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药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五维驱动立体式”

人才培养模式研究报告

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是国家为了建立学习型社会、提高全民科学文

化素质、增强综合国力而建立的学历教育体系，是继续教育体系的的

重要组成部分。

我校于 1960 年开始举办夜（业）大学，1961 年受卫生厅委托创

办中医函授大学。经过四十多年的建设与发展，目前已经形成较为完

整的成人教育体系。随着社会发展，传统的高校成人教育体系在实际

运行中己是捉襟见肘、困难重重，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高校继

续教育的改革发展已经迫在眉睫。

一、中医药院校成人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普遍存在的主要问题

1、高等学历教育人才培养质量问题

在现行中医药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培养模式下培养的学生，多存在

自主学习能力较差、知识面较窄、岗位胜任力不足等情况。在思想政

治教育与人文素养方面，多存在思政教育课程体系不完善、思政教学

方法陈旧、思政元素与中医专业知识融合生硬，很难构建起思政与专

业课的协同育人机制。在创新方面，由于传统课堂教学方式多为讲授

式，学生多为机械记忆，加之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常常出现实践教学

开展不足的情况，很难培养其创新意识以及实践创新能力，更难培养

创新思维，最终导致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生在完成学业后，仍很难在



工作、科研中有所创新和突破。

2、传统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教学及管理模式与现代发展不相适应

传统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多以函授站面授+学生自学的授课形式为

主，大部分中医药高校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课程设置、授课教材、

教学计划等均照搬普通高等教育学生的模式，忽视了高等学历继续教

育学生的差异性和特殊性，缺乏针对其量身定制的教学方案，教学内

容普遍重理论轻实践。加之原有课程体系教学资料陈旧、人文素质课

程和创新创业课程薄弱、同类课程内容重复度大、课程与社会脱节，

使得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

3、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及自我改进机制不健全

目前高校对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教学质量和考核管理制度没有

统一的标准，缺乏有效的质量保障体系，多以自我评价为主，并且自

我改进改革机制不健全，改革与转型的内生动力不足。缺少针对评教、

评学、评管的全方位监控及全过程管理。存在重环境建设、轻内涵发

展；重教学运行，轻教学改革；重理论教学，轻实践教学；重终结性

评价，轻形成性评价的现象。

二、我校中医药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发展阶段

1、第一阶段 起势阶段（2012-2015）

自 2012 年，我校开始进行中医药继续教育模式的创新与实践研

究，主要包括基于“互联网+”中医药成人教育远程教学平台的构建

研究以及教学质量监控评价体系建设两大方面。在学校大力支持下，

以引进大技术服务的模式，构建我校继续教育网络教学管理信息化平



台，积极促进学生线下课堂教学与线上泛在学习结合，网络课程与现

场教学相补充。并初步完成了具有中医药特色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即构建了基于循环改进的包括四个环节，三个层次，以及两种监控机

制的“四三二”成人高等教育质量监控体系。

2、第二阶段 成式阶段 （2015-2017）

在本阶段开始组建中医药专业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教学团队，“五

维驱动立体式”人才培养模式已初具雏形。

在培养方案修订方面，依托学校坚实的医学专业基础和丰富的人

文环境，我校进行了针对中医药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人才培养方案的学

分制改革，构建了符合岗位胜任力标准的课程体系。在课程信息化建

设方面，获批山东省成人继续教育数字化精品课程 14门，优质课程

3门。 同时进行虚拟仿真实验课程和虚拟学习软件的开发和使用。

在网络教学平台运行方面，网络平台运行步入正轨。2016 级中

医药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生即开始启用网络平台辅助教学，形成了

“网络+自学+面授”的教学模式，显著提高了教学管理人员的工作效

率，实现了继续教育网络化、信息化管理（见图 1-2）。

图 1 网络教学平台



图 2 学生 APP 学习界面

在师资团队建设方面，我校创新开展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教师团队

的优化整合，实行课程负责人制度，即每门课程遴选 1 名具有较丰富

教学经验骨干教师作为课程负责人，组成教学团队，统筹负责本门课

程的建设、课程讲授、辅导教师管理、学生辅导答疑及考试工作等，

并根据实际需要聘任部分教学经验丰富的行业知名专家、离退休老教

师、企业专家、临床兼职教师等。

3、第三阶段 成是阶段（2017-2018）

在本阶段，“五维驱动立体式”的人才培养模式已经形成，此模

式已在学历教育中顺利开展。

在考务信息化建设方面，我校率先引进了“在线阅卷整包服务系

统”（见图 3），实现考试工作“五统一”。在师资团队管理方面，

制定继续教育教学工作量计算文件，将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教学工作量

纳入学校总教学工作量统一管理。



图 3 在线阅卷整包服务系统

图 4 学院领导巡查教学站点考试工 图 5 山东中医药大学高等学历继

作“五统一”实施情况 续教育培养方案论证会

在数字化课程资源建设方面，我校持续加大投入，聘请各专业优

秀教师团队进行数字化网络课程资源建设。近年来，已累计投入 300

余万元用于网络课程制作，现已达到网络教学平台上线的各专业层次

的课程全覆盖，并且还在不断优化提升。

在教学创新研究方面，我校制定了《山东中医药大学成人继续教

育教学研究课题立项及管理办法》，在山东省高校继续教育学院中实

属先例。鼓励校内老师及校外函授站管理人员进行教学改革课题立项

的申报工作，主要围绕人才培养模式、课程建设、教学方法、教学管

理、质量监控等多方面开展教学改革研究，以促进我校继续教育教学

研究。2018 年设立校级教改课题 10项，2019 年单独设立校级教改重



点课题 20项，一般课题 70项。

4、第四阶段 成事阶段（2018-2021）

在本阶段，“五维驱动立体式”人才培养模式继续不断向精细化

改进。引进虚拟仿真交互式课程，强力推动思政课程建设，重视人文

素养和传统文化课程建设，教育个性化、终身化学习模式持续创新。

2020 年，我校开拓非学历教育培训平台端口，与学历教育一并

形成“一体两端”的信息化教学管理模式（见图 6），形成网络教学

和社会培训互嵌，数字化、个性化和终身化一体，满足了学习者多样

化学习需求，解决了网络平台的“信息孤岛”和“课堂搬家”问题。

图 6 “一体两端”式在线教学、培训平台

在学习模式形成方面，利用信息化网络教学平台，学员可以自主

选择学习进度，自由选择学习时间，凸显学习的自主性、可控性，满

足成人教育学习者的个性化学习需求。同时充分发挥中医药教育资源

优势，拓展我校非学历教育发展空间和渠道，达到学习方式的终身化。

三、成果构建及解决教学问题的主要方法

1、成果的构建



本成果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围绕“一个目标”，通过“两项依托”

和“三对结合”，借助“五类课程”对学生“四种能力”进行培养。

教、学、管过程，从“知识维度”“技能维度”“思辨维度”“创新

维度”“人本维度”五个维度进行驱动，通过“全员”、“全程”、

“全方位”育人路径，对塑造“精于术、仁于心、诚于道”的高素质

应用型中医药人才的培养模式（见图 7）进行了改革探索。

图 7 “五维立体式”人才培养模式

成果内涵包括：“一个目标”即围绕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中医药人

才目标；“两项依托”即依托学校坚实的医学专业基础和丰富的人文

基础；“三个结合”即理论与实践结合，课内与课外结合，线下课堂

教学与线上泛在学习结合；“四种能力”即自主学习能力，创新创业

能力，逻辑思维能力，自我管理能力。“五类课程”即专业核心课程、

临床实践课程、创新创业课程、科学拓展课程、通识教育课程。



成人高等继续教育“五维驱动立体式”人才培养模式即在人才培

养过程中通过知识维度、技能维度、思辨维度、创新维度、人本维度，

向知识要宽度，向能力要深度，向素质要高度，强调知识、能力、素

质三者协调发展。

图 8 王新陆教授为我校高等学历 图 9 肖培新为我校高等学历继续

继续教育学生授课 教育学生作中医文化学术交流报告

2、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一是解决了中医药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不高、临床实

践和自主学习能力较差、医学人文素质欠缺、政治思想松懈的问题。

特别是要着力解决学生知识面狭窄、创新意识不强、岗位胜任力不够、

中医文化底蕴不足的问题。

二是解决了中医药高等继续教育教学质量监控重环境建设、轻内

涵发展，重教学运行，轻教学改革，重理论教学、轻实践教学，重过

程性评价，轻形成性评价的问题。

三是解决了原有课程体系教学资料陈旧、与普通本专科同质化高、

人文素质课程和创新创业课程薄弱、同类课程内容重复度大、课程与

社会脱节、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等问题。

3、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1）完善人才培养总目标和培养方案

一是修订培养方案。结合国家和我省医教协同以及新医科的文件

要求，确定以培养人文素质、创新精神、实践能力为重点的人才培养

总目标，强调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构建一种更加符合社会发

展需求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与“五维驱动立体式”人

才培养模式相适应。

二是创新教学模式。针对原有教学平台重教师“教”轻学生“学”、

重“课堂教学”轻“临床实践”、重“终结性考试”轻“形成性评价”

等问题，以学生为中心，满足成人高等继续教育学习者线上听课、线

上考试，多终端学习，线下补充现场教学等多样化需求。基于质量监

控体系，构建了个性化、数字化、终身化“一体两端”网络教学平台

（见图 6）。

三是加强教学改革。为了进一步推动成人继续教育教学水平和质

量提高，促进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

学管理等方面的改革，以“校级课题”形式开展了继续教育教学研究，

发动全校师资规范高等继续教育教学管理，促进教学水平和质量提高，

提出“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优化教学管理制度，坚持“制度建设、

资源建设、平台建设”同时推进，“教学、考核、管理、评价”协调

发展，实现教学方式、学习模式、师资队伍和管理模式的转变（见图

10）。



图 10 教学模式转变示意图

（2）构建“四三二”成人高等继续教育质量监控体系

以主要教学环节质量提升为重点，构建了基于循环改进的包括教

学环境、教学过程、教学效果和教学改革四个环节，评教、评学、评

管三个层次，以及内部质量监控和外部质量监控两种监控机制的“四

三二”全员参与、全方位监控、全过程管理的成人高等教育质量监控

体系（见图 11）。聘请专家、用人单位参与指导医学人才培养，收

集专家、用人单位评价反馈信息，不断改进人才培养工作和丰富成果

内涵。

图 11 基于循环改进的“四三二”成人高等继续教育质量监控体系



成果经过多年实践检验和推广应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成效显著，

教师和学生受益良多，院校反响和专家评价良好。

四、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1、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升，毕业生满意度持续升高。2012 年以

来，我校继续教育学院以培养高素质中医药人才为目标，通过“五维

驱动立体式”中医药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实现了教学方

式、学习模式、师资组成和管理模式的转变，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招生

规模不断扩大，通过培养的毕业生质量也大大提高。2012 年招生人

数 2498 人，2021 年招生人数高达 12866 人，招生规模翻了五倍多。

2012 年毕业人数 1342 人，2021 年上升到 10335 人，毕业规模翻了七

番（见图 12）。2012 年学位授予人数 85 人，2021 年学位授予人数

高达 1153 人（见图 13）。招生、毕业与学位授予人数处于逐年稳步

增长态势；在全省医学院校中，我校招生规模从末位跃居第二名，毕

业生与学位授予人数也居于第一方队。

图 12 毕业率统计图 图 14 学位授予统计图

根据近年来跟踪调查结果，用人单位对我校中医药学类毕业生道

德素养、敬业精神、知识结构、专业技能、适应能力、沟通能力、团

队协作、文化素养都较为满意。毕业生对专业课程设置、师资水平、



学生工作、教学管理、实践教学的满意度分别为 92.9%、98.2%、97.8%、

95.5%和 97.7%（见附件 9）。

2、人才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得到广泛推广和借鉴。目前已在我

校继续教育信息化教学平台建设线上课程 138 门，已获得省级成人数

字化精品课程 9 门，优质课程 2 门，已有 32 门课程在省级共享平台

开放，涉及中医学、中药学、针灸推拿学等多个专业。济宁医学院、

滨州医学院及其他高校均表示通过学习、应用本成果后，解决了成人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课程资源不足、学生创新能力不高等问题。师生

反映良好，取得了较好的应用效果。

3、社会反响好，多次应邀作会议交流。省内 10余所高等院校以

及省外 10余所医学院校协同开展成果交流推广，成果理念和做法在

推广院校获得采纳和借鉴，为我省成人医学教育发展新医科、落实医

教协同工作提供了实践基础。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副校长杨振宁教授、

山东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郭玉锋教授等多位高等学历继续教

育专家对成果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该成果在保障成人高等继续教育

培养质量上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值得推广应用。因教学模式完善、

课程体系完备、质控体系严谨，教学质量过硬，连续 3年入选全国高

校远程与继续教育优秀案例库，多次受邀参加全国经验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