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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说 明
1.成果名称：字数（含符号）不超过 35个汉字。

2.成果科类按照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2020 年度）》和《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 年）》的学科门类、

专业大类规范填写。

3.推荐序号由 4 位数字组成，前 2 位为学校推荐总数，后 2位为

推荐排序编号。

4.成果类别代码组成形式为：abcd，其中：

a：成果属本科教育填 1，职业教育填 2。

bc：本科教育成果按所属学科代码填写（如：工学填写 08）；

职业教育成果所属专业大类代码填写（如：装备制造大类填写 46）。

d：本科教育成果内容属办学思想与办学定位填 1、人才培养模

式填 2、课程体系填 3、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填 4、实践教学

填 5、创新创业教育填 6、课程思政建设填 7、教学质量评价填 8、教

学管理填 9。

职业教育成果内容属教书育人填 1、教学改革填 2、教学建设填

3、教学管理填 4、其他填 0。

5.成果曾获奖励情况不包括商业性奖励。

6.成果起止时间：起始时间指立项研究或开始研制的日期；完成

时间指成果开始实施(包括试行)的日期。

7.本申请表统一用 A4纸双面打印，正文内容所用字型应不小于

四号字。需签字、盖章处打印或复印无效。



一、 成 果 简 介（可加页）

成果名称 基于产教融合育人机制的中药类专业社会实践“金课”研究

立项时间 2020年 1月 文号 2019SJGLX096

鉴定时间 2021年 12月 文号 豫教〔2021〕50061

成果起

止时间
2020 年 1 月 至 2021 年 12月 实践检验期

（年）
2

成果曾

获奖励

情 况

（限实践

检验期

内）

获奖时间 奖项名称
获奖等

级

授奖

部门

主持人/
成员

位次

2020.01 中药学国家一流专业

建设点
国家级

教育

部
纪宝玉 2

2021.03 中药资源与开发国家

一流专业建设点
国家级

教育

部
纪宝玉 1

2021.03 中药制药河南省一流

专业建设点
省级

教育

厅
纪宝玉 2

2020.09 中药社会实践一流本

科课程
校级

教务

处
纪宝玉 1

1、成果简介（不超过 600字）

本项目整合校内模拟 GMP实训中心、中药标本馆、中药植物园、科研创新平台，

校外 14个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基地、药企、研究院所等 70多个校外产学研实习实践基

地资源，通过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打造社会实践类的“金课”教育，构建了完善的

“感知见习-认知实习-暑期实践-毕业实习”实践教学体系，如下：

（1）制定实践教学体系“感知见习”环节的制度标准

中药学类专业新生入学后通过开展感知实习教育，深入药厂、研究所、医院等单

位，让学生从开学就养成从“我会学什么”到“我要学什么”的习惯，稳定专业思想，

建立以“学生”为本人才培养模式。

（2）制定实践教学体系“认知实习”环节的制度标准

针对二年级学生开展学期末认知见习、实习，引导学生把所学的专业知识初步应

用于中药生产质量认证、药物制剂、质量控制等实践中，培养学生职业素养。

（3）制定实践教学体系“暑期实践”环节的评价标准

充分利用大三学生暑期的校外时间，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引导学生利用所学

知识和技能投身服务社会的热情，激发其对专业的获得感。

（4）制定实践教学体系“毕业实习”环节的制度和基地评价标准

针对大四学生毕业实习，按照一人一题一答辩的原则，针对性的了解就业岗位职

责、工作内容等，开展礼仪知识、岗位基本技能、安全生产、劳动保护等教育，切实

保证学生毕业就业与进入社会角色转变的无缝对接，掌握中药领域工作要求，提高学

生综合能力，实现毕业就能够就业。

本项目：获批 3个直接被教育厅认定的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发表 12篇
教育教学论文（其中中文核心 1篇）；获批“中药社会实践”金课等教学质量工程项

目 13项；成果直接纳入中药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学分；相关成果在中央电视台、新华

网、人民日报、央广网、大河网等市级以上新闻媒体予以报导。



2、主要解决的问题（不超过 800字）

项目以“构建产教融合的育人机制、融合创新创业的育人理念、搭建并优化实践

育人平台”这三个研究目标为切入点，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中药类专业社会实践育

人新体系。

主要难点在于如何在产教融合中提高企业对校企合作的积极性、如何使“理论为

主，实践为辅”的教学模式向“实践为主，理论为辅”的模式转变、如何在“金课”

“两性一度”的挑战度上体现社会实践的含金量和评价标准等。面对这样的情况，项

目瞄准重点，破解难点，从将思政实践育人纳入到社会实践育人体系、多措并举，创

新机制，推动产教、产学融合、加强创新创业教育，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等方面入手，

整合校内、校外产学研实习实践基地资源，在国内开创性构建了完善的“感知见习-认
知实习-暑期实践-毕业实习”实践教学体系，建立 3个河南省本科高校大学生校外实践

教育基地等。

根据中药学类人才培养目标，确立了“早实践、多实践、不断线、零接轨”的实

习教学方针。开展贯穿整个本科学习过程的循序渐进的模块化实践教学活动，制定了

实践教学体系中“感知见习”环节的制度标准、“认知实习”环节的制度标准、“暑

期实践”环节的评价标准以及实践教学体系“毕业实习”环节的制度和基地评价标准。

项目以校企联合、校所联合等产教融合的育人机制为主线，以实践平台为依托，

以培养方案为遵循，在进行社会实践过程中逐步提升大学生的“专业、就业、执业和

创业”“四业能力”，将实践教学切实打造成具有“两性一度”显著特征的“金课”。

3、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不超过 1000字）

（1）立德树人，将思政实践育人纳入到社会实践育人体系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实践育人工作，自觉将党的最新理论成

果贯穿思想政治实践育人工作全过程，推动产教融合，构建校内校外、课内课外、线上

线下实践育人工作。在组织思政实践活动时要考虑到中药学类专业学生实际需求，充分

结合专业发展方向，开展富有专业性、实用性的思政实践活动。另外充分利用现代科学

技术手段和新媒体技术工具，积极打造立体、交互、全方位、多层次的思政育人实践渠

道。

（2）多措并举，创新机制，推动产教、产学融合

①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加大实践课程在教学中的比重

在专业与课程设置上以企业与人才需求为导向，按照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相关要求

与节点设置以及实际情况与企业特点相协调的原则，开展试点，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形

成动态化的专业与课程调整机制，从整体上提高学生的学习实践能力。

②科学培养与组建“行业专家型”与“双师型”的教师团队

“专家型”和“双师型”教师团队积极主动参与到教学过程中，让学生感受到优质

的教学与实践效果，由点及面，带动其他教师一起不断提高教学与科研效果，从教师管

理与教学方面达到校企合作的内涵要求。

③构筑实践育人平台和人才培养体系

实践性教学要改变过分依附理论教学的状况，培养学生以职业核心能力为主线，以

岗位对技能知识需要为依据，探索相对独立的实践教学体系，形成“基本实践能力与操

作技能，专业技术应用能力与专业技能、综合实践能力与综合技能”有机结合的实践教

学体系。通过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完善实践教学机制，努力构建“感知见习--实验--见
习--暑期实践--综合设计实验--实习”协同育人的综合实践体系。



（3）加强创新创业教育，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

打通“教学-实践”衔接路径，把产学研融合在创新创业教育中，深度挖掘校企融

合切合点；在培养和提升学生创新思维和创新意识上找突破口和创新点。在创新创业教

育与社会实践结合的路径中，完善了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体系，提高大学生创新创业活

动的科学性、规范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培养师生的科研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4、成果的创新点（不超过 800字）

（1）首创并构建了“感知见习--认知实习--暑期实践--毕业实习”的中药类专业

社会实践教学体系。

（2）确立了“早实践、多实践、不断线、零接轨”的实习教学方针，开展贯穿

从一年级到四年级整个本科学习过程的循序渐进的模块化实践教学活动。

（3）搭建了校内、外多单元交叉融合的实践教学大平台，并获批了 3 个河南省

本科高校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

（4）组建了“行业专家型”与“双师型”的教师团队，构筑实践育人平台和人

才培养体系。

（5）构建了产教融合的育人机制；在进行社会实践过程中逐步提升大学生创业

就业能力，形成了学校与社会实践浑然一体的“金课”模式。

5、成果的应用效果（不超过 800字）

本成果首创的“感知见习--认知实习--暑期实践--毕业实习”的的中药类专业社会实

践教学体系和融合企业的实践平台及制定的 4项标准和制度，课题负责人纪宝玉在教育

部中药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办的中药学类专业建设研讨会上的主旨报告，引起了

一些省内外高校（如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吉林农业大学、河南农业大学、南京中医药大

学、广州中医药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的关注，并已有不同程度地应用，促进了这些

学校的专业内涵建设，五个学校中有 3个获批了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自 2019年立项

以来，秉承以学生为中心的育人理念，将实践教育充分应用于中药学类专业人才的培养

中，取得优异成效。项目立项以来获得的教学质量工程项目 13项。被中央电视台、新

华网、人民日报、央广网、大河网等市级以上新闻媒体报导。成果受益人数为几千人。

此外，本成果的 3个实践基地还被直接认定为首批河南省本科高校大学生实践教

育基地（仲景宛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羚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河南太龙制药），

提升了企业的创新驱动能力，推动了我省中药产业的提速发展。在本校省级教学质量

工程项目（药用植物学及药用植物栽培学省级在线开放课程）和校级质量工程项目（中

药社会实践一流课程）应用并有充分体现，获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受到学生的一致

好评。

上述实践的应用，助推了我校专业建设的快速发展。我院的中药学和中药资源与

开发 2个中药学类专业依托悠久的办学历史，特别是独具特色的实践育人体系和创新

理念，有力支撑了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的成果获批，凸显了课程服务专业、专业服务

学科、学科服务社会的发展定位。

本项目秉承“理论来源实践，实践检验理论，项目服务教学，成果造福师生”的

指导原则，在药学院中药学传承班试验应用，通过研究报告的图表可知，本成果在中

药传承班（试验班）考研率、就业率等方面显著高于其他中药学类专业和药学类、工

程类等非中药类专业，应用效果显著，这也为应用单位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6、成果的推广应用（不超过 500字）

项目以中药学类人才培养为目标，开展贯穿整个本科学习过程的循序渐进的模块化

实践教学活动，积极开展专业实验实训，秉承“内外兼修”的改革理念，加强同省内外

高等院校、校外实习基地的的联系，使整个实践基地充分发挥资源共享、服务社会化的

功能。通过举办培训项目实现实验教学与社会服务结合，建立多样化校外实习基地，实

现实践教学与社会服务的结合。项目前期有基础，后期后保障，以教育部一流本科专业

和本科课程“双万计划”的实施为契机，将碎片化的各实践环节无痕串联，并对标专业

人才培养的方案，结合产教协同育人的现有架构，打造一流的社会实践“金课”。

研究成果也得到了同行的认可和借鉴，现作为中药学类专业的特色，在国内兄弟院

校的推广和应用，具备应用价值和可推广意义。



二、教育教学研究代表性论文论著

论文

（限

10篇）

论文题目 期刊名称
期刊

等级

发表

时间

对象（填

写主持人

/成员）

作者

位次

中药资源与开发专业

开展课程思政的优势

分析

教育现代化 国家级 2021.09 主持人 第一

基于形态-习性-生境-
性味功效的寄生类中

药相关性分析

中国实验方剂

学杂志

中文核

心
2021.08 主持人 第一

新时代背景下中药标

本在中医药文化传承

与创新中的价值

中国中医药现

代远程教育杂

志

国家级 已录用 主持人 第一

产教融合背景下中药

类专业社会实践“金

课”的研究

中医药管理杂

志
国家级 2021.04 成员 第一

中医药文化自信背景

下融合“在线开放课

程”建设的课程思政

实践-以中药资源类

核心课程为例

中国商品学会

传统药教育专

委会

国家级 2020.11 主持人 第二

实践育人视角下的多

元化实践活动助力打

造社会实践“金课”

教育现代化 国家级 2021.10 成员 第一

以“实践育人”为指

导提高学生党员的服

务意识

管理学家 国家级 2020.10 成员 第一

基于双创思维，打造

高校“创新型”党支

部建设品牌

中文信息 国家级 2021.06 成员 第一

以提升就业为根本，

探究大学生创新创业

转化路径

中文信息 国家级 2020.12 成员 第一

“实践育人”为指导

推动中医药文化的传

承发扬

中外交流 国家级 2021.11 成员 第一



论著

（限3
部）

论著名称 出版社
是否

独著

出版

时间

对象（填

写主持人

/成员）

作者

位次

三、新闻媒体报道

序号 报道标题 媒体名称 级别 报道时间

1 夕阳红栏目-《寿宴》 CCTV-12频道 国家级 2021.10

2 河南中医药大学药学院带领

新进教师进企业实地培训
央广网 国家级 2019.12

3 河南中医药大学药学院带领

新进教师进企业实地培训
大河网 省级 2019.12

4 深山出好药——探访伏牛山

里的独特药材
新华网 国家级 2021.01

5 深山出好药——探访伏牛山

里的独特药材
人民日报 国家级 2021.01

四、教材成果（如无可不填）

序号 教材名称 出版社 出版时间 印刷册数

对象（填

写主持人

/成员）

作者

位次



五、教学成果校外推广应用及效果证明

序号 成果应用单位 面向对象 应用人数

1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师生 1550

2 河南农业大学 师生 351

3 吉林农业大学 师生 850



















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第（）完成

单位名称
主管部门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传 真 电子信箱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主

要

贡

献

单 位 盖 章

年 月 日



八、学校推荐意见

推

荐

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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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公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