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顺职业技术学院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基本情况

专业名称：临床医学

专业代码：620101K

招生对象及要求：高中毕业生

学制及修业年限：全日制三年

职业面向：

二、人才培养目标

本专业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良好的人文素养和职业道

德、崇尚“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医

学职业精神，掌握临床医学和公共卫生服务的基本知识、基本

理论和基本技能，具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和预防能力，危

急重症的初步判断和处理能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健康促进

能力，面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居民提供基本医疗和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的合格助理医生和助理全科医生。

三、人才培养规格

根据分析本专业的工作岗位（群）、工作任务对所需知识、

能力、素质的要求，制定职业岗位分析表。

所属专业大类 对应行业 主要岗位类别（或技术领域）
职业资格证书或技

能等级证书举例

医药卫生 卫生 临床医师

临床执业助理医师

助理全科医生



职业岗位分析表

岗位 岗位职责及工作任务 职业能力要求 对应课程

临床

执业

助理

医师

具备常见病、多

发病的诊治和预防

能力，危急重症的初

步判断和处理能力，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和健康促进能力，面

向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为居民提供基本

医疗和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的合格助理

医生和助理全科医

生。

知识要求:
1、基础知识：掌握必需的

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知识、法

律知识、计算机和英语应用

等相关知识。

2、核心知识：掌握诊断学、

常用护理技术、内科学、外科

学、妇产科学、儿科学等专业

知识。

3、辅助知识：掌握必需的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生理

学、微生物与免疫学基础、传

染病学、中医学、康复医学、

医学遗传学、医学心理学等知

识。

4、扩展知识：了解音乐欣

赏、普通话、人际沟通、体育、

卫生法律法规等拓展相关知识

能力要求:

1.具有必要的交流沟通能

力、团队协作和组织能力、社

会适应能力以及创新和创业能

力。

2.具有临床医学各专业岗

位的执业能力、力争在毕业一

年后考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

3.具有至少一种对发展岗

位有帮助的其他执业能力并考

取相应执业或能力资格证书

（保健按摩师证书、医疗信息

管理员证书、英语应用能力证

书、普通话证书等）

素质要求:
1、思想道德素质：具有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有道德、有理想、有文化、有

纪律。具有法制意识，遵守职

业道德，具有诚信品质、敬业

精神和责任意识。

2、人文素质：追求自我

公共课程

《军事理论》、《思想

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

论》、《体育》、《心

理健康教育》、《职业

发展与就业指导》、《计

算机应用基础》、《英

语》、《贵州省情》、

《形势与政策》等.

核心课程

《诊断学》、《内科学》、

《外科学》、《儿科学》、

《妇产科学》、《常用

护理技术》、《病理解

剖与病理生理学》、《药

理学》、《预防医学》、

《急救医学》。

辅助课程

《解剖学与组织胚胎》、

《生理学》、《生物化

学》、《微生物与免疫

学基础》、《中医学》、、

《传染病与流行病学》、

《医学心理学》、《康

复医学》等；

扩展课程

《硬笔书法》、《音乐

欣赏》、《美术》、《普

通话》、《人际沟通》、

《药品营销》等



发展和完善、有求知欲和终身

学习的理念，有健康的审美情

趣和一定的文化艺术鉴赏水

平，具有较丰富的文化底蕴和

良好的文化修养。

3、职业素质：具有职业

必需的基础知识、专业知识，

掌握临床医学职业岗位群的

具体工作中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具有对新技术及信

息的接受和理解力、职业适应

能力。熟悉临床医学工作法

规、质量管理的基础知识和在

实际中的应用。

四、课程设置及学时安排

（一）公共课程

公共课程重在学生的诚信品质、敬业精神、责任意识和遵

纪守法意识的培养，是高素质人才培养的基本保证。公共课程

主要包括：思政课、体育、心理健康教育、计算机应用基础等。

主要公共课程说明如下。

1.《入学教育》1 周，1 学分，30 学时，考核形式为“考

查”。

2.《军事理论》2 学分，36 学时，在军训期间采用讲座形

式并行开设，考核形式为“考查”。

3.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 号）实

施方案，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建设体系创新计划》（教社政〔2015〕2 号）、《新时代高校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教社科〔2018〕2 号）

开设“思政”课程。“思政”课程实践实施方案由公共课教学

部、思政课理论课教学部负责制订，教务处审批备案后，交由

思政课理论课教学部执行。“思政课”共 9 学分。

（1）《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简称“基础”）3 学

分，54 学时，课堂教学 48 学时，实践教学 6 学时，第一学期

开设。

（2）《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简

称“概论”）4 学分，72 学时，课堂教学 54 学时，课程实践

18 学时，第二学期开设，课程考核形式均为“考试”。

（3）《形势与政策》1 学分，每学期 8 学时，要保证学生

在校学习期间开课不断线。结合实际和学生需求，开设形势与

政策教育类的选修课，完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程体系，发挥

“课程思政”作用。按照“优中选优”原则，从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哲学社会科学专业课教师、高校辅导员等教师队伍中

择优遴选“形势与政策”课骨干教师。实行“形势与政策”课

特聘教授制度，分层建立特聘教授专家库，选聘社科理论界专

家、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各行业先进模范等参与“形势与政策”

课教学。采用讲座、视频直播、社会调查等形式进行。

（4）《贵州省情》1 学分，18 学时，在第二学期开设，考

核形式为“考查”。



4.《心理健康教育》2 学分，32～36 学时，考核形式为“考

查”，2018 级高职生的心理健康课建议周学时为 1 学时，合班

上，分为前 9 周和后 9 周进行教学。开设在第一学年第二学期。

5.《体育》课程考核形式为“考查”，第一、二学期开设

必修课 4 学分；第三、四学期列为选修课，第三学期采用项目

选修的形式列入学院公共选修课供学生选择，第四学期与“阳

光体育”结合，采用教师带领学生进行早锻炼和课外体育活动

的形式开设课程。

6.《《计算机应用基础》4 学分，72 学时，考核形式为“考

查”。第 1 学期开设。

7.《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2 学分，共 36 学时，安排在毕

业实习前一学期进行，考核形式为“考查”，由各系承担教学

及课程管理。

8.《高职英语》课程为公共课程中的必选课程，开设为两

个学期，共 4 学分（各系可根据具体情况适当调整）。第一学

期 2 学分，32 学时，考核形式为“考试”；第二学期 2 学分，

36 学时，考核形式为“考查”。各系可在第三学期根据具体情

况开设《专业英语》。

9.《大学语文》为必修课程，开设在第二学期，为 2 学时，

共 2 学分，考核形式为“考查”。

10.《大学生安全教育》为必修课程，开设在第一学年第一

学期，开设形式为讲座，0.5 学分，8 学时。



11.公共选修课程可从公共课教学部提供的公共选修课、智

慧树共享课程通识课等由专业组选择推荐给学生选修。

（1）《高等数学》为选修课程，开设在第一学年第二学期，

2 学分，36 学时，考核形式为“考查”。

（2）《美术》《音乐》《书法》作为选修课设置，三选一

开设，第二或三学期开课，考核形式为“考查”。

（3）《文学欣赏》《普通话》《应用文写作》作为选修课

程，三选一开设，开设在第二学期，36 学时，考核方式为“考

查”。

（4）《中华茶文化》作为选修课程开设，开设在第二或三

学期，36 学时，考核方式为“考查”。

（二）核心课程

专业核心课程是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的核心内容，本专业学

生要求掌握以下核心课程：

1.《诊断学》

课程名称 诊断学

实施学期 3 总学时 180 讲授学时 90 实训学时 90

教学组织

以“必须、够用”为原则，以国家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大纲为导

向 ，理论教学以学生为中心：

1.理论教学：90 学时。兼顾学生认知规律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需

要。提倡师生互动，循序渐进。在教学手段上，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手

段，如“启发式教学法”、“模拟情景教学法”、“讨论教学法”、

“模型教学法”等，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

性和主动性。

2.实践教学：90 学时。 实践教学以强化学生技能培养为核心，采

取教、学、做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充分利用校内实训室，根据课程特



点进行教学情景设计，在模拟情景中边教边做，突出学生动手能力的

培养、突出职业素养的培养，让职业道德教育贯穿于教学全过程。

学习重点

1.掌握常见症状的发生机制和临床表现。

2.能够独立进行系统性问诊、规范的体格检查，能识别体格检查中正

常表现及异常体征。

3.能针对病人选择必要的辅助检查。

4.规范的进行医学文书书写。

5.培养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和良好的沟通能力，初步建立正确的临床

思维模式，为各门专业课程学习和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奠定良好的

基础。

职业能力

1.掌握问诊的方法、内容，学会医患沟通的技巧；2.能正确的进行全

面、系统的体格检查，并能识别正常表现、异常表现及其临床意义；

3.熟悉常见症状的表现特点，并掌握其发生的病因；4.能对常用的实

验室检查有针对性选择，并能判读其结果；5.掌握 X 线、心电图、超

声的检查指针，并熟悉常见典型疾病的表现；6.能将问诊、体格检查

及其他检查所得到的临床资料进行整理，并按规定格式书写出规范病

历；7.严谨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

的思想和良好的医德医风。

课程内容

1.症状学；2.问诊；3.体格检查；4.实验室检查；5.其他辅助检查；

6.病历等医疗文件的书写；7.临床常用诊断技术；其内容涵盖了国家

执业助理医生资格考试中实践技能考试的全部内容。

2.《内科学》

课程名称 《内科学》

实施学期 4 总学时 144 讲授学时 72 实训学时 72

教学组织
以“必须、够用”为原则，以国家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大纲

为导向，

1.理论教学：90 学时。积极改进教学方法，按照学生学习规律和特

点，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指导，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如“启

发式教学法”、“项目教学法”、“模拟情景教学法”等，培养学

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增强学生的自学

能力，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

2.实践教学：90 学时。以学生临床实践能力培养为主线，在仿真实

训基地和附属医院进行早期接触，做到多临床早临床，熟悉医院工

作场景，同时利用标准病人、临床病例，组织讨论、角色扮演、情



景模拟等手段进行教学，突出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突出职业素养

的培养，让职业道德教育贯穿于教学全过程。实现教、学、做、一

体化。

学习重点
1.掌握内科常见病、多发病的临床表现、诊断要点、急救原则和预

防措施；

2.熟悉内科常见病、多发病、急危症的概念、鉴别诊断、并发症、

转诊和健康指导；

3.了解内科常见病、多发病、急危症的病因、发病机制及病理。

职业能力
1.学会正确的思维方法，具有对内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断、治疗

和健康指导能力；

2.能规范运用临床常用诊疗技术进行日常诊疗工作；

3.具有对急危症患者初步处理和正确转诊的能力。

4.树立良好的医德医风和全心全意为基层人民群众健康服务的思

想；

5.具有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和严谨的科学态度；

6.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守法和维权意识；

7.具有较强的人际沟通、团结协助能力。

课程内容
1.内科总论；2.呼吸系统疾病；3.循环系统疾病；4.消化系统疾病；

5.泌尿系统疾病；6.血液系统疾病；7.内分泌代谢疾病；8.风湿性

疾病；9.神经系统疾病；10.精神疾病

3.《外科学》

课程名称 《外科学》

实施学期 4 总学时 126 讲授学时 63 实训学时 63

教学组织
以“必须、够用”为原则，以国家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大纲

为导向：

1.理论教学：63 学时。积极改进教学方法，按照学生学习规律和特

点，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导，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如“启发

式教学法”、“项目教学法”、“模拟情景教学法”等，培养学生

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增强学生的自学能

力、动手能力、创新能力。



3.实践教学：63 学时。以学生临床实践能力培养为主线，在仿真实

训基地和附属医院进行早期接触，熟悉医院工作场景，同时利用标

准病人、临床病例，组织讨论、角色扮演、情景模拟等手段进行教

学，突出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突出职业素养的培养，让职业道德

教育贯穿于教学全过程。实现教、学、做、一体化。

学习重点
1.掌握外科常见病、多发病的临床表现、诊断要点、急救原则和预

防措施；

2.熟悉外科常见病、多发病、急危症的概念、鉴别诊断、并发症、

转诊和健康指导；

3.了解外科常见病、多发病、急危症的病因、发病机制及病理。

职业能力
掌握常见外科疾病的临床表现、诊断、预防和治疗原则，熟

悉外科治疗常用的手术和手法；能对外科急危重症进行初步判断、

急救处理和转院。能熟练地进行外科基本技能操作，会指导病人

进行功能锻炼和康复，会对外伤、手术等病人进行基本的心理疏

导。培养吃苦耐劳、沉着冷静、严谨求实、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

课程内容
1.无菌术；2.外科病人的体液和酸碱平衡；3.输血；4.休克；5.麻醉；

6.感染；7.创伤；8.烧伤；9.肿瘤；10.颅脑损伤；11.颈部疾病；12.
乳房疾病；13.胸部损伤及胸壁、胸膜疾病；14.食管疾病；15.肺部

疾病；16.腹部损伤及腹部疾病；17.泌尿系统损伤及泌尿系统疾病

4.《妇产科学》

课程名称 《妇产科学》

实施学期 4 总学时 72 讲授学时 36 实训学时 36

教学组织
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36 学时，实训学时 36 学时

妇产科学教学遵从理论联系实践的教学过程。充分体现“临床为主、

结合基础”的临床教学理念。教学过程以学生为主体，注重教师与

学生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讲授与自学相结合的原则。课程

总体分为系统学习和临床实习两个阶段。

学习重点
通过教学使学生掌握妇产科常见病、多发病的病因、发病机制、

临床表现、诊断和防治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实践技能。

职业能力
掌握妇产科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掌握妇产科常见病、

多发病的临床表现、诊断方法、预防和治疗原则；正常妊娠和分

娩的过程和常见并发症、合并症的诊断、预防及治疗原则。能正

确进行妇产科病史采集、基本检查和病历书写；能正确开展孕产

妇健康管理及计划生育宣传指导。培养较强的医患沟通能力、良



好的人文素养和慎独情操。

课程内容
1.女性生殖系统解剖、女性生殖系统生理；2.妊娠生理、妊娠诊断；

3.产前保健；4.正常分娩；5.正常产褥、异常产褥；6.妊娠时限异常、

妊娠高血压疾病、异位妊娠、流产、妊娠晚期出血、胎膜早破；7.
产前诊断；8.异常分娩、分娩期并发症；9.宫颈肿瘤、卵巢肿瘤、

妊娠滋养细胞疾病、生殖内分泌疾病；10.妇科炎症；11.子宫内膜

异位症和子宫肌腺病、生殖内分泌疾病（功血）；12.子宫肿瘤；13.
计划生育等。

5.《儿科学》

课程名称 《儿科学》

实施学期 4 总学时 72 讲授学时 36 实训学时 36

教学组织
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36学时，实训学时 36学时

1.理论教学 以学生为中心，以“必须、够用”为原则，以国家执业

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大纲为导向，同时兼顾学生认知规律和可持续发

展能力的需要。提倡师生互动，循序渐进。从小儿解剖、生理特点

入手，由生理到病理，由发病机制到临床表现再到疾病的诊断、治

疗及预防，构建递进式教学内容体系。在教学手段上，灵活运用多

种教学手段，如“启发式教学法”、“模拟情景教学法”、“临床

实际病例讨论教学法”、“模型教学法”等，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

趣，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2.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以强化学生技能培养为核心，采取教、学、做

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充分利用校内实训室，根据课程特点进行教学

情景设计，在模拟情景中边教边做，突出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突

出职业素养的培养，让职业道德教育贯穿于教学全过程。

学习重点 以“必须、够用”为原则，以国家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大纲

为导向，掌握小儿生长发育的规律，儿童保健要点；掌握儿科常见

病多发病的临床表现、诊断要点、急救原则和预防措施；熟悉儿科

常见病多发病的鉴别诊断、并发症、转诊和健康指导；了解儿科常

见病多发病的发病机制及病理改变；

职业能力
掌握儿童生长发育的基本知识和常用衡量指标；掌握儿科常见

病的临床表现、诊疗原则和预防措施。能正确进行儿科病史采集

及体格检查，选择并分析辅助检查结果；能正确评价儿童的生长

发育状况。会进行基本的儿科诊疗操作,制定儿童保健、疾病预防

方案，实施 0-6 岁儿童健康管理。培养良好的医德医风和耐心细

致、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娩的过程和常见并发症、合并症的诊断、

预防及治疗原则。能正确进行妇产科病史采集、基本检查和病历

书写；能正确开展孕产妇健康管理及计划生育宣传指导。培养较



强的医患沟通能力、良好的人文素养和慎独情操。

课程内容 1.绪论：2.小儿生长发育：3.儿童保健及疾病防治；4.营养及营养

障碍性疾病；5.新生儿及新生儿疾病；6.各系统常见疾病的诊断和

防治；7.小儿结核病；8.小儿惊厥；

6.《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课程名称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实施学期 2 总学时 90 讲授学时 45 实训学时 45

教学组织
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45 学时，实训学时 45 学时

以学生为中心，以“必须、够用”为原则，以国家执业助理

医师资格考试大纲为导向，同时兼顾学生认知规律和可持续发展

能力的需要。提倡师生互动，循序渐进。在教学手段上，灵活运

用多种教学手段，如“启发式教学法”、“模拟情景教学法”、

“临床实际病例讨论教学法”、“模型教学法”等，以提高学生

的学习兴趣，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贯彻理论联系

实际、形态联系机能和代谢、局部联系整体、基础联系临床的原

则，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培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综合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加深学

生对危害我国人民生命的常见病、多发病的发病特点，发病机制

及防治的认识，增加其责任感和使命感。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

力

学习重点 通过病理学课程的教学，使学生能够熟练掌握病理学的基本概

念，能够正确描述病理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理，能够运用病理学

知识准确地阐述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使学生能够掌握疾病的形

态、功能和代谢的特性及发病机制

职业能力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能掌握病理学基本概念和基本病

变，常见病、多发病的病因、发病机制、病变和临床病理联系以

及结局。熟悉一些疾病的病因、发病机制、病变和临床病理联系

以及结局。了解常见病和多发病的研究新进展、存在的问题等。

通过病理学教学使学生掌握病理学的学习方法，达到能自学病理

学的有关知识，查阅有关文献，认识和掌握疾病的本质，为临床

课的学习和将来成为合格的医学生生打下良好的基础，为疾病的

诊断、治疗和预防奠定科学的理论依据。



课程内容 1.疾病学概论；2.细胞、组织和器官的适应、变性和坏死；3.局部

血液循环障碍；4.炎症；5.肿瘤；6.呼吸系统疾病；7.心血管系统

疾病；8.消化系统疾病；9.泌尿系统疾病；10.生殖系统疾病；11.

内分泌系统疾病；12.神经系统疾病；13.缺氧；14.发热；15.水、

电解质、酸碱平衡平衡紊乱；16.休克；17.DIC；

7.《预防医学》

课程名称 《预防医学》

实施学期 2 总学时 72 讲授学时 36 实训学时 36

教学组织 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36 学时，实训学时 36 学时

以学生为中心，以“必须、够用”为原则，以国家执业助理

医师资格考试大纲为导向，同时兼顾学生认知规律和可持续发展能

力的需要。提倡师生互动，循序渐进。在教学手段上，灵活运用多

种教学手段，如“启发式教学法”、“模拟情景教学法”、“临床

实际病例讨论教学法”、“模型教学法”等，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

趣，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以班级授课制为主要的教

学组织形式，教学以新的医学模式和健康观作指导思想,立足于临

床医学专业的特点,以“环境-人群-健康”的模式为主线组织教

学,以“大卫生”观的宗旨灌输预防医学理念,贯彻三级预防观念,

使预防医学与基础、临床医学有机结合，树立预防为主、防治结合

和社会预防的观念,获得三级预防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掌握其

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使学生辨证地运用预防医学的思维方法和医

学统计学手段,开展社区公共卫生、疾病防治和人群保健工作。

学习重点
1、 三级预防策略

2、 合理营养指导

3、 环境卫生

4、 食品安全与食物中毒

5、 职业卫生服务与职业病管理

6、 人群健康研究的统计学方法

职业能力
1、认识环境-人群-健康的关系,掌握预防医学中影响健康的因

素、识别危险因素的方法和控制危险因素的知识和技能,掌握预防

医学的基本理论知识。 2、掌握对人群劳动、生活、学习、环境

和食品进行卫生检测和监督的基本能力和防疫工作的基本能力；

具有分析影响人群健康的各种因素和疾病流行规律,制定预防疾

病和增进人群健康措施与计划的能力。 3、熟悉临床医学的基本

理论知识和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技术,熟悉健康教育工作；掌握



文献检索、资料查询、计算机应用及统计分析的基本方法,具有一

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

课程内容 1.绪论；2.临床药动学；3.影响药物作用的因素；4.传出神经系统

药物；5.中枢神经系统药物；6.呼吸系统药物；7.消化系统药物；

8.循环系统药物；9.血液造血系统药物；10.泌尿系统药物；11.内

分泌系统药物；12.抗病原微生物药；13.外用消毒防腐药。

8.《药理学》

课程名称 《药理学》

实施学期 3 总学时 72 讲授学时 36 实训学时 36

教学组织 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36 学时，实训学时 36 学时

以学生为中心，以“必须、够用”为原则，以国家执业助理

医师资格考试大纲为导向，同时兼顾学生认知规律和可持续发展能

力的需要。提倡师生互动，循序渐进。在教学手段上，灵活运用多

种教学手段，如“启发式教学法”、“模拟情景教学法”、“临床

实际案例讨论教学法”、“模型教学法”等，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

趣，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基础

联系临床的原则，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

和创造性，培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综合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增加合理安全用药责任感和使命感。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学习重点
通过药理学课程的教学，使学生能够掌握药理学的基本概念、

基本理论，掌握国家基本药物政策和常用药物的药理作用、临床应

用、不良反应及应对措施等。能根据患者病情制定合理用药方案

职业能力
正确开具处方并指导患者正确用药；能不断更新药物知识。培

养学生的爱心、耐心、细心和高度的责任心，以及以“人的健康”
为中心的用药理念。

课程内容
1.绪论；2.临床预防服务；3.合理营养指导；4.人群健康与社区公

共卫生服务；5.环境卫生；6.食品安全与食物中毒；7.职业卫生服

务与职业病管理；8.疾病的预防与控制 9.医疗场所健康安全管理；

10.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其应急策略；11.人群健康研究的统计学方

法；12.人群健康研究的流行病学原理和方法

9.《传染病学》

课程名称 《传染病学》



实施学期 3 总学时 54 讲授学时 27 实训学时 27

教学组织 单元教学：讲授学 27 学时，实训学时 27 学时。

以学生为中心，以“必须、够用”为原则，以国家执业助理医

师资格考试大纲为导向，同时兼顾学生认知规律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的需要。提倡师生互动，循序渐进。在教学手段上，灵活运用多种

教学手段，如“启发式教学法”、“模拟情景教学法”、“临床实

际病例讨论教学法”等，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调动学生学

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提高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培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

综合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学习重点
本课程的教学，重点使学生掌握传染病的特征、发病机制、流

行过程、诊断和预防治方法以及病毒性肝炎、肾综合出血热、细菌

性痢疾、流脑、艾滋病等等目前几种最常见传染病的诊断技能，从

而在实际工作中能够正确有效的预防和诊治常见传染病。

职业能力
1、运用传染病治疗的技术和方法，解决传染病病人的临床症状，

达到康复痊愈的目标。

2、能对传染病患者及其家属做好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工作。

3、掌握传染病常见的诊疗程序、预防及消毒、隔离措施。

4、培养学生的爱心、耐心、细心和高度的责任心，以及以“病人

的健康”为中心的理念

课程内容
上篇总论和下篇各论两部分：上篇为传染病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基

本技能，主要介绍传染病和传染病学的概念、感染与免疫、传染病

的发病机制、传染病的流行过程及影响因素、传染病的诊断及传染

病的防治方法等内容。下篇介绍目前临床上机种最常见传染病（如

病毒性肝炎、肾综合出血热、细菌性痢疾、流脑、艾滋病等等）的

病原学、流行病学、 发病机制、病理学、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

诊断与鉴别诊断、治疗与预防方法等内容。

（三）辅助课程

为专业群或相关专业的专业知识平台，要求学生掌握必须

具备的本专业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强调以应用为

目的，以必需、够用为度，以讲清概念、强化应用为教学重点。

《解剖学与组织胚胎》、《生理学》、《生物化学》、《微生

物与免疫学基础》、《中医学》、《传染病与流行病学》、《医



学心理学》、《康复医学》等。

（四）扩展课程

主要用于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的其他专业素质和

综合能力。扩展课程应提供学生自主选择的空间，可开设成任

选课程，可采用网络学习的形式，学生毕业前至少选修 8-10

学分。本专业开设的扩展课程包括：《硬笔书法》、《音乐欣

赏》、《美术》、《普通话》、《人际沟通》、《创新创业课

程》等。

（五）综合实训课程

在学习了《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儿

科学》等专业课程和相应见习后，学生通过顶岗实习，直接参

与临床病人的诊疗服务，理论联系实际，进一步了解国家医疗

卫生工作的基本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培养良好职业道德和人

文素养，培育职业精神；掌握临床医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熟悉全科医学、预防医学基本知识和技能，初步建立正确的临

床思维模式；具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和预防能力，急、危、

重症的判断和初步处理能力，以及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能力。为

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和从事基层医疗卫

生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顶岗实习建议安排在第 5— 6 学期，

实习时间 33 周左右，在医疗卫生机构实习要达到《临床医学专

业定岗实习标准》的具体要求。



具体安排见教学进程表。

五、学时学分分配汇总表及教学进程安排表

（一）学时学分分配汇总表

学时学分分配汇总表

课程类别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总学分

学时 占总学时% 学时 占总学时%

公共课程 544 368 67.65 176 32.35 30.5

核心课程 864 432 50.00 432 50.00 49

辅助课程 548 408 74.45 140 25.55 32

扩展课程 72 24 33.33 48 66.67 4

综合实训 990 990 100.00 55

素质学分 24

合计 3018 1232 40.82 1786 59.18 194.5

（二）高职教学进程安排表



2019 级高职教学进程安排表

专业：临床医学 制定日期： 2019 年 7 月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序

号

课

程

性

质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考

试

考

查

学分

学时数 开课学期及周课时数 备注

总

学

时

理论
实

践

根据各专业安排填写循环层次

1 2 3 4 5 6

16

周
18周 18周 18周 18周 15周

公

共

课

程

1 必选 入学教育 查 1 30 30 1 周 综合评定

2 必选 军事理论 查 2 36 36 0 讲座网络课第 1 学期

3 必选 20801002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试 3 54 48 6 3 6 学时课外实践

4 必选 2080100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试 3 54 44 10 3

5 必选 20801003 形势与政策 查 1 18 18 0 2-4 学期以讲座开

6 必选 20801004 贵州省情 查 1 18 18 0 1

7 必选 20801007 体育 查 4 68 8 60 2 2

8 必选 20801006 大学语文 查 2 36 36 0 2

9 必选 20801005 心理健康教育 查 2 36 18 18 2 网络课程

10 必选 20801024 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查 2 36 18 18 2

11 必选 20801010 高职英语

试

/

查

4 68 44 24 2 2 1 考查，2 考试

12 必选 20801012 计算机应用基础 查 4 64 32 32 4

13 必选 20801025 大学生安全教育 查 0.5 8 8 0 讲座，1 学期

14 任选 20801013 高等数学 查

小计 30.5 544 368 176 13 12 2

核 1 必选 20101001 诊断学 试 10 180 90 90 10



心

课

程

2 必选 20101002 传染病学 查 3 36 18 18 2

3 必选 20101003 内科学 试 8 144 72 72 8

4 必选 20101004 外科学 试 7 126 63 63 7

5 必选 20101005 妇产科学 试 4 72 36 36 4

6 必选 20101006 儿科学 试 4 72 36 36 4

7 必选 20101007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试 5 90 45 45 5

8 必选 20101008 药理学 试 4 72 36 36 4

9 必选 20101009 预防医学(包含流行病学） 试 4 72 36 36 4

小计 49 864 432 432 9 16 23

辅

助

课

程

1 必选 20101010 解剖学与组织胚胎学 试 7 112 56 56 7

2 必选 20101011 生理学 试 5 80 70 10 5

3 必选 20101012 生物化学 查 3 54 44 10 3

4 必选 20101013 病原生物与免疫学基础 查 3 54 44 10 3

5 任选 20101014 中医学基础 查 2 36 20 16 2

6 任选 20101015 常用护理技术 查 2 18 9 9 1

7 必选 20101016 医用化学 查 3 32 22 10 2

8 必选 20101017 医学遗传学 查 2 36 26 10 2

9 任选 20101018 卫生法律法规 查 1 18 18 0 1

10 任选 20101019 医学心理学 查 1 18 18 0 1

11 任选 20101020 皮肤性病学 查 1 36 36 0 2

12 任选 20101021 五官科 查 1 36 36 0 2

13 任选 20102001 查 1 18 9 9 1

小计 32 548 408 140 14 8 9 1

扩

展

课

程

1 必选 创新创业课程 查 2 36 12 24 2

2 任选 20801019 美术 查 2

36

12 24

3 任选 20801017 音乐（合唱） 查 2 12 24 2

4 任选 20801018 书法 查 2 18 18

5 任选 20801023 文学欣赏 查 2 36 18 18



6 任选 20801016 普通话 查 2

7 任选 20801015 应用文写作 查 2

8 任选 20801026 生态文明教育 查 2 16 16 0 1

小计 4 72 24 48 3 2

综

合

实

训

1 必选 20101023 顶岗实习 55 990 990 综合评定

小计 55 990 990

总计 170.5 3018 1232 1786 27 30 27 28

素

质

学

分

1 必选 思想政治与道德修养 6

综合评定

2 必选 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 6

3 必选 技能培训及其他 4

4 任选 学术科技与创新创业

85 任选 文化艺术与身心发展

6 任选 社团活动与社会工作

小计 24

总计 194.5 3018 1232 1786 实践学时占 59.18 %

说明：素质学分具体要求见《安顺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素质教育学分管理实施办法（试行）》。



六、毕业条件

（一）学生应在校修完规定课程，成绩合格，修满 194.5 学分。

（二）获取的职业资格证书要求

序号 证书名称 证书等级 发证单位 获证要求 备注

1
医学信息

技术考试
中级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

息中心

参与相关专业培训

及考试达六十分

（三）德育合格

1.素质学分达到 24 学分。

2.学生无违纪或者违纪处分已解除。

（四）其他要求

1.体质健康测试达标。

2.学生缴纳了规定的费用。

七、实施保障

（一）师资条件

本专业目前有专职教师 10 名，兼职教师 14 名。

专业课程教师情况一览表

序号
任课教师基本情况

专/兼职
姓名 毕业院校及专业 职称 技能等级证书

1 陈璐 贵阳医学院临床专业 讲师 临床执业医师 专

2 罗晓筠 遵义医学院临床专业 讲师 妇幼保健师 专

3 李楠 贵阳医学院临床专业 讲师 临床执业医师 专



4 代琳 贵阳医学院临床专业 讲师 妇幼保健师 专

5 冷攀菊 遵义医学院 副教授 护士资格证 专

6 王军 贵阳医学院临床专业 副教授 临床执业医师 专

7 黄立坪 贵阳医学院临床专业 讲师 妇幼中级保健师 专

8 王婷婷 青海大学预防医学专业 助教 无 专

9 刘娟 河北医科大学临床专业 助教 无 专

10 王勇 贵阳中医学院骨伤专业 讲师 临床执业医师 专

11 宋勇 遵义医学院临床专业 讲师 临床执业医师 专

12 郑勇 贵阳医学院医疗系 副教授 临床执业医师 专

13 刘小丽 贵阳医学院医疗系 副教授 临床执业医师 专

14 蒋煜 遵义医学院口腔专业 讲师 临床执业医师 专

15 邹雪 遵义医学院临床专业 助教 无 专

16 韦邦燕 遵义医学院医学影像专业 中级 主管护师 专

17 姚瑛 遵义医学院临床专业 未聘 无 专

18 丁杰 遵义医学院医疗系 副教授 临床执业医师
专

19 王平 贵阳医学院临床专业 副教授 临床执业医师
专

20 汪蕾 贵州师范大学生物系 副教授 妇幼高级保健师
专

21 杨利慧 贵阳中医学院 副教授 临床执业医师
专

22 李蕊杉 遵义医学院临床专业 助教 临床执业医师
专

23 何小丽 贵阳中医学院中医学专业 助教 无
专

24 顾小丽 贵阳医学院临床专业 未聘 执业医师资格证
专



（二）实训条件

1. 校内实训条件

（1）设有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生理学、生物化学、病理学、

微生物寄生虫与免疫学、药理学、诊断学、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

学、儿科学、护理学、医学影像学、中医学、五官科学等实训室，建

筑面积达 10000 余平方米，设施设备总值 1500 余万元。

（2）生均实训设备值不低于 3000 元。

（3）专业课主要实验实训设备配置（见下表）。

（4）专业课实验实训开出率不低于 90%。

（5）专业纸质图书达到 40000 册，有含核心期刊的三种以上专业

杂志及专业课教学所需的挂图、视听教材。

校内各实训室有严格、科学及健全的管理制度，保障其高效有序

运行，以满足各学科的实训能正常开展。

2. 校外实训条件（含校企合作情况）

有稳定的二级及以上见习基地 3 家，分别是附属医院 1 家：安顺

市人民医院，教学医院 2 家：安顺市西秀区人民医院、安顺市七十三

医院；有稳定的二级及以上实习基地 20 余家，如：贵州省人民医院、

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贵阳市人民医院、贵航

集团 302、303 医院，安顺市妇幼保健院、安顺市西秀区中医院、平坝、

普定、镇宁等县人民医院和中医院等，校外实习单位有专人负责实习

工作，各实习科室均有带教老师。带教老师均具有 5 年以上的实践经

验和中级以上技术职称。学校有实习管理组织和完善的管理制度。



（三）教学资源

校内实验

实训场所
名称 面积

主要承担实验实

训项目

年接收学生实习

（人次）

诊断实训室 300 诊断学相关实训 400

外科实训室 600 外科学相关实训 400

妇产科实训室 300 妇产科学相关实训 400

儿科实训室 200 儿科学相关实训 400

其他基础实训室 8600 专业基础课相关实训 400

校外实训

基地
名称 承担的主要教学任务

年接收学生实习

（人次）

安顺市人民医院 临床实习 20

贵阳市一医 临床实习 20

安顺302 临床实习 15

安顺西秀区人民医院 临床实习 30

各级县医院 临床实习 50

贵医安顺医院 临床实习 20

安顺73医院 临床实习 20

（四）教学方法

讲授法、演示法、归纳法、演绎法、案例分析法、理论实践一体

化教学法、练习法。

（五）学习评价

学习评价贯穿于学生学习始终，通过学评教；教评学；课堂教学

评价；将评价与教学有机的结合起来。采取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

（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效果）；阶段性评价；总结性评价；测试性

评价（笔纸测试：标准化测试、开放性测验；口头测验：快速问答）；

非测试性评价（表现性评价）等方法，综合评价学生学习成果。

（六）质量管理



1.组织机构：

根据教育部《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工作的

指导意见》等文件精神，结合地方经济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需要，在学

院教务部门及教学指导委员会统一领导下，由应用医药系临床医药专

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组织相关成员按照我院“三共同三循环”人才培养

模式的内涵要求编写出本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

2.管理措施：

有国家有关法规及省市教育行政部门进行宏观管理，学院及系部

参照教育部印发的《高等专科学校、高等职业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教

学管理要点》等文件的要求，制订一整套科学、规范的规章制度，依

法管理，依法治教，保证稳定有序的教学秩序，形成良好的运行机制。

3.质量监控：

《人才培养方案》在实施中，一方面根据职业领域的人才需要和

职业标准，通过学校与医院的密切合作，进一步明确教学目标，不断

动态完善教学计划、内容，使培养的人才更能适应行业岗位的需要。

二是教学督导常规化：院系设立了教学督导，负责监督、检查和评价

教师的教学工作，定期组织“学评教及教评学”，使教师的“教”和

学生的“学”效果更优化。采取多种方式提高教师的业务能力，健全

“听评课制度” ，分别进行“检查性听课”、“指导性听课”、“学

习性听课”，以确保教学质量。三是改革考核体系，形成以能力考核

为主导，改变一张试卷定成绩，重理论轻实践的考试方式，形成以能

力考核为主导的 考试体系。在考试内容方面与岗位要求相结合、与国



家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相结接轨的考试方式，釆取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单项技能考核与综合实践技能考核相结合、学校考核与医院考核

相结合。这样的综合性评价，真正做到既考知识，又考技能和态度，

确保人才培养质量。

八、附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