践)1年 ,毕业实习1年 。如此安排,改变了

医学专业以往第五学年才进入临床实习的传统教学安排,让 学生提前 1年驻点医院,

习中实践,在 实践中学习,做到 了早期接触临床。

此阶段通过校院共同努力,一 方面完善医院的教学设施、教学体系及教学管理,提

院的师资水平、强化临床带教,加 强临床教羊 lt丬空与考核评价等措施,并借助医院资

足、病种丰官的优势,让学生 ll nⅠ 时闾在临川l“ l荚 爬滚打
”,边 当 “医生

”
边做学生

一方面通过校内专家教授参与临床理论教学,优化课程设计,缩短课堂与临床的距离

论与实践的距离、教师与学生的距离、医学生与患者∷之问的距离、院校与社会的距离

学生接触患者、了解社会、激发学习热情、lr高 实践能力。

本项目是在认真总结我校临床医学专业分流|教 学经验的基础上,拟 以项目研究的

式,重 点关注校外教学医院协同培养过程中,部分校外教学医院师资比较薄弱,教学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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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探索行

23,2技术实现可行性

信息化技术发展到今天,教育信息化1的 技术瓶颈 E」 基本解决 ,教 育信息化系统设各已

能实明J远程互动教学技术要求,如
“
引1劝 li「lilIi” 系统 (远程音视频同步互动教学系统 ,

类似于远程会诊系统或远程会议系统),能在互联网上提供专业级高清实时交互视频
“
端+

云
”
应用与服务 ,“ 汇动课堂 I】DiHi” 聚焦教育常态化视频互动辅导课堂应用。

“
汇动 HDiHi” 系统适用于教室大场景,能支撑多个互动视频项 目:百校互联、校园

1拖 3、 国际课堂、互动课堂。连接老帅、学生和世界。如图 1和 图 2所示,部分学校已

成功建设了远程音视频同步互动教学系统,并进行了远程互动
“
双师

”
教学应用,应用效

果良好。

图 1深圳国学老师与广东梅州小学一拖三课堂,四 方对等模式

f/



图 2北 京名师与丿 庀[U屮 学 一/l 
课哇:,`两 方 【·l等 模式

综上所述,项 目实施是可行的,圳:在 的关付

|给予建设经费投入,并如何引入社个i饣 汨,讠:L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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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预期成果及其实践运用预期 (包括成果形式,预期推广、

(l) 针对广东医大临床学生教学改革实践的好处和不足 ,

课堂的
“
校院企

”
协同育人机制。

探索引入专业从事教育信息化的科技公司垫资建设相应的演示系统,探索形

织专家教授远程互动授课,协作教学医院出资建设自身的远程互动教学系统设

公司提供技术服务保障
”
协同创新教育培育体系。

建立临床教学质控体系,且基于在线开放互动课堂的远程音视频互动教学多

设后,可望决解广东医大临床教学师资不足,两地办学多点分散教学难于管理 ,

难于保障的难题,可望让广东医大全部临床学生受益,甚至为全省的临床医学教

用示范。

(4)成 果形式:形成系统建设及推广应用方案 2项 ,发表教改论文2篇 。

应用范围、受益面等)

研究探索基于在线开放互

)
组

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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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应

⑿

校

科

⑴

统

质

出

学
 
,
 
 
 

系

学

作

“
 
备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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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冫

4.本项 目的特色与创新点

探索基于在线开放互动课堂的校院企协同育人机制建设方案,将先进的教育信息

手段引入临床教学,将形成临床理论课程的授课由学校的专家教授与临床教学医院的医

生共同完成,做到
“
放管结合

”,实现
“
双师

”
教学的创新模式。



四、项目建设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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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与 本项 目有关的工作积累和已取得的工作成缋

,学校对项目的支持情况 (含有关政策、经费及其使用管理机制、保障条件等,可附有

关文件 ),尚 缺少的条件和拟解决的途径

2.1学 校对项 目的支持情况

(1)制 度保障:调整教学大纲,修订教学计划 ,

案》,学校与合作医院,签订临床教学合作协议书 ,

改

 
〓

修订 《临床医学专业人̀才 培荞方

叨确校院双方职责及教学酬劳等,

(2)组织保障:成立以分管孝t学工作的而刂院攵为绌长的项目改革领导小绌,由 教

务处、第一、二临床医学院和负责教学的的医院等相关部门通力配合,加 强督导,努力

进改革工作顺利进行。

(3)经 费保障:我校每年投入临床医学专业建设经费 500万元;教学医院每年投
|

入医院总收入的 1%用 于教学工作。校院合

划拨给合作医院,作为临床教学工作酬劳 ,

2.2尚 缺少的条件和拟解决的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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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负责人和项 目组成员所承担的教学改革和科研项 目情况

3.1教 学改革项 目

(1)广 东省本科高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立项建设项 目
“
临床医学专业应用型

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201⒋2017年 )。 项 目负责人 :吴柱国,项 目参与者:官成浓、

燕、林鸿程

(2)广 东普通高校教育科学
“
十二五”

规划项 目
“
临床医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

新的理论与实践
”(201⒋2016年 )。 项 目负责人:吴柱国 项 目参与者:成晓燕、

浓、林鸿程 ;

(3)广 东省成人教育课题
“
网络与实践相结合的成人临床技能教学平台建设

l←2016年 )。 项 目负责人:林鸿程 ;

(4)广 东医学院教育教学研究课题
“
以实践教学监控为着眼点的非直属附属医

实践教学研究与实践
”(201⒋2016年 )。 项 目负责人:林鸿程。

(5)广 东医学院创新实验区项 目
“
临床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

122014年 )。 项 目负责人:吴柱国;项 目参与者:官成浓、林鸿程

(6)广 东医学院教育教学研究课题
“
广东医学院系列教

。
学医院的隐性知识管理

”

122014年 )。 项 目负责人:官成浓 ;

(7)广 东医学院教育教学研究课题
“
广东医学院口腔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现状及对

究
”(2011⒛ 13年 )。 项 目负责人:林鸿程 ;

(8)广 东省高等学校
“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
项 目

“
临床医学专业

”(20122014

)。 项 目参与者:吴柱国、官成浓、成晓燕、林鸿程 ;

2科研项 目

(1)湛江市科技攻关计划项 目
“
吸入激素对哮喘大鼠胸腺和活化调节趋化因子表

的调控
” (2007-⒛09年 )。 项 目负责人:王优 ;

(2)湛江市科学技术成果一等奖
“
钙调神经磷酸酶信号通路调控缺氧性右心室心

肥厚及凋亡的机制研究
”
。 项 目主要参与者:王优 ;

(3)广 东省 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
“IGF1通过 BTEB途径抗心肌细胞凋亡的机制

”

(20122014年 )。 项 目负责人:吴柱国 ;

(4)广 东省卫生经济学会科学研究项 目
“
新经济形式下药品价格形成机制探讨

”

(20122013年 )。 项 目负责人:吴柱国 ;

‘



(5)广 东省科技计划项 目
“

D丨 'Cl、 CDC42、

织及乳腺癌组织 中表达的测定及其相关性分析
”

浓 ;

(6)广 东省中医药局科技计划项 目项 目

(2009-2011年 )。 项 目负责人:官 成浓 ;

CΛ 125在 正常乳腺组织、乳腺增生组

(2010201砼 年 )。 项 目负责人 :宫 成

“
玉屏风颗粒在恶性肿瘤治疗 中的作用

”

(7) 湛江市财政 资金科技 肀项各用经 J廿
1页 冂

“
肝细胞肝癌细

|
织 中 miR155及

缶v6表达及临床意义
”(20132015年 )。 项 H负 责人∷ 宫成浓;        |

(8)湛江市科技攻关计划项 日
“
广东医学院口月帘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现状及对策研

究
”(20122014年 ),负 责人:林鸿程。

五、经费预算

丨1

预算经费总额

序 号 支出科 目

1 设各材料费

’

~ 技术咨询及资料费

3 仑文发表费

30(万 元 )

论文发表版面费等



六、院系及学校意见

所在院系意见 :

探索和构建基于在线开放互动课程的校院企协同育人机制及培养模式改革,既可

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好校外医院的资源,又可利用校内专家教授进行临床理论及技能课

程教学,克服校外教学医院师资薄弱之不足,校 内校外结合实现
“
双师

”
教学,可 以

解决我校东莞校区教学资源不足的因境。在前期试行的基础上不断积累经验,加强和

改进工作,进行总结,从而加大改革推广力度。

该项目方案切合实际、科学可行,同 意申报。

院系负责人签章 :

2016唧 ·

学校评审、推荐意见 :

旧蜇饰饧

第二临床医

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