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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基础医学院 2023 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兰州大学基础医学院积极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围绕国家有关基

础学科人才培养和医学创新发展的目标，推动基础医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建设

循证医学微专业和新药创制（靶向诊疗）微专业，构建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模

块化进阶式课程体系，推进“医学＋X”多学科背景的复合型基础医学拔尖创新人

才培养，探索基础医学专业建设的新路径，持续提升基础学科人才培养能力和质

量。

一、本科教学基本情况

（一）基础医学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当代医学教育及医学科学研究所需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

较强的岗位胜任能力，兼具宽广的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的高水平、创新型、复合

型基础医学精英人才。

（二）基础医学专业设置

基础医学专业开办于 2019 年，2021 年获批建设甘肃省基础医学拔尖学生培

养基地，2022 年获批甘肃省一流专业建设点，学院坚持先进的育人理念，构建

本研贯通一体化培养模式，为本科生配置优秀师资，实施导师制、小班化、个性

化，旨在培养能够从事医学教育及医学转化研究的拔尖人才。

（三）在校学生情况

学院现有普通本科生 116 人，硕士研究生 187 人，博士研究生 105 人。在校

生总数 408 人，普通本科生占在校生总数的 28.4%，本科教学师生比为 1.19。

（四）本科生源情况

2023 年，学院录取来自 11 个省份本科生 34 人，分别为甘肃 9 人，安徽 2

人，山西 4人，四川 2人，广西 3人，贵州 2人，云南 3人，河南 2人，江西 2

人，陕西 2 人，新疆 3人，其中男生 20 人，女生 14 人，男女比例：1.4:1。学

院积极推进基层医学拔尖学生培养，招生基础医学拔尖班学生 14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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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师资与教学条件

（一）师资队伍情况

学院现有教学科研人员 139 人，其中专任教师 124 人，青年研究员 5人，博

士后 10 人；实验技术人员 26 人，党政管理人员 9人。专任教师中教授 29 人，

副教授 45人，讲师 50人，获得博士学位者 92人，占教学科研人员总数的 74.19%。

图 1 基础医学院师资队伍情况

学院拥有中国工程院院士 1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含青年学者）

3 人，“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领军人才 1 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获得者 1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 1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含

跨世纪）4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5人，甘肃省领军人才 6人，甘肃省“飞

天学者”4人，甘肃省“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获得者 4人，“萃英讲席教授” 7

人，甘肃省“333”、“555”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员 9人，甘肃省教学团队 3

支，甘肃省创新创业教育教学团队 1支。

（二）学院为医学各专业开课情况

学院为医学 7 个学院，13 个专业开设专业基础理论课、实验课，其中春季

学期共开设课程 105 门，531 门次，理论课共 72 门，235 门次，实验课共 33 门 ，

296 门次；秋季学期共开设 101 门课程，513 门次，理论课 72 门，209 门次，实

验课 29 门，340 门次。

学院共为本科生授课 36,034 学时，其中理论课 17，470 学时，实验课 18,564

学时，本科生课后辅导答疑 7,978 学时,专任教师年均工作量 354.8。实验教学

总人时数为 436,867，实验技术人员年人均工作量 16,802.6 人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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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础医学院为医学各专业开课情况

2022 年，学院共有 124 名专任教师和部分实验技术老师参与讲授本科生课

程。本科生授课教师中共有教授 29 名、副教授 45 名，讲师 50 人，教授开课率

100%（见表 1）。

表 1 基础医学院教师 2022 年度承担本科生课程情况一览

教师 教授 副教授 讲师

总

人

数

任

课

人

数

任课教师

占其总数

的百分比

总

人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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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人

数

任课教

授占其

总数的

百分比

总

人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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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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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课副教

授占其总

数的百分

比

总

人

数

任

课

人

数

任课讲师

占其总数

的百分比

124 124 82.67% 29 29 100% 45 43 95.56% 50 50 96.61%

（三）教学经费投入情况

2023 年下达教学业务费(820811)总计 33.24 万，2023 年总计支出 13.66 万

元；2023 年下达实验与实践费(820802)总计 109.58 万元，2023 年总支出 97.74

万元；2023 年本科教学经费-专项标本费(820804)总计 300 万元，合计 2022 年

余额共计 300 万元，2023 年总支出 216.86 万元;2023 年教学用动物款，由于动

物款一般在期末一次性支付，故我院未能及时将动物款转付，目前结余的金额已

于 2024 年 3 月 63.82 万元转付成功。学院还积极通过中长期贷款、教改专项经

费投入改善硬件和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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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基本条件

基础医学院立足人才培养目标，提升实验实践教学条件，更新实验实践内容，

推动教学改革，现有基础医学实践教学平台、新医科本科创新平台、基础医学实

验教学示范中心、学院依托甘肃省基础医学实验教学中心，中心下设人体解剖学

实验室、医学机能学实验室、医学形态学实验室、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实验室

四个平台，教学专用实验室 5,304 m
2
。承担着全校临床医学、临床医学（农村订

单定向）、基础医学、麻醉学、医学影像学、医学检验学、护理学、预防医学、

公共卫生事业管理、口腔医学、药学、儿科学、临床药学共 13 个专业的 62 门

实验课。

三、教学建设与改革

（一）专业建设

2023 年，基础医学院以新医科为统领，通过建设“一主一辅二微“四个专

业，以基础医学专业为核心，应用心理学辅修专业和循证医学微专业和新药创制

（靶向诊疗）为延伸的专业体系。

基础医学专业 2022 年获批甘肃省一流专业建设点，2023 年学院完成 2023

版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通过走访西安交通大学、中南大学、南方医科大学、中

山大学等，形成新版培养方案，方案围绕学院“十四五” 发展规划提出的专业

建设目标，构建以基础医学整合课程为核心，以分子医学与多肽药物创制、脑科

学与脑疾病、感染与免疫、肿瘤生物学、医学生物信息学与数据科学为重点方向

的核心课程体系，融合全程科研能力训练，持续提升基础医学专业的育人能力。

应用心理学（医学心理学方向）辅修专业于 2021 年正式启动招生，本学年

完成了首批 14 位同学的毕业，并顺利拿到辅修学士学位。循证医学微专业是学

院探索针对特定学术领域构建学科与专业融合、产学研用协同发展的有效探索，

目前合计招生 65 人。新药创制（靶向诊疗）微专业是学院开展精准医学、新药

研发的重要探索途径，目前完成首批 60 位同学的录取与授课。

（二）课程建设

基础医学院 2022 年度承担了医学 7 个学院 13 个专业 2000 多名学生的 540

门次授课任务，针对课程多、专业多、学生多的特点，学院倡导根据学生专业特

点因材施教，实现学生个性化培养，以“金课”支撑专业发展和学科建设。

2023 年深化教学改革，不断提升课程质量。2023 年度学院有 8门课程获甘

肃省级一流课程、兰州大学校级一流课程，占全校的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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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基础医学院 2023 年省级一流课程一览表

课程类型 课程名称 单位
课程负责

人

线上一流课程 临床科研思维训练与方法 基础医学院 田金徽

线上一流课程 循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基础医学院 李秀霞

线上线下混合式

一流课程
消化系统 基础医学院 王晨昱

线下一流课程 病原生物学 基础医学院 韩俭

线下一流课程 心血管系统 基础医学院 蔺美玲

线下一流课程 医学免疫学 基础医学院 谭继英

社会实践一流课

程
应用心理学实习 基础医学院 乔昆

虚拟仿真实验教

学一流课程

心瓣膜病的血液动力学改变及

心脏变化
基础医学院 李红芳

（三）教材建设

学院积极开展教材工作，及时跟进教材使用反馈、更新新版教材，严把教材

选用关，建立学院教材编、选、审、用工作制度。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十四五”

规划教材《循证医学(第 4 版)》编委会、《病原生物学》（第 5 版）编委会、定

稿会，十四五规划教材《局部解剖学》编委会在我院召开，进一步扩大了学院影

响力。

图 3 基础医学院教师主编或参编教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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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践教学

学院新建“兰州大学-甘肃省康复中心医院教学实践基地”和“兰州大学西脉

公司教学实践基地”2个校级实践教学基地，有利的推动了基础医学专业、循证

医学微专业和新药创制（靶向诊疗微专业）的建设和发展。通过实验条件不断改

善，增加之前因时间限制和条件限制不能开展的一些新实验。新增更新实验教学

项目，后续将硬件提升和持续优化实验教学内容相结合。积极组织辅修专业学生

参加教育部高等学校心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举办的全国高校心理学专业

本科生创新创业论坛和心理教师的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五）教学改革

围绕基础医学理论教学体系及实践教学体系建设，开展 PBL教学，培养学

生批判性思维能力，优化管理制度和管理流程。通过数字技术赋能可视化“教、

学、管、评”多环节，着力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和科学研究能力，助推个性化的

基础医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将循证医学理念和最新方法学应用到高质量的本科

教学工作中。韩俭负责的病原生物学教学团队获甘肃省省级教学团队；田金徽

负责的《培养循证研究能力·冲击实践价值——循证医学微专业课程建设与教

学改革》,蔺美玲负责的《以学习者为中心探索《医学机能学实验》进阶式模块

化课程建设构建课程体系》获甘肃省教学成果培育项目，王敏负责的《基础医

学拔尖创新人才“进阶分层+专创融合+创新交叉”实践教学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获甘肃省创新创业教育改革项目。

图 4 近五年基础医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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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业培养能力

（一）人才培养特色

基础医学院围绕“拓展人文素养、培养科学精神、鼓励学科交叉、跟踪学科

前沿”的育人理念，从育人和育才两个方面，优化基础医学人才培养模式。以临

床问题为中心：基础医学院开展基于器官系统课程整合强调将临床问题作为学习

的核心，倡导解剖形态学、功能学、病原学与免疫学等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融

合，以促进学科间的交叉发展，通过建立针对临床问题的基础研究平台和中心，

基础医学教育极大地发挥了转化医学的作用，注重在优化综合素质教育的基础上

进行人才培养，旨在培养学生的全面能力。

（二）教师专业发展

学院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建设兰州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基础医学院分中心

开展举办了基于知识图谱构建基础医学教学管评测研讨会、医学机能实验室新设

备与实验技术培训、五类一流课程申报资料进阶凝练与成功案例剖析专题培训、

基于知识图谱的 AI基础医学课程建设工作坊、暑期学校“生物医学大型仪器原理

及其在科学研究中的应用培训班”、以教学创新为主题的经验交流分享活动，搭

建教师发展和学生成长平台。学院教师韩俭获国家教师创新大赛三等奖、甘肃省

教师创新大赛一等奖。王德贵获宝钢优秀教师奖，王晨昱获甘肃省青年教师成

才奖，王德贵获兰州大学隆基教学名师，马彬获兰州大学隆基教学骨干奖，蔺

美玲、王敏、王晶宇获兰州大学隆基教学新秀奖，石学睿获兰州大学本科教育

教学组织管理奖。

（三）创新创业教育

学院以“探索新医科建设路径，促进医学学科和人文、信息、理工各学科的

交叉，树立大健康的医学教育理念，提升医学人才培养质量”为目标，基础医学

院于 2019 年启动筹建新医科创新平台。以平台建设为基础，以本科创新交叉项

目为抓手，面向全校本科生设立“兰州大学新医科本科交叉创新训练计划”项目。

项目申报要求项目团队成员为来自不同专业的本科生，鼓励医工、医理、医文等

多学科交叉组建项目团队。学院举办了第九届全国大学生基础医学创新研究暨实

验设计论坛兰州大学校赛，来自基础医学院、临床医学院、口腔医学院、药学院

52 支队伍 200 多名学生参加，本赛事自 3 月开始，历时 2 个月，分初审和决赛

两个阶段。全国决赛中来自兰州大学基础医学院、第一临床医学院、第二临床医

学院、药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的 5支队伍取得一金一银三铜的成绩。兰州大学获

得本科组高校优秀组织奖。此外，学院针对性开展了执业医师考前培训和系列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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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答疑活动。

（四）思想政治教育

基础医学院立足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始终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

理念，围绕“思政工作依靠全员，思政工作服务全员”的工作思路，不断探索“心

理育人”工作机制，建立“表达性艺术心理咨询与教育研修中心”。立足学科特

色，有机凝聚全员，探索“全员育，育全员”机制，努力打造教育、科研、服务

有机体。该平台在学校率先进行表达性艺术心理辅导，在为学生服务的同时与校

工会共建“教工心理小家”，将成果拓展惠及学校广大教职工，对学校心理健康

教育整体工作提供创新样板。

五、质量保障体系

（一）落实人才培养在学院各项工作中的中心地位

学院党政领导高度重视本科生的培养工作，将教学工作作为学院的中心工作。

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依据学校“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章程开展工作，积极推动教

学管理改革、加强教学基本建设、开展各项教学质量监督工作。学院认真执行《兰

州大学基础医学院教学工作例会制度》，于每学期开学初、学期末分别召开教学

工作例会，传达学校教学文件，讨论教学计划，安排部署教学工作，通报教学事

故、交流教学经验，解决、协调教学中出现的各类问题等。

（二）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

学院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以课程为载体，以课堂为抓手，以教师为主导，

持续改进、构建全员参与和全方位管理的质量保障体系。围绕“学生中心、产出

导向、持续改进”的教学理念，通过“教师-课程-课堂”三位一体协同推进学院质

量保障体系建设，构建“唯公唯德，止于至善”的医学育人理念。其先进性体现在：

①注重学生知识、技能和价值情感的协同发展与培养，满足多元及个性化的学习

需求；②以胜任力为导向，支持鼓励教师和学生不断自我学习与提升，追求卓越；

③关注持续改进，定期对课程建设、教学实践、教学管理等进行评估、反馈与调

整，提高教与学的效率与效果。

（三）“一中心、六系统”教学质量保障机制建设

基础医学院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是学院教学质量监控与保障工作的组

织机构，对学院教学工作、教学管理和教学过程实行全面系统监测。学院教学质

量监控与保障体系由教学质量决策与指挥系统、教学质量标准系统、教学组织实

施与质量监控系统、教学条件支持与保障系统、人才培养质量评价系统、教学质

量信息收集与反馈改进系统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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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持续推动教学督导与评价

教学质量持续改进工作是学院为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确保学生的培养质量，

需要建立起来的一系列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其中，包括组织协调、监控评价，

还有理论研究、资源保障等。学院领导班子成员、教授和特聘教学督导每学期深

入课堂听课不少于 4 学时，重点抽查近 5 年新入校教师的课堂教学情况。并向

任课教师及时反馈听课意见及建议，督促教师提升教学方法与手段，以提升教育

教学质量。

（五）学生学业考核与评价

学院通过线上线下教学，充分利用多元化教学模式，线下讲授+课堂情景引

导+签到+课前 ppt发放，提前预习+LBL+PBL+CBL+线上视屏重点难点录制，线

上随堂测试+自制 APP翻转课堂教学等。通过多元化学习，夯实基础服务临床，

强化考前培训，提高医师资格考试通过率。

六、学生学习效果

（一）将个人追求融入到人类健康事业中

围绕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构建内容丰富、点面结合、全方位、多途径

的学生成长平台，让学生在专业知识学习、广泛的实践锻炼中获得成长。学院从

民族复兴人才需求、国家人才发展战略、国家对基础医学学科人才需求三个方面

引用基础医学学科内具有杰出贡献的老一辈科学家的奉献事迹，引导学生将生涯

规划融入到人类健康事业发展中，并围绕行业头部企业发展趋势，告诉同学们应

开展深度调研及实习，最后通过决策评估、阶段性规划、职业目标确定等方面指

导同学们进行全面深入的职业生涯规划。

（二）全程科研训练，助力学生成长

学院通过开展前沿讲座、举办精诚讲坛 36 期，吸引了来自不同年级的本科

生和研究生参加，极大的丰富了本科生的学术视野。通过“环境应激通过催产素

信号调节小鼠社会行为”、“高原先心病的遗传学研究”、“病原菌的耐药机制与新

抗菌药物的研发”、“循证医学助力基础医学成果转化与利用”及“面向临床重大

疾病的新药创制方向”等经典研究向同学们展示基础医学魅力，进一步开阔了学

生视野。通过新医科交叉项目，结合国创、校创立项情况，将“一对一”导师制

落实落细，利用暑期学校开展前沿课题研究活动，要求学生参加导师的研究生组

会。促进学科交叉与前沿创新，以夯实学生的专业基础和提升学生的专项能力、

综合素质与核心竞争力为目的，组织毕业论文开题培训，对科学研究方法、科研

诚信、伦理及如何开展科学研究、论文阅读与写作开展系统培训，开展四六级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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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辅导和英文文献研读，学生四级过关率 100%，毕业年级六级过关率 80%。2019

级 8 名同学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3名同学通过本研贯通计划进入我院攻读

研究生，2名同学入围 2025 年本研贯通计划，毕业年级深造率 80%。

七、学院本科教学工作的特色与经验

基础医学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围绕新医科理念，构建高层次、一体化人才培养

目标，以厚实基础、创新交叉为宗旨，突出学生个性化培养，拓展“医学+X”方

向，打造医工、医理、医文等学科交叉平台。根据学生兴趣，导师和学生双向选

择，参与科学研究，自主选择国际交流项目，拓宽国际视野，实行导师个别指导

或导师小组共同指导的培养方式。通过学分制管理，围绕学生的学术志趣，个性

化选课，通过科研轮转，了解学科方向，着力培养复合型、创新型医学研究人才。

（一）创新交叉，专业课程设置模块化、阶梯性

第一阶段：主要围绕基础医学导论、正常人体概述、疾病与治疗概述、运动

系统，通过此类课程学生对人体结构与功能，疾病与治疗有一个基本了解。

第二阶段：主要开设分子医学模块、器官系统模块、感染与免疫模块，通过

TBL，PBL，CBL教学，深入了解人体正常与疾病状态下分子水平、细胞水平、

组组织水平、器官系统水平的变化特征，针对主要病理生理的治疗药物及药物选

择。

第三阶段：以研究型课程为主，作为本研贯通课程的一部分，开展双语教学

（全英文教材），神经生物学原理，细胞与分子免疫学，多肽化学与生物学，肿

瘤生物学。

（二）早科研、多科研、持续科研的本科生培养模式

基础医学是医学的基础，也是医学的前沿，不断探索和创新是人才培养的

基石。学院在 2018 年增设基础医学本科专业，2019 年首次招生。搭建早科研、

多科研、持续科研的培养模式，实施“一对一”本科生导师制，遴选学术能力强、

资源优质、经验丰富的副高以上教师担任本科生导师，通过双向选择上岗，以“思

想引导、学业指导、心理疏导、科研辅导”为核心任务，尽早培养本科生创新意

识、科学素养、和科研能力。推进课程整合，实现医学和其他学科的交叉融通，

医学各专业交叉及医工、医理、医文、医信相互交叉，产生新思路、新技术、新

方法，搭建新平台，以项目为核心使不同专业、不同年级同学组成项目团队，实

现卓越医师和拔尖基础医学人才培养 2.0 计划。

（三）专创融合，提高学生专业知识与科研能力

基础医学院一直以来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围绕高层次、一体化人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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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目标，以职业需求为导向，拓展“医学+X”方向，打造医工、医理、医文等学

科交叉平台，以基础医学大赛以抓手，逐步建立以“专业大赛和创新创业”为一体

的新医科创新平台，以赛促学，不断提高学生专业知识与科研能力，推动医学教

育的创新发展。

八、问题与对策

（一）基础医学师资亟待加强

基础医学院现有专任教师 124 人，实验技术 26 人，医学招生人数每年 1250

人左右，基础医学教育占医学教育的 1/2，每年学生选课 36000 人次 ，教师人

均课时 300 学时以上，实验人时数 42 万，授课任务重，教师发展不足，教师培

训的系统性不足。学院通过引育并重，多途径提升师资力量，分目标强化基层教

学组织。

（二）专业条件建设有待加强

基础医学专业先后获批省级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基地、省级一流本科专业

建设点。专业实习实践设备更新缓慢，且基础医学服务于整个医学创新发展，支

撑临床医学、口腔医学、护理学、药学专业认证及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的条件建

设，同时进一步强化专业内涵建设。打造五类“金课”，重组教学内容，完善器

官系统整合课程和教材体系，构建数字化背景下基础医学专业知识图谱，并通过

科教协同，加强实验和实践教学平台建设，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及创新能力，加强

专业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营造卓越的教学质量文化。

撰写人：石学睿

审定人：景玉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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