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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医学院

医学院发〔2019〕5号

浙江大学医学院关于印发《医学院

关于实施高水平教育教学成果奖

培育项目的通知》的通知

各系，各办，各附属医院，各临床医学院：

《医学院关于实施高水平教育教学成果奖培育项目的通知》

已经医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浙江大学医学院

2019 年 3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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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院关于实施高水平教育教学成果奖

培育项目的通知

各系，各办，各附属医院，各临床医学院：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新时代全

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关于加强医教协同 实施

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 2.0的意见》，总结医学教育教学实践中

形成的优势和特色，遴选出部分基础扎实、成效显著的成果进行

重点培育，形成一批国家级的教育教学成果，带动人才培养质量

的快速提升，特实施高水平教育教学成果奖培育项目，具体通知

如下：

一、申报条件

1. 申报的项目应遵循医学教育规律，紧扣国际、国内医学

教育发展趋势，聚焦医学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难点重点或教学前沿

问题，引领医学教育改革方向，在设计、论证和实施等方面具有

相应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属于国内首创。

2. 申报的项目要有鲜明的特色，方案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

性，围绕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改革实践，在更新教学

方式方法、提升教育教学管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实现人才培

养目标等方面具有突出的、为社会所认可的特色，在同类高校中

优势突出，有较强的应用推广价值。

3. 申报的项目有较好的研究与改革基础，应具备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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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1）原则上应为近 5年以来立项的省级、校级、院级教育

教学改革项目，内容存在交叉的项目可整合后申报。

（2）已获省级、校级教育教学成果奖，但近年又在已有研

究基础上进行了深入拓展并取得较大突破的项目。

（3）虽未经立项或未获成果奖，但已有一定的研究基础，

预期成果有较大推广价值与应用前景的项目。

4. 项目负责人应至少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具备较强的

教学研究能力和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曾参与院级及以上教学项

目（院校级前三，省级不限）或获得教育教学成果奖（院校级前

三，省级不限）；项目负责人应主持并直接参与教育教学成果的

方案设计、论证、研究和实践过程，并做出主要贡献。

5. 项目组成员年龄、职称、专业等结构合理、分工明确，

在成果完成过程中做出实际贡献；鼓励高层次人才加入研究团队。

二、组织管理

1. 学院每两年组织一次教育教学成果奖培育项目申报，每

次 20项，其中重点 5项，每项资助 5万元；一般 15项，每项资

助 3万元。各临床医学院、妇产科学院、儿科学院、口腔医学院

至少给予 1:1配套资助，其他院系建议根据情况配套资助。项目

申报于当年的 3-6月进行。

2. 项目申报采取各院系推荐申报与自主申报相结合的形式

进行。各院系要做好顶层设计，认真梳理教育教学方面形成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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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和特色，深入挖掘现有成果、潜在成果并进行融合，努力形成

成熟、大型的成果。鼓励跨学科、跨专业、跨院系联合申报，鼓

励与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或企业联合申报。

3. 对于立项的项目，学院每年将组织专家进行过程考核，

对于不合格的项目将取消培育资格并收回剩余资助。项目建设期

满，学院将组织验收，对于进展良好、成果丰富的项目将视情况

给予滚动支持。

三、培育要求

1. 调研学习。项目组要广泛开展高校调研，积极参加教育

教学成果奖相关的培训学习，了解本项目的优势和不足，明确目

标。

2. 补齐短板。项目研究过程中要坚持问题导向，着重围绕

项目存在的问题，制定针对性的解决措施，不断补齐短板和不足。

3. 材料凝练。从成果名称、框架体系、创新点提炼等方面

进行反复修改凝练，做好成果申报材料的梳理与升华。

4. 辐射推广。通过发表高水平教学论文、组织教师参加高

水平会议、组织学生参加高级别竞赛、在各类媒体上进行宣传等

方式，增强教育教学成果的影响力。

抄送：本科生院，研究生院，国际教育学院。

浙江大学医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9年 3月 15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