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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基层医疗机构和院校对学员的管理方案等。

（2）第二阶段（2020.06-2020.08）

根据系列标准的框架和初稿，政-行-企-校共同研制基层卫生人才学历提升计划

专项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教学标准等；政-行（含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校共同制订

学员管理方案，为保证教学质量和教学秩序、学员完成岗位工作任务、学员和工作

单位利益等提供参考；完善在线教学资源，搭建优质在线教学平台和资源。

（3）第三阶段（2020.09-2022.08）

行-企-校按照人才培养方案等系列标准、方案协同育人，全面推进基层卫生人

才学历提升计划专项学员的教育教学工作，运用大数据技术监控人才培养质量，定

期调研，分析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尽力满足各方需求，及

时调整教学内容，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努力提高教学质量，探索在职在岗学历教育

新模式。

（4）第四阶段（2022.09-2022.12）

全面回顾性评价人才培养过程，总结基层卫生人才学历提升计划专项人才培养

的经验，凝练培养模式。进一步完善相关方案，持续更新针对基层卫生人员的在线

网络教学资源，为基层卫生工作者的终身学习和发展提供支持。

3.存在问题

（1）时间比较紧迫，难以完成一届学生的培养，实践效果难以得到完美的验证，

成果推广应用有效果有待进一步检验。

（2）高职扩招属于新的培养模式，有关部门了解程度不深，学校首次开展，可

能存在一些衔接问题、制度障碍，特别是如何处理好工学结合问题需要深入探讨，

需要努力得到卫生行政部门的大力支持。

4.拟开展工作

（1）通过深入调研、SWOT 分析，针对学员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基础、较丰富的岗

位职业技能的特点，研制一系列人才培养标准和方案，解决目前基层卫生人才学历

提升计划专项标准缺乏的问题。

（2）通过在线网络教学课程资源、实践教学资源、远程视频教学和会诊系统的

建设以及基于网络教学资源的混合式教学方法，解决基层卫生人才学习资源缺乏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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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交流访谈、调查研究，针对学员在岗学习、全日制学历的特点，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解决学员学时不少、质量不降的前提下边工作边学习的问题以及所

在单位人员管理的问题。

（4）通过深入推进通过人才培养模式的推广应用实践，整体提升基层卫生人才

的学历和专业水平，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健康服务能力，一定程度上缓解基层

卫生人才缺乏的问题。

5.能否按时完成计划

按照目前的进度，能够预期完成计划。

二、代表性成果简介（发表杂志或采用单位、基本内容、应用价值、社会影响等）

1.研究报告 1份，研究论文 1-2 篇；

2.基层卫生人才学历提升计划专项人才培养方案等标准；

3.基层卫生人才学历提升计划专项学员教学管理制度、工作管理和绩效考核制

度；

4.以智慧职教、随身课堂等平台为支撑的在线网络教学资源，满足学员全部专

业课程的教学、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继续医学教育等的需要。

三、经费情况

3.1 经费到位情

况

经费来源
到位金额

（元）
到位时间 下拨文件名称

省财政 0 / /

学校 1万

其他： 0 / /

合计 1万 / /

3.2 经费支出情

况

支出科目
支出金额

（元）
支出时间

论文 5800 2020.12 /

合计 58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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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实施效果（具体案例，字数控制在 3000 之内，可另附页）

广东省教育厅在《关于做好 2019 年第二期高职扩招专项行动有关工作的通知》

中提出实施“基层卫生人才学历提升计划”，即面向医疗机构（指从事疾病诊断、治疗

活动的医院、卫生院、疗养院、门诊部、诊所、卫生所以及急救站等）在职员工开展

学历教育招生。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做好 2019 年基层

卫生人才学历提升计划专项招生申报工作的通知》精神，在 2019 年第二批扩招计划

中，全省各高职高职院校共招收了近万名医疗机构在职员工，将在 2020 年春、秋两

季入学。这批学生无论是知识结构还是学习目的、学习方式都不同于原来统招的全日

制学生，对在职在岗员工实施全日制学历提升的教育，是一种新的基层卫生人才培养

模式。面对这批“特殊”的学生群体，如何确定培养目标，如何实施教学，如何考核评

价，在确保教学质量的同时又不耽误医疗服务工作，对学生、学校、工作单位、卫生

行政部门都是考验。因此，探索一种协调各方工作、满足各方需求、兼顾各方利益的

培养模式迫不及待。

预期研制的系列标准、方案和建设的在线教学资源能较好解决目前基层卫生人才

学历提升计划专项标准缺乏、基层卫生人才学习资源缺乏的问题和学员学时不少、质

量不降的前提下边工作边学习的问题以及所在单位人员管理的问题。通过推进通过人

才培养模式的推广应用实践，预期能整体提升基层卫生人才的学历和专业水平，一定

程度上缓解基层卫生人才缺乏的问题。

学校教改项目管理部门审核意见：

同意。进一步完善研究方案，按照进度完成研究。

盖章

2021 年 09 月 13 日

注：1.如因特殊情况需变更项目负责人等重大事项，需另填报《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

革项目重要事项变更申请表》，并按要求备案。2.此报告书为项目过程管理的佐证材料，须在项目

验收时提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