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填 表 说 明 

  

1.申报资格： 

（1）全日制本科高校在职教师或在校学生； 

（2）原则上不接受之前已获得过同类项目资助的重复

申报。 

2.有关项目内容、具体要求和说明请参考项目申报指南。 

3.项目负责人填写的内容由所在单位负责审核，所填内

容必须真实、可靠。 

4.申请书由项目负责人填写并手写签名，报送所在高校

主管部门审查、签署意见并盖章后，将扫描文件上传到项目

平台（http://cxhz.hep.com.cn）。 

  

  

  

  

  

  

  

  



项 

目 

概 

况 

项目名称 面向新医科的医用物理类“双师型”教师素质能力提升探讨 

项目类型

（单选） 

□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项目 

□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项目 

√师资培训项目 

□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项目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项目 

□创新创业联合基金项目 

起止年月 2022.9-2023.9 

项 

目 

负 

责 

人 

姓名 许贺菊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81.01 

职务/职务 教师 最终学位 博士 

所在学校及院系 理学院 

邮政编码 063210 

电话 15531516919 

教学研究

工作情况 

（限 3项） 

起止时间 项目名称 项目级别 

2019.9-2021.

6 
基于 OBE 理念的引导探究式医用物理学

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校级教改课题 

2018.01-202

0.05 
以提升学生创新能力为目标的大学物理

科学方法教育的教学改革与实践研究  

校级重点教改

课题 

2012.01-201

4.01 
医用物理学课程特色研究与教材建设，  

校级教改课题 

华北理工大学

教学成果三等

奖 

项 目

主 要

成 员

（ 不

含 项

目 负

责人） 

姓名 职称 主要任务 签名 

高永春 教授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能力培训  

宋丽华 教授 实验设计与教学技能培训 
 

张冬梅 讲师 实验设计与教学技能培训  

李小玉 讲师 资料整理与实验准备  

项目相关背景和基础介绍 



 

华北理工大学理学院拥大学物理实验省级教学示范中心和应用物理实验室两个

实验教学平台，大学物理实验中心担负着全校各专业的大学物理实验、医用物理实验、

医用电子学实验和应用物理专业的普通物理实验课程，应用物理实验室作为应用物理

专业的一个实践窗口，担负着应用物理专业的影像物理实验、传感器实验、辐射剂量

与防护实验、放疗计划系统设计等实验课程，同时还承担着本院和冀唐影像专业的影

像物理实验课程。 

当今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发生了转变，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人工智能的崛起，

人们的生产、生活更加自动化、智能化，面对各种机械化的工作，智能计算机的能力

远超人类。一些常规的依赖于机械劳动的传统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逐渐消失，被自动

化、智能化所取代。人的大脑对知识的存储和计算机相比，相信绝大部分学霸都很难

战胜计算机。传统的应试教育所培养出来的机械劳动力在和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岗位

竞争中处于劣势，为了适应新时代对创新人才的多样化需求，如何在现代教育中推行

以培养应用创新能力为中心的素质教育，是当今社会的新要求，也是教学研究的重要

课题和教育工作者所肩负的重大责任。 

在实验教学中，建设一支学历、职称层次和年龄结构合理，实验教学和理论教学

相互通，教学、科研和实验技术相兼容，核心骨干相对稳定的实验教师队伍是提高专

业建设水平和人才培养目标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教师应该知识面宽，思维想象力丰

富，富有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能够从事独立的科学研究和教学研究。教师不仅要熟

悉教学设备的操作使用，还要了解掌握仪器设备的原理，具备一定的设备维修调试的

能力；不仅要能够指导学生完成实验，还要具备设计和开发实验项目的能力；在当前

疫情环境下教师还要摆脱实验条件和仪器设备的硬件限制，熟悉信息化、智能化科技

发展的产物的虚拟仿真实验的设计与实现的能力。 

在新医科背景下，面对新的创新和应用的培养目标，“双师型”师资队伍的建设在

实验教学中显得尤为的重要。浙江高联电子设备有限公司属技术创新性企业，长期从

事实验项目的设计与研发，因此，通过协同育人校企合作的师资培训项目，将开展课

程研讨、技术培训方面的工作，共同完成“双师型”教师素质能力提升计划。 

 

 

 

 

 



项目的特色和亮点 

 

1. 依托企业在设备制造、调试和维修方面的成果积累，对高校教师进行仪器设备

原理和设备维修调试方面的培训，使教师不仅仅熟悉教学设备的操作与使用，实验中

遇到实际问题时更提高教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依托企业在实验设计与研发方面的技术基础，对高校教师进行实验设计和实验

开发等的培训，了解应用需求，提高教师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进而推进人才培养

模式改革，重视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完善人才培养方案，不断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 

3.依托企业虚拟仿真实验技术平台的优势，对高校教师进行虚拟仿真实验的设计

与开发的培训，使教师在教学中能够向信息化、智能化方向发展。适应当前疫情新环

境。 

4.依托该项目的课程培训，提高教师的教研能力和科研能力，以教学中的问题促

科研，以科研促进教学广度和深度的提升。 

 

项目建设目标 

 

1.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完成物理教师在实验教学之中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的提升。 

2. 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完成物理教师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提升。 

3. 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完成物理教师在实验教学之中对信息化、智能化的虚拟仿

真实验的应用能力提升。 

 

项目建设内容和实施路径 

 

1.深入挖掘学校医工融合的优势，依托企业在设备制造、调试和维修方面的成果

积累，开展培训，提高教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深入挖掘学校医工融合的优势，依托企业在实验设计与研发方面的技术基础，

开展培训，促进教师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提升； 

3.深入挖掘学校医工融合的优势，依托企业在虚拟仿真实验技术平台的优势，开

展培训，引导教师对信息化、智能化的虚拟仿真实验的设计及相关应用技术的理解和

运用。 

 



项目预期成果 

 

1.按照培训计划完成师资培训内容。 

2.加强教师对仪器设备的熟悉和理解程度，提高教师的动手能力和解决实验中出

现问题的能力。 

3.启发教师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并将其应用到创新人才的培养。 

4.提高教师运用信息化、智能化手段进行教学的能力。 

5.完成研究报告或教学研究论文 1 篇。 

 

 

项目实施计划 

 

第一阶段： 2022.9-2022.10，与企业协商师资培训具体安排、培训内容等。 

第二阶段：2022.10-2022.12，开展对实验教学设备维护、调试和使用的相关培训。 

第三阶段：2023.1-2023.3，开展实验设计和实验开发等的技能培训。 

第四阶段：2023.4-2023.6，开展虚拟仿真实验的设计与开发的相关培训。 

第五阶段：2023.7-2023.9，结合培训内容，思考教学改革方向，撰写结题报告，

完成项目结题。 

 

 

经费使用规划 

 

预计组织师资培训 10人次，每人次 2000 元，共计 2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