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中医药职业教育“大学习大调研大落实” 

研究课题申报指南 

     

一、研究领域 

    （一）重点课题 

    重点课题着重围绕中医药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中前瞻性、战略

性的重大实践问题，以中医药健康服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为核心，

开展综合性、实证性研究分析及比较研究，研究成果力求具有决策

参考及实践应用价值。参考选题如下： 

    1．中医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包括医教协同 3+2、

中职一高职一应用本科衔接、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等） 

    2.中医药健康服务人才供需平衡机制研究 

    3.中医药职业技能终身培训体系建设研究 

    4.中医药职业技能鉴定体系建设研究 

    5.中医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双证书”制度建设研究 

    6.中医养生保健服务人员基本知识和技能规范研究 

    7.中医药职业教育教师素质提升研究 

    8.“互联网牛”下中医药职业教育教学资源建设与教学模式改革

研究 

    9.中医药职业教育集团运行机制研究 



    （二）一般课题 

    重点面向一线教师和一线教育管理人员。要求以社会需求和学

校发展的现实与未来需求为指导，紧紧围绕中医药职业教育教学改

革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尤其要结合本单位或本专业领域的特点进行

选题，开展多样化、个性化、特色化的教改项目研究，力求以研究

推进学校教育改革和教育实践。 

    二、课题负责人条件 

    （一）课题负责人必须是中医药高职高专院校及中等中医药职

业学校在职人员，其中，重点课题负责人须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

术职务，一般课题负责人须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年龄均不

超过 58岁。 

    （二）课题负责人必须真正承担课题的组织、指导和实施工作。 

    三、申报数量 

    各单位申报的重点课题不超过 l 项，一般课题不超过 2 项。 

    四、课题经费来源及研究周期 

    （一）课题经费来源 

    采取国家、单位和社会多渠道筹资的形式，保证课题顺利完成。 

    （二）课题研究周期 

    重点课题研究期限为 2—3年；一般课题研究期限为 1年。 

    五、课题申报与立项程序 

    （一）本课题的组织申报及初审工作由各单位进行，并在规定



时间内将通过初审的课题排序上报。 

    （二）全国中医药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织专家对推荐申

报的课题进行差额终审，择优确定重点课题和一般课题。 

    六、课题管理与要求 

   （一）本课题的研究周期从发文公布之日开始，课题负责人要严

格按照课题申报表中所填报的研究内容和进度开展研究工作。立项

的课题由全国中医药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织专家进行中期检

查、结题验收及成果鉴定。 

   （二）所有课题原则上必须在规定期限内结题验收，对无正当理

由未能按时完成课题研究任务或未能达到课题申请书预期研究目标

的，课题负责人原则上 2 年内不得重复申请研究课题。 

   （三）重点课题必须在全国核心期刊上发表 1篇以上与课题高度

相关的论文；一般课题在结题时应形成结题报告，并撰写具有公开

发表水平的学术论文，末达到以上要求的立项课题将不予结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