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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果简介

成果获奖

励情况

获奖

时间

获奖

种类

获奖

等级

奖金数额

（元）

授奖

部门

2021年7月 教学成果 特等 10000 重庆工贸职业

技术学院

成果起止

时间

起始时间：2015年 12月 20日
完成时间：2018 年 12月 30日
实践时间：3年

一、成果简介及主要解决的教育教学问题（不超过 1000字）

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型

发展，迫切需要培养大量德技并修的高素质人才。德技并修高素质人才

的培养需要有高质量的实践教育体系。本成果基于《高职生物制药技术

专业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和《高职药品生产技术专

业创业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课题，经过学校批准，于 2018

年 3月开始实施，药品专业群实践课程以坚持立德树人、价值引领为改

革出发点，以工匠精神培养和课程思政改革为抓手的“三协同四融入”

入社进厂教学模式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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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价值引领是工匠精神培养和课程思政改革的共同要求。

高职院校工匠精神培养与课程思政改革具有内在契合性,工匠精神培养

是课程思政改革的主要内容,课程思政改革为工匠精神的培养提供了有

效途径。基于这样的理论分析，药品专业群实践课程改革以“授课地点，

社区、生产车间、市场协同；授课教师，学校教师、企业实践教师和创

业导师协同；课程考评，动手能力、核心素养、科学精神协同”为主要

措施，以“理论知识、实践能力锻炼、创新创业教育、劳模精神工匠精

神劳动精神”四融入为主要目标,开展实践课程教学活动，有效解决以下

教学问题（1）实践教学理念陈旧落后，对创新创业实践教学重要性认

识不足，导致学生专业工作能力、创新创业能力和承受挫折能力不强，

实践课程没有完全达标的问题。（2）实践教学与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劳模精神培育相互割裂，导致学生劳动意识博弱，奉献精神不足，亟待

推行德技并育新体系的教学问题。（3）校内双师双能型师资队伍的匮

乏和制药车间 GMP管理限制，实践教学模拟化、实习实践形式化、课

程思政单一化，创新创业教育虚化等等问题。

经过 3年的实践证明，通过实践课程的三协同，实现了理论知识、

实践能力锻炼、创新创业教育、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模精神融入到实践

课程中。

本成果的突出特点是“实”，通过入社进厂，创建由生物化工产教

融合中试课堂、小微企业农业合作社劳动课堂、制药企业生产课堂、市

场乡镇社区街道创新创业课堂组成的综合实践课堂，请企业工程技术教

师、企业经营管理教师等现场指导，使学生在真实的环境中做真实的实

践，锻炼自己的真实本领，在学校增加了创新创业能力，到社会上快速

适应岗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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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方法与路径（不超过 1000字）

1.强化立德树人理念，大力实施《综合实践》课程思政

坚持“立德树人”根本，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学生爱党爱国

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爱集体、爱劳动，听党话、跟党走。将创新创业能

力的培养与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的培养结合起来，将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劳模精神融入到《综合实践》课程中，依据产品生产、市场营销、企业

管理三个典型工作任务，针对药品产业链开发建成了中药材种植、中成

药加工、生物发酵、药物制剂、保健食品加工等专业实践和企业管理实

训项目，从简单到复杂，从一年级到三年级，《综合实践》课程思政三

年全贯通。

2.下社进厂，贴近实际，提高实践课程的真实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将《综合实践》课程搬进校内生物化工产教融合中试课堂、重庆市

米斯琦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等组成的小微企业农业合作社劳动课堂、太极

集团重庆中药饮片厂有限公司、葵花药业集团重庆小葵花儿童制药有限

公司等制药企业组成的重庆市中药生产技术双基地生产车间课堂，以及

石柱黄水镇、丰都太平镇、武隆仙女山镇等社区街道乡镇市场创新创业

课堂，课前开班会做好工作计划，并准备工具物品，课中按照综合实践

课程项目分组开展活动，通过辛勤劳动完成规定的工作任务，课后进行

工作过程反思，总结经验和教训，制定工作过程中出现同类问题时所采

取的解决预案。

3.多师指导，扬长补短，全员参与学生的培养，提高创新创业能力

和水平

搭建“政校行企社区家庭” 联络平台，营造全员参与《综合实践》

课程教学环境，专业教师负责学生管理、专业知识与课程思政教学辅导，

企业工程技术教师负责生产技能指导，企业管理教师负责市场策划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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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零售指导，家长协助学校鼓励学生战胜困难坚持到底，劳模和社团人

士做素质修养品德教育，学生在任务驱动下开展生产或创新创业劳动工

作，以与教学团队同甘苦共克艰，达成积累经验、磨练心智、孕育潜能

等实践课程教学目标，实现知识掌握与创新创业能力相得益彰双提高。

4.以成果导向设计课程评价指标，改革评价方式

坚持“成果导向、学生中心、持续改进”理念，根据专业教学标准，

依据大学生“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三个方面，“人

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

“实践创新”六大核心素养指标，设计《综合实践》课程质量指标，通

过教学评价，考察学生学习成效，反馈课程设计，持续改进教学内容和

教学方法，保证课程质量指标的达成。

三、成果创新点（不超过 800字）

通过对药品类专业群《综合实践》课程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

条件的改革，本成果在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和教学考核方面取得创新。

1.专业群《综合实践》课程教学理念的创新

本成果提出了“立德树人，专创融合，课程思政”实践课程教学思

想，从全面提升大学生核心素养角度出发，在开发专业综合实践课程时，

融入创新创业、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劳模精神等教学目标，将单纯动

手能力训练提升为四项功能的实现，丰富了实践课程教学质量内涵，建

立了大学生德技双修实施途径，创新了高职药品专业群《综合实践》课

程教学理念。

2.实践课程教学方式方法的创新

改变传统的《综合实践》教学场所，走出大楼走向社会，将课堂放

置于车间和市场，来自学校、企业、行业、政府部门、社团、消费群体、

家庭等人员构建成教学团队，以行动导向引领学生完成课前、课中和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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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工作任务，指导学生对来自车间、市场、社会等各方面的信息进行去

粗取精、去伪存真分析，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突破了封

闭式实践教学课堂的不足，建成了开放式行动导向《综合实践》课程教

学新模式。

3.用核心素养进行过程评价，教学考核内容的创新

按照大学生核心素养三十九个要素构建药品专业群《综合实践》课

程质量指标，实施过程考核，突出“责任担当”和“实践创新”的要求，

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全面考核大学生发展情况，让学生知晓核心素养成长

状态，帮助学生自我评估，改革了传统的实践技能考核方案，创新了考

核内容和考核方法，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四、成果推广应用效果（不超过 1000字）

本成果在重庆市药品食品职教集团、重庆市中药生产技术双基地、

重庆小浆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实施，在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药品专业

群、食品专业群、社区康复专业群推广应用，取得了如下四方面的成效：

1.课程建设有效推动和带动了专业群建设

“三协同四融入”入社进厂教学模式促进了药品专业群课程的重

构，建成了“专创融合，课程思政”模块化课程体系、重庆市药品生产

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重庆市药品食品职教集团和重庆市中药生产技术

双基地，有效推动和带动了专业群发展。药品生产技术专业是重庆市骨

干专业，重庆市优质专业群专业，国家骨干专业，现入选重庆市双高专

业群建设专业。

2.教师队伍建设上水平，提升了科研社服能力

成果完成人被选聘为全国药品生物技术专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全国《高职院校药品生物技术专业教学标准》修（制）订

专家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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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团队主编的《生物制药工程技术与设备》教材获得中国石油和

和化学工业优秀出版物教材奖二等奖，入选“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

划教材，由全国生物技术行指委推荐参加国家首届优秀教材建设奖的评

选，发行量 2万册。建成重庆市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1门、一流课程 4门。

重庆市药品生产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拥有 10148个用户。

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17项，发表论文 15篇，培养了涪陵区教学能手

和师德师风标兵各 1名，重庆市高校中青年骨干教师 1名。“果酒发酵

工艺关键技术的应用”获涪陵区第七届“金桥工程”优秀项目三等奖。

3.学生全面发展成效明显

参加成果推广应用班级学生在技能比赛中，获国家级一等奖 2项、

二等奖 3项、三等奖 4项；获市级一等奖 3项、二等奖 5项、三等奖 7

项；全国大学生互联网+创新创业计划比赛获重庆市片区铜奖 3项，重

庆市教委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 11个，创新团队的“金槐菊三清果浆”

获全国“双创活动周”涪陵区科技成果优秀成果奖。

4.推广应用面广

在 2017 年教育部职成教育司《高职院校药品生物技术专业教学标

准》修（制）订工作中，将‘三协同四融入’入社进厂教学理念应用到

标准的“课程设置与教学安排”中，明确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到专业

课程教学和有关实践性教学环节”的要求，在全国推广应用。

内蒙古包头职业技术学院、陕西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四川工商职业

技术学院、贵州建设职业技术学院等采纳并推广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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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完成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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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件目录

1.反映成果的总结（不超过 5000字）或成果支撑材料

2.反映成果的视频 U盘（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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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级教学成果奖推荐书》填报说明

封面

1．成果名称：字数（含符号）不超过 35个汉字。

2．推荐等级：指成果推荐单位按《实施细则》的有关规

定给推荐成果所定的市级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

3．推荐时间：应为推荐单位决定推荐市级奖的时间。

4．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成果科类：按照教育部颁布的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0年）》规范填写，综合类

成果填其他。

5. 高职（专科）教育成果大类：按照教育部颁布的《职

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的大类规范填写，综合类成果填

其他。

6．类别代码：组成形式为 abc，其中：

ab：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成果所属科类代码填写：哲学

—01，经济学—02，法学—03，教育学—04，文学—05，历史

学—06，理学—07，工学—08，农学—09，医学—10，军事学

—11,管理学—12，艺术学－13，其他—20。

ab：高职（专科）教育成果所属大类代码填写：农林牧渔

大类-41，资源环境与安全大类-42，能源动力与材料大类-43，

土木建筑大类-44，水利大类-45，装备制造大类-46，生物与化

工大类-47，轻工纺织大类-48，食品药品与粮食大类-49，交通

运输大类-50，电子与信息大类-51，医药卫生大类-52，财经商

贸大类-53，旅游大类-54，文化艺术大类-55，新闻传播大类-56，

教育与体育大类-57，公安与司法大类-58，公共管理与服务大

类-59，其他-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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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成果所属类型代码：继续教育填 0，高职（专科）教育

填 1，本科教育填 2，研究生教育填 3，其他填 4。
7．推荐序号：序号由 5 位数字组成，前两位为推荐单位

代码，按照《2021年高等教育市级教学成果奖各推荐单位代码

及推荐限额指标》（附件 1）中各推荐单位代码填写，后三位为

推荐单位推荐成果的顺序编号。

8．编号：由重庆市教育委员会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励办

公室填写。

一、成果简介

1．成果曾获奖励情况不包括商业性的奖励。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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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实践时

间不少于 2年。

二、推荐单位意见

根据成果创新性特点、水平和应用情况并参照相应奖励等

级标准写明推荐理由和结论性意见，并加盖推荐单位公章。

三、附件

推荐市级特等奖、一等奖的成果需提供反映成果的视频介

绍，格式为 mp4，储存于 U盘（光盘）（一式三份），时长不超

过 15分钟。

四、其他

1．《推荐书》用 A4纸双面打印，正文内容应不小于 4号
字。签字、盖章处应手写或盖鲜章。

2．除《重庆市级教学成果奖推荐书》（含指定附件）及教

材成果提供的样书外，不需报送其他纸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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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推荐单位工作部门及联系人信息表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名称

推荐单位地址

邮编

负责推荐具体

工作部门名称

联系人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备注

注：1.推荐单位填写此表（一式二份）于 2021年 8月 30日前寄到重庆市教育

委员会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励办公室，研究生教育、普通本科教育电子版发送至邮

箱：cqedugjc@163.com；高职（专科）教育和继续教育电子版发送事宜联系市教委职

成处。

2.根据此表开通申报系统管理账号（地址：http://ps.cqooc.com/），纸质材

料报送和在线申报同时进行，《推荐书》盖章后以 PDF文档上传（含：主要成果结

论性支撑材料，著作、教材等出版物只需扫描提供封面、版权页、目录、封底等主

要内容），文件大小控制在 30M以内；上传视频材料分辨率应在 720P及以上、MP4
格式，文件大小控制在 400M以内，图像清晰稳定，声音清楚。平台技术咨询：余

鑫，电话：67919893。

mailto:cqedugjc@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