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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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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所有填报内容请按仿宋字体、四号字号、行间距 18-20磅

规范填写。

4. 请不要改变申报表格样式，保持申报书整体整洁美观。

5. 如涉及外文词语，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第二次出现时可

以使用简称。

6. 所申报内容应承诺不存在知识产权侵权等问题，如发生知

识产权侵权问题，一律后果由项目负责人及申报单位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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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建设团队

1.项目负责人情况

姓名 苏丽嬛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72.09

部门职务 护理学院副院长
专业技术

职务

副教授/
副主任医师

学历 本科 学位 学士 手机号码 13534932923
通讯地址

及邮编
广东省肇庆市端州区西江南路六号 526020

工作简历

（重点填写

与项目建设

相关的经

历）

1997.7-2004.4 在肇庆市妇幼保健院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

2004.5 至今在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从事妇产科学、助产

学等课程的教学与研究。2012 年通过培训考核获得育婴师

考评员资格，协助肇庆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在肇庆市开

展初、中、高级育婴师培训、考核工作，并担任肇庆市首届

育婴师技能大赛评委。2020 年通过培训考核取得 1+X 母婴

护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师资培训和考评员资格，然后连续多

年在学校开展 1+X 母婴护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中级）培训

和考核，被考核评价组织评为“优秀教师”。同时，协助学

校完成省教育厅的 1+X 母婴护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核成

本论证项目。

主要学术、

教研成果

（1）教学改革项目（省级以上标志性成果一览表）

项目名称 项目立项单

位

项目时

间

是否

结题

中央财政支持高等职业

学校提升专业服务产业

发展能力项目-助产专

业

中华人民共

和国

教育部 财政

部

2013 年 是

高职高专临床医学专业

实践教学体系的研究与

实践（教学科技成果奖

广东省教指

委

2016 年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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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广东省校内实训基地-助

产专业校内实训基地

广东省教育

厅

2019 年 是

广东省校外实践教学基

地-肇庆市第二人民医

院临床医学专业校外实

践教学基地

广东省教育

厅

2019 年 是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

划项目-参与式青春期

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的研

究与实践

广东省教育

厅

2019 年 是

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

奖:定岗培养、全科思维

贯穿的新时代基层临床

医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与实践（教学科技

成果奖一等奖）

广东省教育

厅

2020 年 是

（2）科研项目（省级以上标志性成果一览表）

项目名称 项目立项单

位

项目时

间

是否

结题

高职扩招下提升基层护

理人才学历教育的专业

核心课程教学改革与实

践

广东省教育

厅

2020

年

结题

中

以跨专业宣教实践活动

促进《妇婴保健》课程教

学改革

广东省教育

厅

2019

年

在研

大中专学生突发事件应

急能力科普教育平台建

设的研究

全国教育科

学规划领导

小组办公室

2016

年

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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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团队成员情况

序号 姓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单位 职务 职称

1 刘晓颖 女 1980.01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教师 讲师

2 李小梅 女 1979.04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教师 讲师

3 何泳思 女 1987.09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教师 讲师

4 温丰榕 女 1989.09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教师 讲师

5 杜 娟 女 1978.10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教师 副教授

6 郭雯雯 女 1985.03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教研室

副主任
副教授

7 郑 恒 女 1965.05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学院院长 教授

8 何志伟 男 1990.10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实验员 护师

9 欧少玲
女

1984.12 端州区妇幼保健院 护士长
副主任

护师

10
潘凯斯

女 1980.04 端州区妇幼保健院 副院长 主任医

师

3.项目团队分工及特色

本课题核心研究成员共 11名，融“校院合作、专兼结合”一体，团队成员分

工明确，具体如下：

（1）高级职称 6名，占一半以上，负责项目实施方案的制订和质量控制。

（2）2名成员为学校部门负责人，2 名为合作医院负责人和实施者，可提供

本研究的政策支持和经费保障。

（3）2名成员来自临床一线专家、技术能手，为我校兼职教师，有利于本课

题开展的实践指导。

（4）4名成员持有 1+X 母婴护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师资证书和考评员证书，5

名成员持有育婴师考评员证书，2 名成员持有 1+X 产后康复师资证书和考评员证

书，具有较丰富的 1+X 母婴护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和考评经验，为本项目技

术组的核心成员，负责融合现代产科服务体系项目的 1+X 母婴护理职业技能培训

的资源建设、技能培训评价标准的制定，同时，对培训师资和学员进行技术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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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单位

1.牵头建设单位

单位名称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单位地址 广东省肇庆市鼎湖区丰乐路 12号

单位联系人

姓名
喻昕 单位联系人电话 13376575188

单位简介

学校前身为创建于1958年的中山医学院肇庆分院。2004

年，经教育部批准，升格为目前广东省唯一的公办医学高等

专科学校。学校现有端州校区、鼎湖校区、新区校区 3 个校

区；开设以医学学科为主、覆盖医药卫生大类中的护理、临

床医学、助产等 18 个专业，公共管理与服务和食品药品与

粮食大类中各有 1个专业；拥有国家级骨干专业——临床医

学专业、国家级养老服务示范性专业护理学专业，拥有广东

省高水平专业群 4个、省级品牌专业 3 个、省重点专业 4个、

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7门；拥有直属附属医院 3所，拥有

1 个国家级康复治疗技术公共实训中心，1 个国家级基层公

共卫生与健康服务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基地，护理等多个省

级实训基地与实验室。学校拥有国家级中医学专业教师教学

团队 1 个，广东省教学创新团队 6 个，国家级中医临床技能

大师工作室 1 个；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2人、省级教学

名师 3 人。学校为广东省高职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医卫专业

委员会、广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医卫类专业委员会主任委

员单位、广东省卫生职业教育协会副主任委员单位。

学校于 2017 年获批肇庆市职业技能鉴定所，主要鉴定

的职业技能有：育婴师（初、中、高级）、妇婴护理、养老

护理员（初、中、高级）等。2019 年开始获批为 1+X 母婴护

理、老年照护、失智老年人照护等多个证书的试点单位和考

核站点。2020 年被评为“1+X 母婴护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优

秀试点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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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共建单位（如无可留空）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肇庆市端州区妇幼保

健院
事业单位 潘凯斯 13727238441

2

3

3.多元协同建设机制

（填写多个单位间的分工情况、项目参与情况和协同建设机制，如只有 1
个建设单位，此栏不填。）

肇庆市端州区妇幼保健院是学校的产业学院，校院强化“双元”主

体协同，形成共建共管的组织架构。本项目的开展秉承 “校企合作、协

同育人”的合作机制，通过校院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在 1+X 母婴护理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中融入现代产科服务体系项目，与临床实际紧密结

合，培养与职业岗位需求相适应的高素质助产专业人才。

（1）肇庆医学高专科学校：负责融合现代产科服务体系项目的 1+X

母婴护理职业技能培训的资源建设、技能培训评价标准的制定，组织开

展师资培训和学员证书培训与考核。

（2）肇庆市端州区妇幼保健院：参与融合现代产科服务体系项目的

1+X 母婴护理职业技能培训的资源建设、技能培训评价标准的制定，使培

训标准紧跟时代要求、行业需求。参与项目实施，并结合医院人才需求

情况，订单式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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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基础

（主要根据项目申报条件条理撰写，限 1页面）

（一）培训根基深

1．培训经验丰富 学校是肇庆市妇婴护理、养老护理员等职业技能鉴

定所，职业技能培训及鉴定经验丰富。至今，在教育部 1+X 证书制度的指

导下，学校开展了 1+X 母婴护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工作，共培养 300

多名学员，全国统考通过率达 97%以上。2020 年被评为“1+X 母婴护理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优秀试点院校”，两名教师被评为“优秀教师”，两名教师

被评为“优秀考评员”，为本项目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培训场地宽裕 学校新建母婴护理实训中心 1 个，拥有完整的实训

教学场地和实训设施设备，能同时满足 200 人及以上学员开展实训。学校

职业技能鉴定所理论考室共 8个，理论考核和技能操作考核场所全部按省、

市职职业技能鉴中心的鉴定考核场所要求，配备视频监控系统。

（二）项目开展资源充足

1.培训师资合理 项目实施团队结构科学合理，“校企合作、专兼结

合”，由学校统筹，在护理学院指导下，由助产专业带头人全面负责、协调

项目开展，项目实施人员包括学校专职老师和临床一线行业专家，团队成

员职称和年龄结构合理，分工明确，执行力强。

2.培训资源较完善 学校紧跟时代需求，前期已开展现代产科服务体

系及母婴护理相关职业技能需求调研，根据调研结果，结合助产士、产科

护士职业岗位的工作过程，对应技能等级标准、培训标准和考评标准，完

成了融合现代产科服务体系项目的母婴护理证书培训和考核的资源建设。

包括培训教材、课件、操作视频及题库等。

3.培训制度齐全 学校制订了一整套的技能培训指导方案，包括培训

指导方案、考试实施办法、考评站管理办法、考评员管理办法、考评质量

督导办法、证书管理办法等相关制度。在培训指导方案中对证书培训对象、

培训目标、就业面向等均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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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设目标

（结合项目申报指南的建设目标进行撰写，条理列出，其中应有部分指标

为量化可考量指标，限 1页面）

建成目标明确、内容实用、方式创新、团队合理、成效显著、特色鲜

明的校院合作 1+X 证书职业培训项目，结合职业岗位需求提高 1+X 证书职

业培训质量、丰富职业培训资源、扩大职业培训规模、提升社会服务能力。

1.组建 1 支专兼结合的师资队伍，采用工作坊培训模式，制定技能培

训标准和评价标准，提高 1+X 证书职业培训质量。师资队伍由学校专职老

师和临床产科、助产一线行业专家组成。专兼结合，采用工作坊培训模式

进行技能培训，并结合 1+X 证书和现代产科服务临床实际要求，制定技能

培训标准和评价标准。

2.建设 1个融合现代产科服务体系项目的 1+X 母婴护理职业技能培训

的资源库。在原 1+X 证书资源建设上，融合现代产科服务体系项目资源，

包括包括培训教材、课件、操作视频及题库等，丰富职业培训资源。现代

产科服务体系是以“母婴及其家庭为核心”的一套从备孕开始到产后 42天

的连续性产科服务模式，突出整体性、连续性、个性化服务，与临床及社

会需求紧密结合，项目包含十大技术服务模块：（1）现代产科服务体系理

念；（2）助产士门诊；（3）孕妇学校；（4）产时导乐；（5）温柔分娩助产

技术；（6）母乳喂养；（7）产后恢复；（8）婴幼儿水育；（9）现代产科与

环境；（10）创伤平复。

3.进行项目推广，对基层医疗单位或月子中心等相关行业人员培训，

扩大职业培训规模。通过培训，提高母婴护理服务技术，拓宽社会人员的

就业途径。

4.把现代产科服务体系理念和技能融合在 1+X 证书职业培训中，通过

订单式培养，提升社会服务能力和就业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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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项目建设方案

（主要结合项目申报指南的建设内容和项目实际实际情况进行撰写，可按

扩充页面）

（一）以提升妇婴健康服务能力，促进母婴健康为培训项目目标。《“健

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提到要“实施母婴安全计划，提高妇幼健康水平”。

母婴健康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随着生育政策的调整和围产医

学的发展，母婴护理作为社会需求较大的行业，要求更高职业素养与职业

技能的母婴护理工作者。

（二）1+X 母婴护理和现代产科服务体系项目内容相融合，优化培训

内容。随着的社会发展，为促进母婴满意和安全，在临床实际中推广以“母

婴及其家庭为核心”的现代产科服务体系理念和技能。因此，在传统的 1+X

母婴护理职业技能培养中需融合现代产科服务体系项目，拓展、补充新知

识、新技能，优化培训内容。建设融合现代产科服务体系项目的 1+X 母婴

护理职业技能培训的资源库。在原 1+X 证书资源建设上，融合现代产科服

务体系项目资源，包括包括培训教材、课件、操作视频及题库等，丰富职

业培训资源。

融合的现代产科服务体系项目内容主要有：1.助产士门诊孕妇管理；

2.孕妇学校孕期保健；3.产时导乐温柔分娩；4.产后康复技术；5.新生儿

呵护技术。

（三）采用工作坊培训模式，创新培训形式。工作坊培训模式强调“以

学员为主体、突出实践活动、多种学习方式并存”，有助于促进学生的知识、

技能和素养，提高培训质量。同时，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制作技能培训视

频，方便学员自主学习。

（四）加强专兼结合的师资队伍建设。项目由学校助产专业带头人全

面负责，主持、推动项目建设和不断完善。通过校院协同育人，培训指导

老师由校院专、兼职教师共同担任，成立 1+X 证书工作坊培训小组。工作

坊培训小组由医院具有助产工作经验、较强的沟通能力、教学能力和管理

能力的一线助产士和学校具有较强教学能力、临床实践能力的多名教师组

成，其中１名教师担任组长，负责管理工作坊，其余教师和助产士，结对

负责各模块教学。开展集体备课和外出学习等教研活动，加强师资队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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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五）建立项目培训成效跟踪机制。跟踪并分析 1+X 证书考核通过情

况和学员就业情况，根据反馈结果不断完善培训内容，不断提高培训学员

的证书通过率、就业率和就业质量。

（六）推广应用。本项目通过校院协同育人，结合职业岗位需求和社

会实际需要，在 1+X 证书培训中融合新理念和新技能，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和实用性，可在同类院校推广。同时，对基层医疗单位或月子中心等相关

行业人员培训，扩大职业培训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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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目创新

（条理列出，限 1页面）

1.结合区域临床和社会实际需要，在 1+X 证书培训中融合现代产科服

务体系新理念和新技能，提高职业岗位能力，提升妇婴健康服务能力，促

进母婴健康。

2.深入贯彻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机制，建立专兼结合师资队伍，订单式

人才培养，提高就业率和就业质量。

3.改革传统的培训模式，采用工作坊培训模式。工作坊教学模式能充

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学生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理论知

识和操作技能，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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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项目推广价值

（条理列出，限 1页面）

1.在传统的 1+X 证书培训中融合现代产科服务体系新理念和新技能，

提升妇婴健康服务能力，促进母婴健康。助力“健康中国 2030”。

2.改革传统的培训模式，采用工作坊培训模式，提高职业培训质量。

3.建立融合现代产科服务体系项目的 1+X 母婴护理职业技能培训的资

源库，丰富职业培训资源。

4.项目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实用性，省内同类院校可在开展 1+X 母婴

护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培训中参考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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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建设步骤及时间进度安排

（限 1页面）

时间 研究内容 实施方法

2023.01~

2023.03

进一步明确融合了现代产科服务体系的

1+X 证书职业技能培训内容

召开助产专业行

业专家座谈会、

到医院调研

2023.4~

2023.06

融合现代产科服务体系项目的 1+X 母婴

护理职业技能培训的资源库建设。

校院合作，学校

信息技术中心协

助

2023.7~

2023.8

工作坊培训模式的实施方法，师资培训和

工作坊场地准备。

召开助产专业行

业专家座谈会，

组织培训

2023.09~

2023.11

组织实施 1+X 母婴护理职业技能培训与

考核。

采用工作坊培训

模式进行

2023.12 总结经验。跟踪并分析 1+X 证书考核通过

情况和学员就业情况，根据反馈结果不断

完善培训工作。撰写总结报告或论文。

跟踪调查 ，召开

项目研讨会

2024.01~

2024.12

1.在省内各同类院校进行推广。

2.拓展培训规模，对基层医疗单位或月子

中心等相关行业人员培训。

座谈会、交流会，

组织培训



— 13 —

九、建设单位保障机制

（限 1页面）

（一）制度保障

在《学校规章制度》第三卷第七部分中设有《继续教育管理制度》，具

体包括成人高等教育学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成人高等教育学分制管理暂

行规定、成人高等教育教学管理规定、成人高等教育学生考试与监考管理

规定、成人高等教育学生违纪处分规定、成人高等教育学生考试违规处理

规定等，结本项目的开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经费保障

学校是广东省高职教育医学卫生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单

位、广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医卫类专业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广东

省卫生职业教育协会副会长单位，高度重视科研工作和继续教育工作，设

有专门的科研管理部门和继续教育管理部门，有完善的教科研项目管理办

法，对市厅级以上的课题给予资金配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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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经费筹措及预算安排

（限 1页面，包括总经费预算、经费来源、经费安排等）

支出项目 金额（万元） 经费来源

总经费预算 10

1.网络资源建设和维护费 5 学校自筹

2.调研、会议费 0.5 学校自筹

3.专家咨询费 1 学校自筹

4.论文发表费 1 学校自筹

5.师资培训费 1 学校自筹

6.图书、资料印刷费 0.5 学校自筹

7.培训物资购置费 1 合作医院提供

十一、其他说明

（如没有可留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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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推荐单位意见

（通过地市教育局、教指委或有关行业协会推荐的项目须由推荐单位填写推荐

意见。）

单位名称（公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