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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阳市卫生学校

农村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2020 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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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名称（专业代码）

农村医学(100300)

二、入学要求

初中毕业或同等学力者

三、修业年限

3年

四、职业面向

对应职业（岗位）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农村卫生室及边远贫困地区卫生院 执业助理医师

五、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贯彻执行国家教育、卫生工作方针，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

为导向的原则，培养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相适应，德、智、

体、美、劳等方面全面发展，具有综合职业能力，从事基层医疗、卫

生保健和防疫工作的高素质中初级卫生保健人员。毕业后能在乡村医

疗机构从事对常见病的防治、卫生保健、防疫及健康教育与咨询等工

作的技能型卫生专业人才。

（二）培养规格

本专业毕业生应具有以下职业素养、专业知识和技能：

1.职业素养

（1）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重视医学伦理，自觉尊重患者的人

格，保护患者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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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有良好的法律意识，自觉遵守有关医疗卫生的法律法规，

依法行医。

（3）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能将预防和治疗疾病、促进健康维

护农村居民的健康利益作为自己的职业责任。

（4）具有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能与患者及家属进行有效沟通，

与相关医务人员进行专业交流。

（5）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较好的社会适应能力，

能适应基层医疗卫生工作的实际需要。

2.专业知识和技能

（1）具备完成基层执业助理医师工作所需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

识。

（2）具有正确采集病史、进行体格检查及书写门诊病历的能力。

（3）具有辨识常见临床表现，对常见病、多发病的初步诊断，

进行基本处理能力。

（4）具有辨识危重、疑难或复杂病情，做到及时转诊的能力。

（5）具有对意外伤害和突发状况进行急救处理的能力。

（6）具有进行医护基本技术、基本诊疗操作的能力。

（7）具有正确应用常用药物及管理药物的能力。

（8）具有正确使用和管理常用医疗器械、仪器的能力

（9）具有开展农村社区健康教育、重点人群保健、慢性病管理、

疾病预防等公共卫生工作的能力。

（10）具有帮助指导患者进行康复锻炼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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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具有配合疾控部门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六、课程设置及要求

本专业课程设置分为公共基础课和专业技能课。

公共基础课包括德育课、文化课、体育与健康、公共艺术、历史

等课程。

专业技能课包括专业核心课、专业（技能）方向课和专业选修课，

实习实训是专业技能课教学的重要内容，含校内外实训、毕业实习等

形式。

（一）公共基础课程

（二）专业学习领域核心课程（见附表 1）

农村医学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理念应符合农村、社区医生人才培

养模式，即培养的人才应能具有基层特色，能适应基层乡村医生、社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1 职业生涯规划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职业生涯规划教学大纲》开设

2 职业道德与法律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职业生涯规划教学大纲》开设

3 经济政治与社会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职业生涯规划教学大纲》开设

4 哲学与人生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职业生涯规划教学大纲》开设

5 语文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职业生涯规划教学大纲》开设

6 数学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职业生涯规划教学大纲》开设

7 英语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职业生涯规划教学大纲》开设

8 计算机应用基础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职业生涯规划教学大纲》开设

9 体育与健康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职业生涯规划教学大纲》开设

10 公共艺术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职业生涯规划教学大纲》开设

11 历史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职业生涯规划教学大纲》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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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医生岗位工作，所以农村医学专业课程体系应充分分析基层医疗单

位（农村、社区）典型工作任务，在课程内容和教学过程中加强基层

医疗单位所需岗位能力的培养。

农村医学专业对应的农村和社区医疗单位典型工作任务有：有机

磷农药中毒病人的处理、老年中风瘫痪病人的处理、农村蛇、虫、狗

咬伤病人的处理、老年性疾病和农村健康知识的宣传与教育等。

将农村和社区医疗单位典型工作任务的岗位重点能力结合农村医学

专业相应的职业资格的要求，转换成 7门对应的学习领域核心课程。

七、教学进程总体安排（见附表2）

八、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1.专任专业教师具备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含本

科）；

2.专任实训教师具备临床专业实验师（主治医师）资格；

3.本专业专任专业教师“双师”资格（具备相关专业职业资格证

书或企业经历）的比例要达到80%以上；

4.专任专业教师与学生比例1:25左右，其中医院兼职教师占教师

总数的比例不低于10%；

5.专任专业教师应接受过职业教育教学方法论的培训，具有开发

职业课程的能力。

（二）教学设施（基本实训条件）

1.校内实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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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医学专业拥有功能基本独立的实训室（建筑面积为

1000m2），设施设备完善，主要包括有诊疗技术模拟实训室、外科模

拟实训室、妇产科模拟实训室、儿科模拟实训室、康复医学模拟实训

室等，同时学校还有各专业共享的完整的基础实验实训室；农村医学

专职实验辅导教师 3名；实验、实训设备总值达 1000万元，基本能

满足农村医学专业实训教学的需要。

2.校外实训基地

建立与各级各类医院和机构的校外实训基地。教学计划中认识实

习、跟岗实习等内容必须要依靠校外实训基地来完成。

（三）教学资源

教材选用应尽量人民卫生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等大型国家级

出版社出版的教材，确保教材正版，全部经出版社出版的教材均应为

省级及以上规划教材。为适应新教学模式要求，教材应配备数字资源。

（四）教学方法

为了培养“高素质、技能型、应用型”卫生技术人才，本着“教

学与岗位之间的零距离”的理念，缩短学校和医院的差距，我校在教

学中，大部分主干课程实施了“做中教，做中学”理论实践一体化教

学模式的改革。营造教室、多媒体教室和演示教室三合一的教学环境，

制作多媒体课件，配合多媒体教学手段，灵活运用讲授、演示、观察

等方法进行教学。边教、边学、边做，师生双方共同完成教学任务。

设计指导思想：从需求分析人手，兼顾各方需求，突出教师的主导地

位和学生的主体地位，再对教、学、做3个环节来进行创新性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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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进现代教育技术的应用，以追求最佳培养效果为设计目标，为

主干课程授课打造一个可操作的“教学做”一体化环境。

一体化教学模式是由师生双方共同在一体化教学中,模拟病房现

场或在医院实习病房中进行项目化教学，边教、边做、边学，理论

和实践交替进行，直观和抽象交错出现，打破了理论、实验和实训课

的界限，将课程的理论教学、实践教学、技术服务有机融合，形成一

个个教学项目，根据本专业学科特点将课程内容有机融合，使教师的

讲授、学生的动手及动脑整合为一体。

全面推行项目教学、案例教学、模拟教学和场景教学等教学方式。

（五）学习评价

学习评价应以终末评价结合过程评价相结合。原则上单科成绩以

期末评价60%，过程评价30%，考勤10%作为总评成绩。每科成绩以60

分为合格。成绩不合格者原则上有两次补考机会，第一次补考在下一

学期初安排，第二次补考在毕业前安排。

（六）质量管理

1.课程标准的制定

文化基础课程以部颁大纲为依据，专业课程以“执业助理医师资

格考试”大纲为依据，制定课程标准，即课程教学大纲（含实验、实

训、见习、实习大纲）。课程大纲应包括课程性质、课程目标、教学

设计、课程内容和要求、教学评价及实施建议六个方面的内容。

2.教学过程的监控

教学过程监控采用：（1）教学信息监控——通过日常的教学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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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检查，期中和期末教学检查，专业科、教研组教学信息反馈和学生

座谈会等常规教学信息收集渠道，及时了解和掌握教学中的动态问

题。（2）教学督导监控——对所有教学活动、各个教学环节、各种

教学管理制度、教学改革方案等进行经常性的随机督导和反馈。（3）

专项评估监控——以教学诊改为契机，利用教学诊断和改革功能，促

进有关方面提高工作质量。

3.实习的运行与管理

学生实习实行校、科、实习小组三级管理。学校负责全校学生实

习工作规划和管理规定的制定，实施过程中的检查、评估及重大问题

的处理。实训科具体负责各专业学生实习的组织管理和实施工作，实

习期间负责实习的宏观管理，具体日常管理工作由实训科专门人员及

医院带教老师，实习小组长共同负责和监督。

4.教学效果监控

（1）学生毕业率

学生毕业率95%。

（2）毕业生双证书获取率

毕业生双证书获取率超过60%。

（3）毕业生就业率

毕业生就业率超过90%。

九、毕业资格与要求

(一）学分：170分。

(二）计算机和英语能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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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揭阳市中职学生计算机能力和英语能力标准。

（三）职业资格证书

学生除必须取得毕业证书外，还需取得下列职业资格证书之一：

健康管理师资格证、育婴师资格证等。

十、附录

附表1 专业学习领域核心课程设置表

附表2 农村医学专业教学进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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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 专业学习领域核心课程设置表

专业核心

课程

典型工

作任务
岗位重点能力 主要教学知识点

参 考

学时

诊断学
腰椎间盘突出

病人的护理

老年护理知识；实施整体护理

的能力；健康评估能力；护士礼仪

主要内容是健康史评估、心理评估、社会

评估、身体评估、常用实验检查、心电图

检查、影像检查、常用护理病历书写及资

料分析、护理诊断等

72

内科学

农村老年中

风瘫痪病人的

护理

临床老年护理知识；基础护理操作

能力（床边便椅的使用、床上擦浴

的操作、更换卧位的方法、压疮护

理等）；职业道德；沟通能力；身

心素质

主要内容是内分泌代谢疾病病人的护理、

风湿性疾病病人的护理、神经系统疾病病

人的护理、传染病病人的护理、急救护理

等。

162

外科学

阑尾炎（盲

肠）病人的护

理

基础医学知识（阑尾（盲肠）解剖、

生理、病理学知识）；临床医学知

识（阑尾炎的临床表现与病情观

察）；基础护理操作能力（阑尾炎

非手术与手术治疗的护理方法）；

心理护理；卫生宣教

主要内容是外科学总论、手术的基本知识、

外科休克病人的护理、外科病人营养支持

的护理、麻醉病人的护理、围手术期病人

的护理、外科感染病人的护理、损伤病人

的护理，以及外科常见疾病病人的护理等。

144

儿科学
新生儿脐炎

病人的护理

基础医学知识（正常新生儿的护理

（脐带护理））；临床医学知识（新

生儿脐炎表现、治疗方法、护理措

施）

主要内容是小儿生长发育的规律、小儿营

养与喂养、儿童保健和疾病预防，儿科常

见疾病的护理与常用儿科护理技术操作

等。

72

妇产科学
子宫颈炎病人

的护理

基础医学知识（子宫颈解剖、

生理、病理学知识）；临床医学知

识（子宫颈炎发病原因、治疗方法、

治疗的配合）；心理护理；健康指

导

主要内容是妇科护理的病历特点、书

写格式及妇科常用特殊检查的护理配合；

妇科常见病与多发病的整体护理；计划生

育妇女的护理；妇女保健；妇科常用护理

技术等。

72

预防医学
正常分娩产

妇的护理

基础医学知识；临床医学知

识；心理护理；健康指导

主要内容是女性生殖系统解剖生理、

正常妊娠期孕妇的护理、正常分娩期产妇

的护理、正常产褥期产妇的护理、围生期

母儿的护理、异常妊娠孕妇的护理等。

72

保健学
青春期保健、

老年期保健

保健学基本方法内容，青春期

保健、老年期保健，健康指导

保健学基本方法内容，人体在不同生

理时期所涉及的不同保健内容，即新生儿

和婴儿保健、幼儿和学龄前期保健、学龄

期保健、青春期保健、青年期保健、中年

期保健、老年期保健和妇女保健。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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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 农村医学专业教学进程表

课

程

模

块

序

号
课程名称 学分

课程性质 学时数

学期周课时安排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第三学期
第四学期 第五学期

第六学期
（含寒暑假）

考试 考查 总计 理论 实践 18周 18 周 18 周 37周 4 周 16周

公共

基础

课程

模块

1 职业生涯规划 1.0 1 36 30 4 2

2 职业道德与法律 1.0 1 36 30 4 2

3 经济政治与社会 1.0 2 34 30 6 /2*17

4 哲学与人生 1.0 2 34 30 6 /2*17

5 体育与健康 3.0 1.2.3 136 16 120 /2*17 2 2 /6*5/①

6 语文 3.0 1.6 64 52 12 /2*17 /6*5/②

7 英语 3.0 1.6 64 52 12 /2*17 /6*5/③

8 计算机应用基础 3.0 1.6 108 50 58 /4*17 /6*5/④

9 数学 2.5 1.6 54 50 4 /2*17 /4*5/⑤

10 公共艺术 1.0 1 16 14 2 /2*8

11 历史 1.0 1 18 16 2 //2*9

小计（占总学时 21.1%） 20.5 600 370 230

专业

基础

课程

模块

12 医用化学基础 1.0 1 18 10 8 /2*9

13 生物学 1.0 1 16 10 6 //2*8

14 生物化学 2.0 1 34 30 4 /2*17

15 解剖与组织胚胎学 5.0 1 102 60 42 /6*17

16 生理学基础 3.0 2 54 40 14 4*9/2*9

17 病理学基础 3.0 1 54 40 14 4*9/2*9

18 病原生物及免疫学基础 2.0 2 34 28 6 /2*17

19 药理学 3.0 2 54 42 12 2*9/4*9

小计（占总学时 7.7%） 18.0 366 260 106

专业

核心

课程

模块

20 诊断学基础 4.0 2 72 36 36 8*9/

21 预防医学 4.0 3 72 60 12 4

22 内科学 2.0 2.3 162 124 38 /6*9 6

23 外科学 8.0 3 2 144 112 32 4 4

24 妇产科学 6.0 3 72 50 22 4

25 儿科学 4.0 3 72 50 22 4

26 保健学基础 4.0 3 72 56 16 4

27 传染病学 2.0 3 36 28 8 2

28 急救医学 2.0 3 36 20 16 2

小计（占总学时 21%） 36.0 738 536 202

专业

核心

方向

模块

29

社

区

保

健

全科医学 2 6 20 14 6 2*10/

全科医生岗位培训 2 6 20 14 6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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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乡

村

医

学

农村常见病 2 6 20 14 6 2*10/

农村常见疾病诊疗技

术培训
2 6 20 14 6 2*10/

小计（占总学时 3.3%） 8 40 28 12

专业

实践

模块

31 入学教育/军训 1.0 30 0 30 30*1/

32 社会实践（见习） 5.0 120 0 120 30*4 ⑥

33 实习前教育 1.0 30 30 0 1周

34 实习 60.0 1200 0 1200 40周

35 岗前理论强化 9.0 160 160 0 16*10/

36 毕业教育 1.0 30 30 0 /30*1

小计（占总学时 47%） 77.0 1570 220 1350

合计（占总学时 78.9%） 159.5 3314 1414 1900

拓展

模块

人文课 学校自定⑦ 2.0 34

专业课 学校自定⑦ 2.0 36

小计（占总学时 3.8 % ） 4.0 70 2

课程及学时由学校自定（课外

完成）
6.5

总计（实践学时占总学时 60.1%） 170 3384 1414 1900 30 30 30 26*10/28*5/30*1

拓展人文课程
1.心理健康 2.民俗与中国国情 3.应用文写作 4. 社会学基础 5.硬笔书法 6.演讲与口才 7.人与自然 8.中国地

理 9.美容与化妆技术 10.家政与生活技术 11.摄影技术 12.英语考级考试辅导 13.计算机等级考试辅导

拓展专业课程
1.中医护理 2.五官科 3.营养与膳食 4.康复医学 5.健康教育 6.医护英语 7 多元文化 8.遗传与优生

9.婴儿抚触与游泳 10. 母婴保健

毕业考核 1、实习单位考核 2、学校综合考核（含临床理论及实操）

备注：1、①②③④⑤标注，授课从第 10 周后开始。

2、标注⑥，第一学期至第三学期安排 4周时间见习。

3、标注⑦，任选课开课与学分计算：根据学生个性发展、学校办学条件以及就业岗位需要，由学校自主确定任选课

程及教学内容；任选课占总学分的10％，即17学分。任选课教学安排在正常课堂教学时间进行的占7学分，其余10学分

的课程可根据学校实际，安排在其它课余时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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