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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2019 年基层卫生人才学历提升计划专项招生 

预防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预防医学（620601K） 

二、入学要求 

广东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在职员工，外省户籍且累计具有我省 1 年（含）以上社保(社保计算年限为

2020 年 3 月 31 日)的我省医疗卫生机构在职员工。 

 

三、修业年限 

三年 

 

四、职业面向 

所属专业大类 

（代码） 

所属专业类 

（代码） 

主要对应行业 

（代码） 

主要职业类别（代

码） 

主要岗位群或技术领域举例 

医学类 

 

预 防 医 学

（620601K） 

 

健康服务 

社区卫生服务 

疾病预防与控制

中心 

公共卫生医师 

健康管理师 

注册营养师 

疾病预防与控制 

预防接种 

健康教育 

营养咨询与指导等 

 

五、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培养能适应当地预防医学服务行业发展的需要，具有德、智、体、美、技各方面的能力，具备基本的

临床医学和预防医学基础和专业理论知识，全面掌握预防医学专业操作技能，能在健康相关服务行业、基

层医疗卫生服务等机构从事疾病预防与控制、预防接种、健康教育、营养咨询与指导等领域的预防医学专

业高素质技能型应用人才。 

（二）培养规格 

1.基本素质 

 ①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道德修养、社会公德和法律意识，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②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职业素质、医学人文素养和医患沟通能力。 

③具有较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  

④有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 

⑤有一定的教学辅导和参与科研的能力。 

2.知识要求 

①具有牢固的临床医学知识（如诊断学、临床医学概要、传染病学等），系统掌握预防医学专业理论

知识（如环境卫生学、职业卫生与职业病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卫生统计学、流行病学、健康教育学等）。 

②具有与本专业相关的基础医学知识（如人体形态学、人体机能学、病理学、生物化学、分析化学等），

熟悉与本专业相关的临床医学知识（如急诊医学、影像学、外科学等）。 

③具有老年病学、医学心理学、康复技术学、护理学、运动医学等相关医学知识。 

④具有一定的残疾学、社会医学、医学伦理学、社区医学等基本知识。 

⑤具有一定的英语阅读能力及计算机应用能力等相关知识。 

⑥具备创新创业能力，熟识预防医学产业的基本流程、服务要求。 

⑦具有相关临床医疗政策法规与行业规范的知识，对《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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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医院预防保健科管理规范》等法规或行业指导比较了解。 

3、能力要求 

①具有为辖区内常住居民建立健康档案，有效维护健康档案，充分发挥健康档案在疾病诊疗和健康促

进中的作用的能力。 

②具有根据教育对象的特点，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健康教育和健康咨询活动的能力；具有根据辖区居民

健康特点，制定健康教育计划，并对教育效果进行评价的能力；具有开展辖区内健康素养促进活动的能力。 

③具有对辖区 0～6 岁儿童进行预防接种管理的能力；具有根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程序，对适龄儿童

进行常规接种的能力；具有根据传染病控制需要，对高危人群实施疫苗接种的能力；具有处理预防接种异

常反应的能力。如有专职护士进行预防接种工作，具有协助其开展此项工作的能力。 

④具有独立或协助临床医生开展新生儿家庭访视、新生儿满月健康管理、婴幼儿健康管理和学龄前儿

童健康管理工作的能力。 

⑤具有协助临床医生开展孕妇早、中、晚期健康管理，产后访视及产后 42 天健康检查的能力。 

⑥具有独立或协助临床医生对老年人生活方式和健康状况进行评估、体格检查及辅助检查，对老年人

进行健康指导的能力。 

⑦具有通过筛查的方法在辖区居民中发现患者，并对其进行随访评估和分类干预的能力；具有指导患

者进行健康体检的能力。 

4、职业态度要求 

热爱预防医学事业，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医德医风，具有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救死扶伤和全心全

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精神，具有敬业爱岗、艰苦奋斗、遵纪守法、团结合作的品质。具有正确的专业思想，

对本专业的性质、作用和价值有较明确和深刻的认识，愿意以专业知识和技能为人民服务，提高群众的健

康水平，促进患者康复。具有人文关怀精神，遵守行业道德行为规范，有良好的医患关系。具有务实、严

谨的科学态度，对工作负责，做事有计划有条理，精益求精，对人对事正直、诚实。具有较强的法纪意识，

遵纪守法，能遵守有关医疗工作及预防医学有关制度和法规。 

 

六、课程设置及要求 

（一）课程体系 

本专业课程体系分为公共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技能课程、选修课程（公共任选课、专业任

选课、专业限选课与公共选修课）四大类。学时分配见下表。  

 

表 1  预防医学专业各模块学时分配表 

模块 性质 
学时数 

占总学时的百分比（%） 
理论 实践 

公共基础课程 必修 374 272 25.5 

专业基础课程 必修 346 182 20.8 

专业技能课程 必修 312 800 43.8 

专业限选与公共选

修课程 
选修 218 34 9.9 

合计  1250 1288 100 

 

1、通识社科课程 

通识社科课程按照国家和省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统一要求进行设置。旨在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使之具

有诚信品质、敬业精神、责任意识以及良好的行为规范和社会公德，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课程设置包括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大学英语、

计算机基础应用、体育与健康、职业生涯规划、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就业与创业指导、军事理论、形势

与政策、创新创业教育等课程。 

2.专业基础课程 

通过本模块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掌握本专业必备的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知识，为后续课程学习奠定



 

 3 

基础。 

课程设置包括生物化学、分析化学、病原生物与免疫学、诊断学、临床医学概要、传染病学、医学机

能实验技术等课程。 

3.专业技能课程 

通过本模块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必需的预防医学专业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培养学生掌握娴熟的

职业技能，为未来的职业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 

课程设置包括环境卫生学、 职业卫生与职业病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卫生统计学、流行病学、健

康教育学、妇女保健与少儿卫生学、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等。 

4.选修课程 

主要由新理论、新技术以及专业拓展课程组成。通过本模块课程的学习，提升学生的职业品质、职业

技能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二）专业核心课程及主要教学内容 

1. 环境卫生学 

（1）课程目标：本课程是预防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是预防医学类专业的核心专业课之一。要求学

生在全面了解我国环境卫生学发展历史、现状趋势的基础上，系统掌握环境卫生工作的理论、方法，培养

学生具有开展环境卫生工作的基本方法和技能，使学生具备能在环境污染防治、疾病预防等工作中的技能。 

（2）教学内容：包括环境卫生学的研究对象、研宄内容，人与环境的关系，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与人群

健康的关系，环境作用引起人体反应的基本特征，环境因素对人群健康影响的发生、发展规律，环境污染

对健康的危害，环境危险度评价的基本方法，各种环境介质的基本环境特征、环境介质污染的特征和对人

体的影响，环境介质的卫生防护措施，常见环境污染性疾病的流行病学特征和防制原则，住宅与办公场所

的基本卫生要求和室内空气污染的控制措施，公共场所的卫生特点、基木卫生要求，家用化学品对健康的

影响及卫生管理，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的定义、基本特征、分级和危害，突发环境污染事件的应急处理措施，

利用环境有益因素和控制环境有害因素的卫生要求和预防对策， 我国环境卫生事业发展简史和环境卫生

工作主要成就，环境卫生工作今后的任务等。 

（3）教学方法：理论教学以多媒体讲授为主，结合分组讨论、案例分析等方法组织实施。实践教学主

要通过示教、仿真练习、医院见习、案例教学等方法，融教学做为一体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素质。                                   

（4）网络教学资源：开发精品资源共享课程、随身课堂、网络课程、微课和多媒体课件等网络教学资

源，使教学从单一媒体向多种媒体转变，提高教学质量。 

2.职业卫生与职业病学 

（1）课程目标：本课程与多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涵盖领域广泛，主要承载着培养学生掌握职业病

及工作有关疾病、粉尘、生产性毒物、劳动生理、高温作业、职业性有害因素的基础知识及基本技能，使

学生能熟悉与运用职业卫生标准、法规、管理等相关知识，识别、评价、预测和控制职业性有害因素，保

护和促进职业劳动者的健康，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提高劳动者职业生命质量。 

（2）教学内容：包括职业性有害因素定义及其致病条件和发病特点，职业性损伤与职业病，职业病诊

断原则及三级预防原则，生产性毒物的存在状态、理化性质、接触机会、进入人体内的途径，职业中毒的

诊断与防治措施，生产性粉尘的理化特性及其卫生学意义，劳动生理、劳动负荷评价，职业性肌肉骨骼疾

病，高温作业引起的职业病分类、致病因素、发病机制、防控措施，生产性噪声对机体的影响、防控，辐

射对机体的影响与防控，职业性有害因素评价的内容和方法、危险度管理，职业性肿瘤的病因、发病特点、

预防原则，职业卫生标准与管理等。 

（3）教学方法：采用专题讨论、以问题为中心教学、翻转课堂、案例分析、理论授课、校外现场参观

调查等方法。                                                

（4）网络教学资源：进行网络课程建设，开发精品资源共享课程、随身课堂、网络课程、微课和多媒

体课件等网络教学资源，方便自学，同时实现师生网上互动，提高教学质量。 

3.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 

（1）课程目标：培养学生从预防医学的观点出发，熟悉营养学与食品卫生学的概念、研究内容和方

法，深入了解营养、食品与人体健康、疾病的关系，全面、系统掌握营养学与食品卫生学的基本理论和基

本技能，以及营养学与食品卫生学的学科研究进展以及今后的工作任务，能运用所学知识解决营养缺乏性

疾病和营养咨询问题。 

（2）教学内容：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营养学基础、植物化学物、各类食品的营养价值、特殊人群的

营养、社区营养、食品污染及其预防、食品添加剂及其管理、各类食品卫生管理、食品中毒及其预防、食

品卫生监督管理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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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学方法：理论讲授与案例相结合，通过实际病例，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独立思考问题的

能力。采用以问题为中心教学、翻转课堂、小组讨论、案例分析等方法，以学生为中心转变学生被动学习

的模式，提高其主动参与性，提高教学质量。                                                

（4）网络教学资源：进行网络课程建设，开发精品资源共享课程、随身课堂、网络课程等网络教学

资源，将临床典型病例、练习题、操作录像、多媒体课件等放入网站，方便自学，同时实现师生网上互动，

提高课程资源利用效率。 

4.流行病学 

（1）课程目标：本课程主要介绍人群中疾病与健康状态的分布及其影响因素，以及防制疾病与促进健

康的策略与措施，作为预防医学的骨干学科，起着促进预防医学与临床应用之间相互转化的重要作用。通

过本课程学习，使学生掌握流行病学的基本概念，流行病学的研究方法、以及流行病学在临床医学中的应

用。 

（2）教学内容：包括流行病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基础理论，流行病学在疾病防制中的应用，如

当前对人群健康危害较大的传染病、慢性非传染病，例如心血管疾病、恶性肿瘤、呼吸系统传染病、消化

系统传染病、性传播疾病和艾滋病以及伤害等。 

（3）教学方法：可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如案例导入、任务引领、多媒体讲授与演示、以问题为

中心教学、校内实训、病例分析等，在实践教学中注重学生动手能力、临床思维能力和医患沟通能力的培

养。 

（4）网络资源：开发随身课堂、网络课程等网络教学资源，将临床典型病例、课后练习、实践操作、

多媒体课件等放入网站，方便学生自学，同时实现师生网上互动，提高教学质量。 

 5.社区公共卫生服务 

（1）课程目标：本课程以新医改与社区公共卫生服务需求为导向，通过对社区预防医学、公共卫生服

务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学习，使学生熟悉社区公共卫生服务基本方法和工作方式，提高对

社区常见疾病的防治与公共卫生问题的处理能力。 

（2）教学内容：包括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的发展及现状，社区居民健康档案的建立和管理，健康教育、

预防接种、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重点人群的健康管理，包括 0～6 岁儿童、孕产妇、

老年人等，中医药健康管理，重点疾病患者的健康管理，如高血压和 2型糖尿病患者、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肺结核患者等。 

（3）教学方法：可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如案例导入、任务引领、多媒体讲授与演示、以问题为

中心教学、病例分析、社区实践等，在实践教学中注重学生动手能力、临床思维能力和医患沟通能力的培

养。 

（4）网络资源：建立网络课程网站，利用随身课堂、网络课程等网络教学资源，将临床典型病例、课

后练习、实践操作、多媒体课件等放入网站，方便学生自学，同时实现师生网上互动，提高教学质量。 

七、教学进程总体安排 

（一）教学时间分配（见表 2） 

表 2  教学时间分配表（单位：周） 

学期 理论、实践教学 考试、机动 入学教育 合计 

一 18 2 1 21 

二 18 2  20 

三 18 2  20 

四 18 2  20 

五 18 2  20 

六 18 2  20 

总计 108 12 1 121 

 

（二）教学进程安排表及说明（见附件 1） 

总学时 2538学时，平均周学时 24学时。教学进程表及说明见附件 1 

八、实施保障 

http://www.med66.com/webhtml/project/neikexue/chuanranbingxue.htm
http://www.med66.com/jibing/aizib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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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师资队伍 

1.双师结构教学团队 

双师结构教学团队包括专业带头人、专任教师、兼职教师、专职教学管理人员和教辅人员等。教学团

队结构和专业技术职称有合理的比例。 

（1）专业教师生师比≤16:1； 

（2）双师素质的专业课教师比例应达 80%以上。 

2.专业教师的基本要求 

（1）热爱卫生职业教育，遵纪守法，团结协作，为人师表，教书育人，治学严谨，教学相长； 

（2）取得高校教师资格证； 

（3）原则上具有预防医学专业教育背景的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其他专业教育背景（如临床医学）

的教师，应具备至少一年以上时间在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预防保健科或二级以上专科预防保健医疗机构临

床实践进修的经历； 

（4）任职期间应具有一定岗位实践经历，专任教师每 2学年累计在行业一线工作时间应达 90个工作

日或以上； 

（5）具有较为深厚的预防医学专业知识、宽广的相关学科知识和必要的职业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

熟练掌握传统与现代化教学手段，具有良好的教学能力； 

（6）熟知预防医学专业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及时更新教学内容。 

3.专业带头人的基本要求 

（1）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副教授（副高）以上职称； 

（2）具有系统和坚实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较强的实际操作技能；对本专业国内外的状况有一定的

了解，对行业企业对专业的需求非常了解，有明确的研究方向，对本专业的某一方向有较深的研究或将专

业培养方案与行业企业要求有机紧密地结合； 

（3）科教研工作业绩突出，在国内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过较高学术价值学术论文或正式出版过本专

业著作、译著、国家级规划教材（主编），主持过相关教科研项目或获市级以上科教研成果。 

4.骨干教师的基本要求 

（1）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已聘任讲师以上职务。 

（2）具有较系统和坚实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较强的实际操作技能；对本专业的某一方向有一定的

研究或将专业培养方案与行业企业要求有机紧密地结合。 

（3）有一定的教科研成果，在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学术论文或参编高校教材或教学参考书，获得

校级以上教科研成果奖、其他校级以上荣誉和表彰或参加市级及以上教科研项目研究。 

5.兼职教师的基本要求 

（1）热爱卫生职业教育，遵纪守法，团结协作，为人师表，教书育人，治学严谨，教学相长； 

（2）具备本科以上学历，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5年以上临床预防保健工作经验，精通相关预防医

学专业技术。 

（3）熟悉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规格和课程教学要求，掌握现代教学技术，能够按照教学计划要求

承担专业课程的理论与实践教学，且教学效果较好。 

（4）身体健康，有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年龄一般不超过 65岁。 

（5）与学校签订兼职教师聘用协议，服从教学安排与管理，并认真履行协议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二）教学设施 

1.专业教室基本要求 

专业教室配备黑（白）板、多媒体计算机、投影设备、音响设备、互联网接入或 Wi-Fi环境，并实施

网络安全防护，安装应急照明装置并保持良好状态，紧急疏散标志明显，保持逃生通道畅通无阻。 

2.校内专业基础课实验室和教学设备的基本要求 

围绕学生职业技能和职业素质的养成为主线，配备专业基础课教学实验室和教学设备，达到培养高端

技能型人才的目标。本专业基础课教学实验室设置包括人体解剖实验室、病理学实验室和机能实验室等。 

3.校内实训基地的基本要求 

校内实训基地建设模拟医院预防保健科的真实情境，按真实设备、真实流程设计，使实训环境、实训

条件更贴近真实的工作岗位，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和职业素质。 

（1）实训室设置 

本专业校内实训基地应设置环境卫生实验室、紫外可见光光度计室、联用仪室、原子吸收室、毒理学

实验室、统计学与流行病学实验室等。每室建设面积≥60㎡。 

（2）主要实训设备 

校内实训基地的实训仪器设备配置满足培养学生职业技能的需要，主要实训仪器设备（以 40 人/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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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配置）详见附表 2。 

（3）实训基地功能 

预防医学专业校内实训基地配备了先进的教学仪器设备，融“教、学、做”为一体，满足培养学生预

防医学专业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的基本需要。学生在校期间，通过系统的职业技能训练，加深了专业基本

理论和专业知识的理解，熟练掌握环境卫生学、 职业卫生与职业病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卫生统计学、

流行病学、健康教育学、妇女保健与少儿卫生学、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等的基本技能，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

医患沟通能力与实践操作能力。 

预防医学专业校内实训基地还可为师生开展预防医学科学研究、社区公共卫生服务从业员职业技能培

训和开展临床医疗服务工作提供条件，是一个集教学、科研、社会培训和医疗服务于一体的预防医学实训

基地。 

（4）专业课的实验实训开出率，达到教学计划和大纲规定的 90%以上。 

4.实验（训）基地管理 

（1）建立专门的组织管理机构，配备专人负责实验（训）基地的管理工作； 

（2）制定完善的实验（训）室管理制度、实验（训）室安全管理制度、实验（训）操作规程、学生

实验室行为规范，以及实验员管理办法等，并严格执行； 

（3）实训指导教师由“双师型”教师或临床一线的技术人员担任。专职实训指导教师须按学校有关

规定参加临床实践工作。 

5.校外实训基地基本要求 

（1）实习基地的基本要求 

1）有相对固定的、满足毕业生实习需要的二级及以上有预防保健科的医院或者疾控等医疗机构为实

习基地。实习基地有完善的实习管理组织机构和管理制度； 

2）拥有一支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兼职实习指导老师。实习指导老师综合素质好，职业能力强，

具有良好医德医风和较高的学术水平，能胜任预防医学实训和实习指导工作。实习带教指导老师与实习生

比例 1:2～4； 

3）开设有环境卫生学、 职业卫生与职业病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卫生统计学、流行病学、健康教

育学、妇女保健与少儿卫生学、社区公共卫生服务等的基本技能实验与实践教学项目，能满足毕业实习教

学大纲要求。 

4）有实习计划、实习大纲和实习手册。实习大纲规定项目的完成率应达 90%以上，并有出科考试和鉴

定。 

（2）教学见习基地的基本要求 

1）根据教学计划的实践教学项目选择各级各类社区服务中心、疾病控制和防制中心、医院医疗机构

等。 

2）临床指导教师、专业设施配备和见习场所等能满足开出见习实践项目的基本要求，带教指导教师

与见习生比例为 1:10～15。 

3）与学校之间交通便捷。 

（3）校外实训基地管理 

校外实训基地由学校与医院共同建设，共同管理。实习管理实行三级协同管理机制，即学校(实习办

公室) —系和医院(科教科或医务科)—实习科室（带教老师）。学校和医院的实习管理部门在临床教学中

分别履行各自的职责，做好毕业实习生的管理和考核工作。各部门应经常性地深入各实习科室进行实习教

学检查，及时了解实习计划的完成情况，解决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共同完成临床教学任务。 

（三）教学资源 

1.教材 

原则上选用近三年出版的高职高专预防医学专业教材，优先选用国家规划教材、获奖教材、教育部教

学指导委员会推荐的教材。 

可根据预防医学专业办学特色与需要，选用一定数量的“工学结合”校本特色教材。突出职业能力培

养的要求，并能根据预防医学专业学科的发展及时修订、更新。 

实验实训（指导）教材应与课程标准要求相吻合，与教材内容相配套，能较好地体现现代预防医学专

业教学特点。 

2.图书 

专业图书资料生均≥35册；专业相关期刊种类≥15种。 

3.数字化教学资源 

通过校院（企）合作方式共同开发数字化教学资源，建立专业课程教学网站, 开发随身课堂、网络课

程、微课、精品资源共享课程、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教学课件、实训操作视频、理论与技能测试等各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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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习资源。将课程标准、授课计划、教案、教学图库、实训指导、考核手册、习题库、参考资料以及相

关教学网站链接等信息放置于学校课程网站中，方便学生自主学习，提高教学效果。 

（四）教学方法 

围绕预防医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按照"夯实基础、突出技能、培养能力、提高素质"的改革原则，在

教学过程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强调理论学习的同时，要更加突出学生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的培养，注

重教学方法的开放性，体现“教、学、做”为一体，推进“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模式改革。 

理论教学采用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模式，结合小组讨论、案例分析、专题讲座等方法组织实施。实践教

学主要通过示教、角色扮演、仿真练习、医院见习、床边授课、案例教学等方法，融教学做为一体培养学

生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素质。通过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的灵活使用，将理论知识与实际工作相结合应用，注

重人文关怀、实践操作能力、临床思维能力和医患沟通能力的培养。 

（五）学习评价 

 1.学生学习评价 

学生学习评价主要以理论知识和职业技能的掌握程度为考核点，重点评价学生的职业能力。 

（1）突出过程与阶段性评价。结合课堂提问、技能操作，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的教学评价。强调目

标评价和理论与实践一体化评价，引导学生进行学习方式的改变。 

（2）关注评价的多元性，结合课堂提问、学生作业、平时测验、实验实训、技能竞赛及考试情况，

综合评价学生成绩。 

（3）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实践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对在学习和应用上有创新的学生

应予特别鼓励，全面综合评价学生能力。 

2.考核建议 

实施“过程性考核与终结考核相结合、理论考核与技能考核相结合、学业考核与职业态度考核相结合”

的考核方式。考核内容以职业岗位能力为导向，以专业岗位技能操作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重点。每门

课程的考核成绩由形成性考核成绩（40%）和课程终结考核成绩（60%）构成。形成性考核包括作业（含实

验报告、学习过程考核（含阶段性理论考核与技能考核）和职业态度考核（含学习态度），课程终结考核

包括期末理论考核和技能考核。 

技能考核标准邀请行业一线专家共同制定，技能考核评定由专业老师和行业专家共同完成。 

（六）质量管理 

1.教学管理组织 

根据本专业办学规模和教学管理实际需要，设置预防医学专业教研室。成立预防医学专业建设指导委

员会，充分发挥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在专业建设中的指导作用。完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成立教学督导小

组，强化教学过程管理。成立学生、教师教学信息员队伍，及时反馈教学信息。 

2.教学管理 

严格执行教育主管部门颁发的各项文件规定和学校教学管理制度，根据医疗卫生事业、健康产业与专

业发展的需要，制定本专业建设与发展规划及其年度实施计划、课程标准，规范编制专业教学计划、学期

教学进程计划表、实训教学计划、实习计划等各类教学文件。根据学期教学进程计划表安排教学任务，下

发教学任务书，写好授课计划和教案等。加强教学过程管理，建立健全巡课、听课、评教、评学制度，实

施定期检查（开学初、期中、期末）与不定期检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日常教学管理。定期开展课程建设水

平和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针对教学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开展教学研究活动、集体备课和观摩教学，不断提

高教师的教学水平，促进教育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 

九、毕业要求 

学生达到以下毕业要求，准予毕业，发放毕业证书。 

1.在校期间学生的德、智、体、美、劳等方面达到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各项要求。 

2.在学校规定年限内，修完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所规定的全部课程（或修满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所规

定的全部学时学分），所有课程考核合格，并完成规定的教学活动。 

3..通过毕业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考试。 

 

 

附表 2  预防医学专业校内实训基地主要设备一览表 
 

实验项目 序号 实验设备 单位 台/套数 

食品样品采集与制备 
 烘箱 台 1 

 干燥器 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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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分析天平 台 3 

   托盘天平 台 10 

食物硝酸盐测定 

 小型绞肉机 台 3 

 组织捣碎机 台 3 

 匀浆器 台 3 

 恒温水浴箱（锅） 台 3 

食物维 C 测定 

 打碎机 台 3 

 温箱 DHP-9052 台 2 

 恒温箱 台 1 

 可见紫外光分光光度计 台 3 

水溶性维生素负荷试验  荧光分光光度计 台 3 

血清尿素氮测定  半自动生化仪 台 1 

果蔬抗氧化活性比较  离心机 
台 1 

果蔬黄酮类物质测定 

 真空干燥器 台 1 

 索氏提取器 台 1 

 千分之一天平 台 2 

人体测量与性发育检查 

 身高坐高计 台 1 

 杠杆式体重秤 台 1 

 皮褶厚度计 个 2 

 回转式肺活量计 台 2 

 指针式蹬型握力计 个 2 

健康筛查  标准对数视力表 个 3 

生产环境中铅的测定 

 空气采样器 台 10 

 微波消解器  

台 1   声级计（传声器、放大器、指 器（显示

器）级计权网络） 2 

 频率分析仪   台 2 

体力劳动强度分级方法  精度的计时器   
个 10 

生产环境中粉尘浓度、分散

度及尘肺 X 线胸片阅读 

   （双目生物）显微镜 SP-6C 
台 10 

大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721 分光光度计 
台 2 

发汞的检查  原子荧光光仪 
台 1 

空气中总悬浮颗粒物测定 

 小流量气体采样器  台 5 

 小流量可吸入颗粒采样器  台 3 

 中流量采样器  台 2 

 流量校准装置  套 3 

膳食调查  食物电子秤 
台 5 

人体营养状况评价 

 体重身高测量仪 台 1 

 体重体脂测量仪 台 5 

 握力器 个 1 

 肺活量测定仪 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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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光视 检测仪 个 1 

所有动物实验  动物称（感应量 .1/1000g） 
台 3 

所有有关动物细胞的染毒

实验 

 带油镜头显微镜 
台 10 

小鼠骨髓细胞微核试验  细胞计数器 
个 10 

综合实训 

 
余氯比色计（包括标准色列、比色管、

3.3.5.5 四甲基联苯胺及胶头滴管）  
个 10 

 
粉尘采样器  

台 10 

 
噪声测定仪 

台 10 

 
标准声源  

个 10 

 
一氧化碳测定仪   

台 1 

 
二氧化碳测定仪及配套器材  

套 1 

 
台式（常量）天平 

台 20 

 

注：实训室设备以 40 人/班标准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