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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2023 年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

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适应度报告

学院办学指导思想、发展目标、服务面向等方面定位准

确，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符合办学定位、区域经济和社会发

展要求，思路清晰，路径可行，年度落实措施得力。

一、办学定位

1.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实

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23〕3 号）指出：提升基层中

医药服务水平，促进中医药优质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

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人才培养体系，创新中医药人才发展

体制机制，建设以领军人才为引领，青年优秀人才、骨干人

才、基层实用人才为主体的高素质中医药特色人才队伍。《健

康广东行动（2019—2030 年）》要求：优先发展基层中医药

人才，加强以中医类别全科医生培养为主的基层中医药人才

队伍建设，建设一批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稳步

推进中医药适宜技术的视频推广教学，提升基层服务能力。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强产学研深度

融合，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

技术创新体系，支持粤港澳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共建高水

平的协同创新平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健康江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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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30）》中明确指出：支持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

院发展，加快发展中医药特色专业群，结合实施“广东技工”

工程，打造中医药高技能人才摇篮，建设全省乃至全国高水

平中医药高职院校。《江门市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行动方

案》（江府函〔2023〕199 号）明确提出：支持广东江门中

医药职业学院创建省域高水平高职院校，重点建设中药学、

中医康复技术和中医药养生保健等核心专业达到国内领先

水平。结合中医药行业、大健康产业结构升级，合理动态调

整专业设置，支持校企合作深化产教融合，赋能中医药一、

二、三产业发展。

2.办学定位和发展目标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秉承“以人为本、德育为先、

能力为重、全面发展、服务侨乡”的办学理念和“坚持育人

为本、传承创新、特色发展、质量第一”的办学方针，对接

健康中国战略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对接粤港澳大

湾区“塑造健康湾区”、广东省“实施健康广东行动”、江

门市“中医药振兴发展行动”，确定了办学定位：立足广东，

依托中医药行业，以侨都为纽带，以粤港澳为依托，面向农

村、基层，培养高素质中医药特色技术技能型人才。紧紧围

绕“健康中国”“中医药强省”“南粤家政”和“建设健康

江门”的发展战略，明确学校发展目标：弘扬劳动精神、劳

模精神、工匠精神，着力将学院打造成为具有鲜明岭南特色

与侨乡文化并俱的省内一流、国内知名的中医药高等职业院

校，为粤港澳大湾区大健康产业和农村、基层医疗机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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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德技双馨中医药技术技能型

人才。《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创新强校工程”（2023

—2025 年）建设规划》中进一步明确提出：在全国同类高职

院校中率先建成国家级现代化中医药产品技能研发与鉴定

中心，学校将建成服务基层人民健康的天使摇篮、中医药防

治康养的教育殿堂、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发展中心。

二、人才培养目标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适应度

1.优化专业结构，对接区域紧缺人才

聚焦服务国家战略、打造中医药强市的需要，抢抓“ 双

区” 和两个合作区建设重大机遇，加强专业设置的统筹布局。

2023 年学校新增化妆品技术专业，提高中医学、临床医学、

护理、药学等专业招生比重，停招呼吸治疗技术、食品智

能加工技术等 4 个专业，持续高质量发展现代家政服务与

管理、中医药学和中医康复技术三个省级高水平专业群，

针对省级中医康复技术高水平专业群，学校先后开展专业

群服务面向、专业培养目标、典型工作任务及职业能力等

方面的专业调研，形成了中医康复技术专业群调研报告；

开展 8 门专业核心课程混合式教学模式改革；建设有国家

中药现代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门健康产品分中心等大健

康产品研发应用科研平台近十个，形成专业建设与区域经

济结构主动适应的发展机制。

2.提升生源质量，巩固人才供给保障

学校招生类型涵盖春季、夏季和现代学徒制招生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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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型，覆盖春季高中学业水平高考、3+证书高考、订单

定向培养、夏季高考招生，三二分段、现代学徒制、专业

学院和社会人员学历提升计划专项招生等；学校办学质量

得到社会各界认可，夏季高考卫生专项（提前批）招录分

数均超过普通类本科线，夏季普通高考历史类投档线位列

全省高职高专院校第 7 位，理工类最低投档分数位列全省

高职高专院校第 10 位；普通批次生源充足、质量较高，临

床医学、中医学等热门专业的最低投档线均超过本科投档

线，历史类录取分数最高分 480 分，最低分 421 分，物理

类录取最高分 487 分，最低分 425 分，历史类、物理类各

专业均一次性满档，生源结构得到优化，服务区域高质量

技能型人才需要。

3.修订人培方案，提升人才匹配度

学校以打造特色鲜明的骨干专业为引领，以高质量就

业为导向，大力推动专业与岗位对接、专业课程内容与职

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学历证书与职业

资格证书对接、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的“五个对接”

的人才培养模式。制定发布了《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关于编制 2023 级三年制专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意

见》，紧贴生产实际开展专业建设，围绕需求设计人才培

养方案，组织校企专家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40 个，完成

了 2023 级人才培养方案编制工作，从整体上提升专业发展

水平，提升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

4.深化产教融合，推进校企育人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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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学校持续开展高质量的政校企多元协同育人模

式，创新“校企共育、双链对接、分段培养”的人才培养

模式，形成“立足区域、聚焦产业、服务行业”的深度产

教融合长效运行机制。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学校印发

《校企产教融合共建专业建设实施方案》，确定了“学校

定目标、行业定标准、企业定岗位” 的三方协同培养机制

和“ 1+N”校企双主体育人机制，形成了校内理论课程与

企业课程融合交叉，基本理论实训课程、行业宏观视野课

程、企业顶岗实践课程逐层递进的课程体系；围绕基层大

健康人才供给，与市人民医院（三甲医院）共建“广东江

门中医药职业学院临床医学院”；围绕乡村振兴和大健康

产业，与江门龙头企业广东陈皮人家陈皮集团有限公司共

建省级示范性“现代陈皮产业学院”；建设校外实训基地

168 个，参与了南粤家政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等 7 个由龙

头企业和高水平本科高校、职业院校牵头的行业产教融合

共同体建设；积极申报了“ 南粤家政”营养健康和粤港澳

大湾区现代中药产业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 2 个；

共建设精品资源共享课 11 门；主编、副主编规划教材 4 部；

组织学生参加全国及省内技能大赛，获团体第二名 1 个，

单项第二名 2 个、第三名 2 个，教师组一等奖 1 个、三等

奖 1 个；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1 门，省级课程思政教育

案例 1 个，高等职业教育“课堂革命”典型案例 1 个；现

有 2 个校企合作订单班，2 个现代学徒制班：1 个中医学专

业肛肠方向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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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拓展技能培训，提升高质量就业水平

学校积极服务人口老龄化需要和大健康行业人才需要，

开展养老护理技能、大健康服务技能和 GYB、SYB 免费创业

培训，引导学生积极创业、下沉基层，转变就业观念。2023

年就业专业共 20 个，纳入就业统计毕业生有 4353 人，已就

业人数 3979 人，初次就业率 92%，专业对口就业人数 3315

人，专业对口率 83.31%；升学人数 82 人，升学率 2.06%。

学校通过就业指导和专题讲座引导毕业生转变就业观念，鼓

励毕业生自主创业、到基层就业以及应征入伍。在 2023 届

毕业生中，自主创业67人，比2022年增加56人，增幅 50.9%。

学校 9 名毕业生参与“ 三支一扶”被录用，录用到岗率 100%；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山区计划）录用 10 人；应征入

伍毕业生共 26 人。

6.细化文化育人，培育中医药特色品牌

学校围绕产业群特征，凝练出“传承国粹、守正创新”

的办学理念，并深度融入校园文化建设各方面，将医德内

化为学校精神，将中医药元素展现于校园环境，根据中医

药知识脉络制定《校园环境管理制度》《宿舍岗位制管理

制度》等一脉相承的制度文化并形成育人行为文化；将中

医药名篇、名家、名方、名药植入生活、教学、活动区形

成特色环境文化；将中医药绝技绝活作为师生传承并推广

的活动文化，潜移默化开展中医药文化教育；每年例行开

展中医药特色“ 医药文化节”品牌活动，每届学生至少可

参加 30 余场，每届近三届活动均吸引超 10000 师生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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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辐射周边超 20000 群众；建设有岭南药用植物园、中

医药展览馆，通过认药、采药、辨药与制药等流程在实践

中讲解中医药的灵魂，通过参观形式的新生教育，近距离

感受中医药魅力，学子们深植投身中医药传承的信念，学

校获省级“文明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