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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广西中医药大学教学实践基础上，介绍 “三进两融合”教学改革的意义、内涵，详细阐述

“三进两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构建方法及实施效果，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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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医药卫生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１］提出，要重点培育具有医学和信息学双重背

景的复合型人才，服务于技术、应用的实用型专门

人才。根据 《２０２０年及 “十四五”医疗信息化行

业现状及前景专项调查》与 《２０２０年医疗信息化行
业薪酬报告 （调查报告）》，目前我国卫生信息化行

业发展迅猛，卫生信息人才缺口较大［２］，医疗卫生

信息从业人员知识体系结构不完善，从业人员主要

集中在信息技术领域，缺乏医药知识背景及医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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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业务管理知识、创新和实践能力［３］。医学院校信

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作为培养医疗卫生信息人才

的重要阵地［４］，探索具有创新、实践能力的应用型

人才培养模式，对培养医学信息人才、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２　医学信息领域人才培养“三进两融合”
教学改革

２１　特殊性

医学信息领域人才培养需要多学科知识深度

融合。作为专门为医疗卫生行业培养医学信息人

才的医学院校，其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人才

培养要凸显特色和优势，学生不仅需要掌握一定信

息技术还要掌握医学、管理学等方面知识，以适应

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医疗卫生机构等企事业单位的

需求［５］。

２２　存在的问题

目前医学院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人才培

养并不能完全满足社会需求，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方面：一是信息技术与医学、管理学知识

融合不够紧密，其中医学、管理学等方面知识比重

相对较低，缺乏学生进入医院参与实际工程项目的

训练。二是实践教学模式科教融合不足，理论与实

践结合水平尚待提高，传统培养环境与实际工作环

境存在较大差距，而具备多重专业背景的教师数量

较少，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设计性实验［６
!

９］。

２３　改革方向

针对目前医学信息管理人才培养过程中知识结

构不完善、学生创新和实践动手能力不足等问题，

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专业定位和培养目标为依

据，提出并构建 “三进两融合”的应用型人才培养

模式，其中 “三进”是指学生早进实验室、早进实

践基地和早进科研团队； “两融合”是指课程体系

上信息技术与医学知识、管理学知识相互渗透融

合，实践教学上校企协同育人、科教相融合，从而

完善协同育人机制，强化全过程培育，从而培养精

通信息技术和健康管理业务，具有创新精神和较强

实践动手能力的实用型医学信息管理人才。

３　实施方法

３１　构建信息技术与医学、管理学知识相互渗透
融合的课程体系

　　开展医疗卫生信息化人才需求和培养模式调
研，逐步明晰大健康产业对人才的需求，以社会需

求为导向重新修订培养方案，以信息管理为主线，

强调信息技术与医学、管理学知识的相互渗透融

合，侧重工程实践及应用，见表１。

表１　基于信息技术与医学、管理学知识相融合的信息管理课程设置

公共基础模块
专业基础及专业课模块

医学类 信息技术类 医学管理类 医学信息类
专业素质拓展模块

医学计算机基础 临床医学概论 大型数据库 卫生事业管理 病案信息学 医学数据挖掘与实践

大学英语 预防医学 数据结构 医院管理学 医学信息系统分析与设计 健康大数据处理与分析

高等数学Ｉ、ＩＩ 中医学基础 网络安全与管理 健康管理学 医学信息学 移动终端应用开发技术

科技论文写作 卫生统计学 网页制作与网站建设 人力资源管理 － 医药信息工程实训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社会医学 程序设计语言 （Ｃ、ＪＡＶＡ语言） － － －
会计学原理 卫生法律和法规 Ｐｙｔｈｏｎ程序设计基础 － － －

３２　构建科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平台

３２１　创建高校－行业协同育人平台　以高等医
科院校优势资源为依托，引入医疗卫生机构与医疗

卫生企业资源，创建高校 －行业协同育人平台，精
准对接行业和社会需求，通过引领学生参与科研研

究，将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与本科教学高度融合。

３２２　探索实践教学双导师制　与医疗机构和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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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单位合作建立实践教学基地，探索教学双导师

制，针对信管专业本科生，实行校内导师与企业导

师相结合的双导师模式，校内导师侧重于理论教

学，实践导师则侧重实践指导，实现优势互补。以

社会需求为导向，充分利用校企合作平台，在实验

室建设、实践课程改革、教师培训、毕业设计、后

期教学实践基地等方面与企业协同育人。

３３　构建 “三进”实践教学体系，增强实践动手能力

将 “三进”梯度渐进模式贯穿人才培养全程，

见图１。在不影响知识结构与专业课情况下，促进
学生早进实验室、早进实践教学基地、早进科研团

队。大一进行验证性实验，大二进实践教学基地，

大三进科研团队。使信管专业学生尽早参与到各项

专业科研实践活动中，在本科阶段提升科研与实践

能力。在掌握理论课程知识的前提下，通过各项科

研实践活动将课堂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实现专业人

才理论知识与行业技能高度统一。

图１　将 “三进”梯度渐进模式贯穿实践教学全程

３４　打造科教一体化双师双能型教学队伍

以项目为引领，以学科为平台，以提升教师实践

能力为导向，安排教师进行多层次的实践知识培训和

考试，通过科研、教改项目研究，培养一批既具有深

厚理论功底、又具有较强实践操作和解决实际问题能

力的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以项目为引领，指导学生

参加各类学科竞赛，以赛促教，增强学生创新与实

践能力，树立专业自信，激发学习热情。

３５　完善协同育人机制，强化全过程培育

为提高教学质量，定期召开专业建设会议，就

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改革与建设、实习基地建

设、师资培养等问题进行研讨。通过学生评教、集

体听评课、督学监督等多种形式教育评价与质量监

控，对教师教学、课程考核、后期实践教学等环节

进行有效监督。通过严格审查实践教学单位资质、

完善基地签订协议流程以及加强实习带教教师管理

等方式，提高实践教学质量与效果。

４　改革效果

４１　提升学生一次性就业率

广西中医药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自开展

“三进两融合”教学改革以来，学生综合素质得到大

幅提升，专业知识与行业知识相融合，一定程度上实

现了培养高素质医疗行业信息技术人才的目标。学生

一次性就业率从 ２０１４年 ９２３％提高到 ２０１６年
９５４５％，就业工作与专业相关度９０％以上，为广西
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地方医疗机构和信息机构输送

大批合格人才。多家用人单位通过建立教学医院、

教学实践基地等方式与广西中医药大学开展合作，

形成稳定的人才培养和输送模式，见表２。

表２　信管专业毕业生就业情况 （％）

届数 就业率
就业地点 毕业生去向

北上广深 广西区内 其他 医学相关企事业单位 计算机相关企事业单位 其他 （含自主创业）

工作与专业

相关度

２０１４届 ９２３ ２２ ６９ ６２ ７０ ２６ １３ ９８
２０１５届 ９４５ ２４ ６５ ５５ ６２ ２３ １５ ９８６０
２０１６届 ９５５ ２４ ５７ １４５ ５４ ２２ １４ ９９

４２　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近年来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学生参与全国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获得 ３０多项国家
级、省级、校级立项，立项等级逐年提高。２０１９年
获国家级立项 ６项，获各种比赛奖项 ３０多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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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医药院校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中国 “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
竞赛、“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

赛等，大大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５　结语

医学高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是医学信息

人才培养的主要阵地，但目前仍存在知识体系不完

善、实践与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广西中医药大学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开展 “三进两融合”教学

改革，将 “三进”梯度渐进模式贯穿实践教学全

程，将信息技术与医学、管理学知识进行深度融

合，校企协同育人，取得了较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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