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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临床医学（520101K） 

二、入学要求 

高职：高级中学阶段教育毕业生、三校生。 

三、修业年限 

三年。 

四、职业面向 

表 1 临床医学专业职业面向 

备注：资料来源于中国职业分类大典（2017 年版） 

五、培养目标 

坚持以德为先、立德树人的原则，培养适应本地区医药卫生

发展需要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

水平、良好的人文素养、健全的法律意识、职业道德和创新意识、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掌握本专业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

能，为毕业后的继续教育、学历提升、执业助理医师考试过关打

下坚实的基础，同时具备对常见多发病的诊治与预防能力、危急

重症的初步处理能力，成为面向基层卫生行业的全科医师、公共

所属专业

大类 

（代码） 

所属专业类 

（代码） 

对应行

业 

（代码） 

主要职业类别 

（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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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类（52） 

临床医学类

（5201） 

卫生

（84） 

全科医师 

（2-05-01-20） 

乡村医师 

（2-05-01-21） 

临床医疗、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 

医师（临床执业、

助理医师）、乡村

医师 



 

 3 

卫生人员等职业群，能够从事居民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和实用型医学专门人才。 

六、培养规格 

本专业毕业生应在素质、知识和能力等方面达到以下要求： 

（一）素质 

1.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感和中华民族自豪感；  

2.崇尚宪法、遵法守纪、崇德向善、诚实守信、尊重生命、

热爱劳动，履行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参

与意识；  

3.具有专业质量意识、环保意识、安全意识、信息素养、工

匠精神、创新思维；  

4.勇于奋斗、乐观向上，具有自我管理能力、职业生涯规划

的意识，有较强的集体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  

5. 具有健康的体魄及心理，掌握基本运动知识，养成良好

的健康卫生习惯和良好的行为意识。 

6. 具有一定的审美和人文素养。 

（二）知识 

1.具备正确的思想政治理论意识，有一定科学文化基础知

识，涉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的学习。  

2.熟悉与本专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环境保护、安全消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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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知识； 

3.掌握本专业所需的基础和专业知识； 

4.掌握基层医疗机构临床常用药物的药理知识； 

5.熟悉全科医学基本知识、全科医疗的基本原则与服务模

式、全科医师的临床诊疗策略； 

6.熟悉与基层医疗卫生工作相关的医学心理学和中医中药

知识。 

（三）能力 

1.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含英语读说

听写能力）； 

3.能够对基层常见急危重症病人进行初步判断、初步处理和

正确转诊； 

（1）能够进行基本诊疗技术操作；  

（2）能够合理使用临床常用药物；  

（3）能够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4）能够开展卫生适宜技术服务；  

（5）能够运用计算机信息技术辅助日常诊疗和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活动、提高工作效率；  

（6）能够进行有效的人际沟通，实施人文关怀；  

（7）具有正确的临床思维模式，能用循证医学的基本原理

分析、解决临床问题。  



 

 5 

七、课程设置及学时安排 

根据教育部 2019 年 7 月下发的《高等职业学院临床医学专

业教学标准（2019 版）》规定，按照学院“临床医学专业人培

修订指导意见”（以下称指导意见），各教学模块课程及学时设

置如下： 

（一）公共基础课程 

公共基础课总学时为 656 学时，学时占比为 21.61%；其

中必修课程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毛泽东思想与中

国社会主义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讲座）、中国传统文化

（含应用文写作）、军事理论与训练、就业与创业、大学英

语、计算机基础、体育与健康、心理健康教育、卫生法律法

规、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医患沟通。 

（二）专业课程 

包括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专业拓展课三个模块，涵盖

实践性教学环节。总学时 1423 学时，学时占比 46.89%。其中

理论 1040 学时，实训 383 学时。 

1.专业基础课程 

按照学院指导意见，专业基础课“宽基础”的制定原则，

开设 6 门专业基础课程。总学时 464，占比为 15.29%。开设

课程为：人体解剖学与组织胚胎学、生物化学、生理学、病

理学、药理学、免疫学与病原微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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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课程 

总学时 606 学时，学时占比 19.97%。课程为：诊断学、

影像诊断、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急诊医学、

预防医学等。 

3.专业限定选修课程  

共开设 12门，总学时 353学时，学时占比 11.63%。课程为：、

眼耳鼻喉口腔科学、中医学、皮肤性病学、传染病学、基层公共

卫生服务实务等。 

 （三）专业核心课程、资质考试设置 

表 2 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 

序号 课程名称 
核心课程/资

质考试课程 
学时 主要教学内容与要求 

1 生理学▲ 资质 72 

生命活动的基本特征、机体生理功能的调节、细胞的基本功能、

血液生理和血液循环、呼吸、消化和吸收、能量代谢、尿的生

成和排出等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规律。 

2 
病理学与病理

生理学▲ 
资质 72 

细胞和组织的适应与损伤、损伤的修复、局部血液循环障碍、

炎症、免疫性疾病、肿瘤、环境和营养性疾病、遗传性疾病和

儿童疾病等人体病理学改变的机制和反应。 

3 
病原生物学与

免疫学▲ 
资质 60 

常见致病病毒、常见致病细菌、常见致病真菌、免疫细胞、免

疫应答等常见致病微生物知识和基础免疫知识。 

4 生物化学▲ 资质 68 

蛋白质的化学、核酸的化学、酶、维生素、生物氧化、糖代谢、

脂类代谢、蛋白质的分解代谢、核苷酸代谢与蛋白质的生物合

成、水和无机盐代谢、非营养物质的代谢等体内代谢过程。 

5 药理学▲◆ 核心+资质 72 

药效学和药动学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及临床意义；传出神经系

统、中枢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激素及作用于内分泌系统、

内脏系统、化学治疗药等各类代表药物体内过程的特点、药物

的药理作用、临床应用、不良反应及注意事项以及药物的合理

应用。 

6 
诊断学（含影

像诊断）◆ 
核心 102 

学会采集病史及病历资料的收集整理，书写病历，掌握体格检

查的方法，了解疾病的常见症状，结合学过的基础医学知识，

形成初步的诊断思维。课程主要内容包括：症状学、问诊、检

体诊断、实验诊断、心电图诊断、检验诊断、病例书写等方法

及临床意义。了解X 线、B超影像成像的基本原理，学会常

见多发病的影像识别，具备各种影像检查适应症选择能力和运

用影像学诊断辅助临床诊断的能力。主要内容包括：X线和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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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波原理、影像识别和初步诊断。 

7 内科学◆▲ 核心+资质 144 

通过学习掌握内科常见病、多发病的病因、 发病机制、临床

表现、诊断和防治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人体各

系统内科常见多发病的病因、发病机制、病理生理改变，临床

表现、诊断与鉴别诊断、防治原则。 

8 外科学◆▲ 核心+资质 132 

通过学习掌握外科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以及外科常

见多发病的诊治原则和基本手术规范。 掌握麻醉学的基本理

论知识及基本操作方法。课程分总论和各论两大部分。总论包

括外科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各论主要介绍外科系

统疾病。 

9 妇产科学◆▲ 核心+资质 64 

通过学习，掌握女性生殖器官疾病的诊断及防治；妊娠、分娩

的生理和病理变化，规范地进行产检、正常分娩的处理，高危

妊娠及难产的预防和诊治；掌握常规计划生育方法及手术原

则；女性生殖与内分泌、妇女保健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课程

主要内容包括：女性生殖器官疾病的病因、病理、诊断及防治；

妊娠、分娩的生理和病理变化，高危妊娠及难产的预防和诊治；

女性生殖与内分泌，计划生育及妇女保健等方面的知识。 

10 儿科学◆▲ 核心+资质 64 

掌握小儿生长发育的规律并对其进行评价、 指导婴幼儿喂养

和计划免疫；掌握新生儿及儿童常见多发病的病因、 发病机

制、临床表现、诊断和防治的原则。主要介绍小儿生长发育，

身心健康和疾病防治的基本知识，主要有生长发育、营养与喂

养、新生儿与新生儿疾病、各系统疾病的诊断和防治的基础理

论、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 

11 急诊医学◆ 核心 34 

掌握急危重症的快速判断与初步处理能力。主要介绍疾病初发

阶段的病因、病理生理、临床表现及紧急救治，分为院前急救、

院内急诊及危重症监护三个诊疗阶段。包括现场急救、复苏 、

中毒 、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内分泌系统等急症急救。 

注：标注◆符号的为专业核心课程，标注▲符号的为资质考试课程 

（四）实践性教学设置 

实践教学包括：校内实验实训，见习，跟岗实习 3个教学环

节。 

1.校内实验实训教学要点。 

第一学年，在校内实验室开展实验，以验证性实验为主，让

学生认识人体正常形态结构与生理机能，病原微生物结构与疾病

的关系，使学生从非医学生向医学生转变。校内第二学年，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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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临床实训中心进行专业技能训练，根据行业调查和岗位需要，

确定 43 项实训项目，引入行业标准进行技能训练。在技能实训

的基础上，为强化学生操作技能，教研室根据教学进度和教学内

容，做出实训教学计划计划，用课余时间开展第二课堂，开放实

训室，有专业的教师进行指导。 

在校内学习第三学期进行临床见习 80 学时，使学生从医学

生向实习医师转变。 

表 3 校内实验、实训教学设置 

实践教学名称 学时 主要实（验）实训内容 实践方式 实践场所 

人体解剖学
（含局部解剖

学） 

 
32 

1.绪论、实验室规章制度；2.躯干骨、颅骨；3.四肢骨；4.
骨连结；5.骨骼肌；6.消化系统；7.呼吸系统；8.泌尿、生
殖系统；9.心脏、动脉；10.静脉、淋巴；11.感觉器；12.
中枢神经系统；13.周围神经系统；14.上皮组织、结缔组织
的；15.肌组织、神经组织 

分组，演
示+练习+
反馈 
 

校 
内 
实 
训 
室 

生理学 18 

1.反射弧分析、坐骨神经-腓肠肌标本制备；2.ABO血型鉴
定；3.人体动脉血压的测量与正常人体心音的听诊；4.哺乳
动物生理实验基本手术操作；5.家兔的气管插管、动脉插管；
6.感觉器官的各类检查 

病理学与病理
生理学 18 

1.鳞状上皮化生、肠上皮化生、脂肪变性、肉芽组织；2.
慢性肺淤血、慢性肝淤血；3.急性蜂窝织性阑尾炎、炎性息
肉、各种炎细胞；4.乳头状瘤、鳞癌、腺癌；5.动脉粥样硬
化、风湿小体；6.大叶性肺炎、胃溃疡、肝硬化；7.慢性肾
小球肾炎、乳腺癌、宫颈癌 

免疫学与病原
微生物学 10 

1.光学显微镜油镜的实验与维护；2.免疫器官和免疫细胞的
形态观察；3.细菌的基本形态与特殊结构的观察；4.细菌的
涂片标本制作与革兰染色法；5.常见微生物的形态观察 

药理学 18 
1.药理学实验基本技术；2.药物剂量对药物作用的影响；3.
有机磷酸酯类中毒及解救；4.普鲁卡因和丁卡因表面；5.
麻醉及毒性的比较；6.胰岛素的过量及解救 

诊断学 20 1.体格检查；2.问诊；3.病历书写；4.心电图机使用与联结；
5.常见异常心电图识图； 

外科 36 

1.无菌术（一）：更衣、洗手；2.无菌术（二）：消毒、铺
巾；3.外科手术器械辨认；4.手术基本操作（一）打结、切
开，三种缝合方法；5.手术基本操作（二）止血、六种缝合
方法；6.换药术；7.清创术；8.肠吻合术；9.动物阑尾切除
术；10.脓肿切开引流术；11.肌腱吻合术；12.神经吻合术；
13.导尿术；14.局部痛点封闭术； 

妇产科 14 1.产前检查、会阴冲洗；2.正常分娩；3.妇科检查、胎心监
护；4.取环放环；5.终止妊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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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见习教学要点。 

根据学校指导意见实习为开设专业课程学期内 2 周的要求，

校外实训基地（二级甲等及以上医院）完成见习教学。见习科室：

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门急诊、手术室、社区等特色科室。 

3.跟岗实习教学要求。 

第三学年，学生到医院进行临床（跟岗）实习 42 周，总学

时 960 学时，由临床实习基地教（医）师带教或授课，使医学理

论与临床技能紧密结合，职业能力明显提升，学生由实习医师向

临床医师转变。 

跟岗实习均在二级甲等及以上综合性医院和有一定规模的

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完成。应严格执行《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

理规定》和《高等职业院校临床医学专业顶岗实习标准》。 

八、教学进程总体安排 

临床医学专业总课时 3035 学时，其中，理论课时 1444学时，

实践课时为 1433学时（校内实践 473 学时，跟岗实践 960学时）,

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比为：1:1（教学进程安排详见附件表四）。 

九、教学基本条件 

（一）师资队伍 

1.队伍结构 

根据教学需要，建设一支师德高尚、素质优良、业务精湛、

以中青年教师为基础，“双师素质”专业教师为中坚，骨干教师

小儿科 10 
1.儿科病史采集与体格检查；2.生长发育评价；3.小儿不同
年龄阶段的食谱制定；4.新生儿沐浴；5.婴儿哽噻与婴儿心
肺复苏；6.儿科病案分析；7.儿科急症现场处治（小儿惊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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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核心，专业带头人为领军的师资队伍。 

学生数与本专业专任教师数比例不高于 25:1，双师素质教

师占专业教师比一般不低于 60%，专任教师占比 50%，行业一线

专家兼职教师占比 50%。高级职称不低于 30%，中级职称不低于

50%,初级职称 20%。。 

2.专任教师 

专任教师应具有高校教师资格和本专业领域资质证书；有理

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具有临床医学

及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和实践能

力；具有较强信息化教学能力，能够开展课程教学改革和科学研

究；每 5 年累计不少于 6 个月的临床实践经历。其中，专业核

心课程和资质考试课程任课教师选聘标准：校内中级以上职称教

师和临床一线行业专家；非专业核心课程和非资质考试课程教师

选聘标准：助教职称、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中表现优异的教师，参

加全国各类教学比赛获奖的教师。 

3.专业带头人 

应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能够较好地把握国内外临床医学行

业、专业发展，能广泛联系行业企业，了解行业企业对临床医学

专业人才的需求实际，教学设计、专业研究能力强，组织开展教

科研工作能力强，在本区域或本领域具有一定的专业影响力，能

够带动课程教学团队进行教育教学改革、进行精品课程建设、教

材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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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兼职教师 

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和工匠精神；具有扎实

的临床医学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具有中级及以上专

业技术职称；能独立承担专业理论、实训课程的教学。 

（二）教学设施 

1.校内实验实训基地 

根据本专业在校生人数，临床医学专业现有实验实训场所能

满足正常教学需求。3-5 年内以执业助理医师考试大纲为标准，

完善实训教学的资质考的体系建设。 

2.校外见习、实习基地 

临床医学专业见习、实习基地应为 2 级甲等及以上的医院；

在现有非直属附属医院、教学医院、实习医院近 300 余家临床教

学基地的基础上，加强教学基地带教质量；拓展助理医师规范化

培训的基地建设。 

（三）教学资源 

1.教材选用：以卫生部“十三五”规划教材和高等教育出版

社出版的高职高专规划教材为主。 

2.专业信息资源 

建立临床医学专业教学资源库，学习资源和专业辅助资源。

图书馆按照教育部标准配备纸质专业书籍，主要涵盖了基础医学

及临床医学各学科、卫生法规、执业（助理）医师考试辅导等临

床医学专业相关图书和一定数量的国内外专业期刊。借助学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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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平台通过互动式的专业课程网站、精品课程网站实现资源共

享。电子阅览室提供学生进行网络学习、信息查询等，使学生获

取专业最新动态。 

建设、配备了种类丰富、形式多样、使用便捷的，与临床医

学专业有关的音视频素材、教学课件、数字化教学案例库、虚拟

仿真软件、数字教材等专业教学资源库，并动态更新，满足教学。 

（四）教学方法 

1.专业核心课程+资质考试课程 

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专业核心课程+资质考试课程在理论

教学中以讲授为主，为提高学生学习兴趣，采用多元化教学方法，

如：行动导向教学方法、引导式教学法的应用等。同时融入信息

化教学手段，如：雨课堂、云课堂、蓝墨云班课等。同时充分体

现课程思政，育训结合，实现德技兼修。 

2.专业拓展课程 

专业拓展课程在理论教学中，采用灵活多元化的教学手段以

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如：开展师生互动式教学方法，教学做一体

化教学方法，贴近临床情景案例教学方法等；同时融入信息化教

学手段，如：雨课堂、云课堂、蓝墨云班课等。同时充分体现课

程思政，育训结合，实现德技兼修。 

3.实验实训教学 

以职业能力为核心，建立科学的、满足学生职业能力培养要

求的实践教学体系。在实训教学中运用标准化病人，融入案例，



 

 13 

结合实训项目特点开展虚拟仿真模拟课程；为学生创造逼真的教

学环境，还原医院真实场景，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提高独立思考，灵活应变能力。将职业素养，人文关怀意识

及爱伤观念贯穿于每一堂课中。充分体现德技兼修育人。  

（五）教学评价 

1.评价方法 

（1）理论考核 

核心课程+资质考试课程采用形成性评价+总结性评价，专业

课程采用综合性评价，理论考试成绩占 50%。 

（2）实践考核 

①校内实训技能考核:分二阶段即单项技能训练后和岗前执

业综合技能训练后综合技能考核，执业综合技能考核，分十个站

点进行多站式考核。实验技能考试成绩占 30%，平时成绩占 20%。 

②校外实践考核 

临床实习：首先是专科实习结束进行出科理论和技能考核，

以 100分制计算，按理论技能各占 50%；其次科室对学生实习情

况进 

2.评价指标 

（1）每学年医学基础课程 3 门未通过考核的（第一次考试

成绩核定，不包括补考通过的），不能进入专业课程的学习。 

（2）实训操作技能考核不过关者，不得参加理论考试；该

门课程成绩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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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每学年专业核心课程考核不合格者，将进行该门课程

重修，重修合格后才能进入临床实习。 

3.成绩评定 

考试课程按百分制考评,60分为合格。考查课程的评价方法,

建议在教学中按学习情景（或任务模块）评分,各学习情景（或

任务模块）评价标准参照各课程标准。评价过程中,应注意以下

几点： 

(1)结合课堂提问、现场操作、课后作业、模块考核等手段,

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的考核,并注重平时采分。 

(2)强调理论与实践一体化评价,注重引导学生进行学习方

式的改变。 

十、质量保障 

（一）督导体系的建设 

在学校的教学督导体系下，专业所在二级学院组建以院长、

教学副院长、综合办主任、教研室主任组成的内部教学督导体系。

建成形成性评价的督导体系。 

（二）学生评价体系建设 

设立班级信息反馈员，定期向专业所在二级学院反馈教学质

量信息。 

（三）质量结果反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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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习医院评价，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过关率，本专业学生毕

业对口就业率，用人单位意见反馈及社会满意度的形式，健全本

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结果反馈机制。 

十一、毕业要求 

为了保证临床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学生毕业时应达到以下

条件可申请获得毕业证书。 

（一）课程 

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所有课程科目，挂科数不能超过 4门（不

含补考）。 

（二）成绩 

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所有课程科目，平均分不能低于 70 分。 

（三）证书 

获得计算机一级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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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21 级高职临床医学专业课程教学进程表 

课程 

模块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课程

类别 

考核方式      

（按学期分配） 
学时数 按学年及学期分配 

考试 考查 总学时 理论 实践 

第Ⅰ学年 第Ⅱ学年 第Ⅲ学年 

一 二 三 四 五.六 

2 16 18 18 18 32 周 

公共基 

础课程 

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101001-1 A 1.2   66 66 0 

军

事

理

论

与

训

练

11

2

学

时 

2*15W 2*18W      

 

 

 

 

 

 

内科 13周； 

外科 8 周； 

妇 产 科 4

周； 

儿科 4 周； 

急 诊 科 2

周； 

感染 2 周；

五 官 科 1

周；基层卫

生 医 疗 机

构 8 周，共

计 42 周。 

  

 

 

  

  

  

  

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体系概论 
101002-3 A 3.4   72 72 0     2*16W 2*18W 

3 形势与政策(讲座) 101003-1 A   1.2.3.4 16 16 0 2*2W 2*2W 2*2W 2*2W 

4 
中国传统文化（含应用文写

作） 
101004-2 A   2 34  34 0   2*17W     

5 大学英语 1 101005-1 A   1 60 60 0 4*14W       

6 大学英语 2 101005-2   2 68 68 0   4*17W   

7 计算机应用基础 101006-1 B   1.2 48 4 44 2*14W 2*17W     

8 体育与健康 101007-1 B 1.2.3   108 12 96 2*15W 2*18W 2*17W   

9 军事理论与训练 101008-1 B   1 148 36 112         

10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101009-1 A   1 18 18 0 1*18W       

11 卫生法律法规▲ 101010-3 A   3 18 18 0     1*18W   

小计 656 404 252 11 12 5 2 

专业 

基础课 

12 人体解剖学 101011-1 B 1   90 60 30 8*15W       

13 组织胚胎学   1  30 28 2     

14 生物化学▲ 101012-2 B   2 68 54 14   4*17W     

15 生理学▲ 101013-2 B 2   72 54 18   4*18W     

16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101014-2 B 2   72 54 18   4*18W     

17 免疫学与病原微生物学▲ 101015-1 B 1   60 50 10 4*14W       

18 药理学◆▲ 101016-2 B 2   72 54 18   4*18W     

小计 
464 

 
354 110 12 16 0  0 

 

 

专业 

19 
诊断学（包括影像诊断） 

◆▲ 
101017-3 

B 
3   102 82 20     6*17W   

20 内科学◆▲ 101018-4 B 4   144 144 0       8*18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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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21 外科学(总论）◆ ▲ 101019-3 B 3   36 24 12     2*18W     

  

  

  

  

  

  

  

  

  

  

  

  

  

  

  

  

  

  

  

  

  

  

  

22 外科学(各论）◆▲ 101020-4 B 4   96 72 24       6*16W 

23 妇产科学◆▲ 101021-4 B 4   64 50 14       4*16W 

24 儿科学◆▲ 101022-4 B 4   64 54 10       4*16W 

25 预防医学▲ 101023-3 B   3 64 48 16     4*16W   

26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实务◆ 101024-3 A  3 32 32 0   2*16W  

小计（含见习） 606 506 100 0 0 14 22 

 

选修课

程（限

选） 

27 就业与创业 101025-4 A   4 10 10 0       1*10W 

28 医学心理学▲ 101026-2 A   2 10 10 0   1*10W   

29 急诊医学▲ 101027-3 B 3  34 24 10     2*17W  

30 皮肤性病学▲ 101028-3 B   3 32 26 6     2*16W   

31 传染病学▲ 101029-3 B   3 32 26 6     2*17W  

32 医患沟通 101030-4 A   4 10 10 0       1*18W 

33 眼耳鼻喉口腔科学 101031-3 B   3 32 24 8     2*16W   

34 中医学 101032-1 B   1 60 40 20 4*15W      

35 医学伦理学▲ 101033-4 A   4 10 10 0       1*10W 

36 护理常用技术▲ 101034-4 A  4 12 0 12    1*12W 

37 临床基本操作技能实训▲ 101035-1 C  1.2.3.4 69 0 69 2*15W 1*12W 1*12W 1*15W 

38 临床病例分析实训▲ 101036-2 C  2.3.4 42 0 42  1*12W  1*15W 1*15W 

小计  353 180 173 6 3 10 6 

实习 39 顶岗实习    

C 

    960 0 960         

总学时 3035 1444 1433             

毕业考试科目： 生物化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医学心理学、

医学伦理学、卫生法规、预防医学、内科学、外科

学、妇产科学、儿科学等 12 门助理医师资格考试课

程 

周学时 (1-9 周 /10-18 周 )   29 31 29 30   

每学期考试/考查门数 4/6 5/7  5/7  5/4   

注：1.课程模块：公共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课程。 
2.核心课程用◆标注，资质考试课程用▲标注。既是核心也是资质考的课程，两个符号需同时标注。 

 

教学副院长：         教务处：          二级学院院长：         二级学院副院长：          制表人：       制表时间：2021.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