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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0 年取得的教学改革成绩和亮点

自立项以来，在机制建设方面，本组织在学院的领导下，严格规范管理，除

了遵照学校现行的规章管理制度外，还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包

括专任教师岗位职责、开放实验室管理办法、仪器设备管理办法和虚拟仿真实验

课程管理办法等，并严格执行，为本组织的良好运行提供了制度保证。在队伍建

设方面，本组织有教授 9 人，副教授 18 人，实验教师 8 人。实验指导教师的学

历结构合理，博士研究生比例 90%，专职实验教师研究生比例 75%。分别对人体

解剖虚拟仿真实验室、医学电子信息虚拟仿真实验室、生理信号检测与处理虚拟

仿真实验室、医疗仪器原理与设计虚拟仿真实验室、虚拟仪器实验室、医疗仪器

结构设计虚拟仿真实验室、3D 打印与数字医疗创新实验室等 7 个特色鲜明的虚

拟仿真实验室实施责任制管理。在教学规范方面，本组织定期组织教师进行教学

研讨、总结，及时发现并纠正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积极开展教育教学方式的改革。

通过组织教师申报各类开放实验项目和实验技改项目，促进青年教师改进实践教

学方法、提高实践教学效果。按照教学计划安排，实验教学中心在学期末分别组

织实验指导教师对本学期的实验课程完成情况进行总结、并熟悉下一学期实验的

题目和任务，形成良好的学习交流氛围，通过传帮带机制提高青年教师的教学水

平。在教学研究方面，本组织鼓励教师参加各类有助于教师业务水平提升的培训，

资助教师参加教学改革会议。多次组织教师到华中科技大学、重庆大学等高校调

研学习，为提升生物医学工程实践教学效果，邀请了深圳大学倪东教授来学校做

专题报告。积极组织教师申报省级、国家民委和校级教研项目，发表教研论文。

在教学改革方面，组织骨干教师将虚拟仿真技术运用到电子类医疗仪器类课程中

去，并承担学生学科竞赛的培训和指导工作。指导学生申请大学生创新项目立项

10余项，指导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或省级以上奖励 10 余项，指

导学生参加“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或省级以上奖励 20

余项。经过实践，参与上述竞赛的学生工程能力得到明显提升，在研究生推免、



升学和就业受用人单位青睐。同时加强了实习实践基地建设，积极申报国家专项

资金用于实验室更新改造，加强了医学仪器类课程建设和实践基地建设。

2. 2020 年尚存的问题

在教学改革方面，还需进一步开展教研项目的成果转化，本着“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进行与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在已有

深圳蓝网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安科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的基础上，深挖潜力，

在人工智能领域进一步拓展科研开发、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同时还需广泛地与

医疗机构开展合作，获取设备、资源等方面的支持。在教学研究方面，面对疫情

防控新形势，还需进一步推广虚拟仿真理论和实验教学新模式。同时鼓励教师积

极参与线上的教学研讨、总结会议，线上完成发现并纠正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线

上开展教育教学方式的改革。在教学规范方面，同样针对疫情防控形势，积极推

广慕课等线上课程新模式，同时组织教师进行讨论和总结。对于采用虚拟仿真形

式进行的实验课程，应积极开展老师与同学共同的大讨论，及时进行总结和完善。

同时如何坚持“以人为本”，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作为根本任务。进一步完善实

验室建设、规范实验室管理，保障专业实验教学任务和大学生课外科技创新活动

的顺利开展。如何进一步提高管理人员素质，提高对实验教学的认知和责任心。

3. 2021 年建设规划

以“智能医学工程”卓越班建设和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为契机，对生物医学工

程虚拟仿真发展现状进行调查分析、了解行业对生物医学工程虚拟仿真专业人才

的需求现状，并分析应用型本科生物医学工程虚拟仿真人才的知识、素质和能力

构成，构建应用型生物医学工程虚拟仿真人才的实践课程体系。

围绕“新工科”建设的新理念、新模式、新质量、新方法和新内容对现有的

实践教学体系进行完善和改进，紧扣学科前沿，突出专业特点，探索持续改进实

践教学质量、提高实践教学效果的措施方法。建立多层次、多模块相互衔接的创

新实践教学体系，跟新实践教学内容，加强实践教学设施建设，改进教学手段和

方法，建立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评价体系。

加强本科生虚拟仿真创新创业教育，以组织教师指导学生参加“挑战杯”大

学生创业大赛等创新竞赛为契机，探索在虚拟仿真领域的“科教，产教”融合、

协同育人新模式，努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工程能力的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