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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信 息 通 报
（2022 年第 18 期 总第 1284 期）

江西中医药大学教务处 2022年9月16日（星期五）

【教学动态】

校领导深入课堂 聆听新生开学第一堂课

9 月 12 日是我校 2022 级新生进行线下上课的第一天，校领导深

入教学一线听取了《中医养生学导论》《中医基础理论》《正常人体

解剖学》《形势与政策》《无机化学》等课程，并检查了解教学情况

和教风、学风情况。从听课、巡课的总体情况来看，教学整体运行情

况良好，教学秩序稳定，各项工作安排落实到位；任课教师准时到岗，

备课充分，学生出勤率高，上课积极认真，精神饱满。

学校召开 2022 年秋季学期第二次教学院长工作例会

9 月 13 日下午，学校在立德楼 1203 会议室召开 2022 年秋季第

二次教学院长工作会，党委委员、副校长刘潜出席会议。会上，各学

院就专业和师资队伍建设等问题进行了交流与探讨，教务处部署了课

程思政省级示范课建设以及国家级、省级一流课程申报等重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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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潜指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学校“十四五”规划中关于

课程思政建设的相关指标，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一流课程和

课程思政建设，创新工作方法，将课程思政融入课堂教学全过程，使

“大思政课”入脑入心，不断夯实教学新基建，推动教育教学工作持

续高质量发展。

学校召开 2022 年国家教学成果奖（本科层次）申报

专家评审会

9 月 16 日下午，学校召开了 2022 年国家教学成果奖（本科层次）

申报专家评审会，申报项目负责人汇报了项目主要内容，刘红宁、左

铮云、简晖、钟凌云等与会专家认真听取了汇报内容，并给予了细致

的点评和分析，同时提出了具体的问题和改进意见，对项目的申报起

到了关键性推动作用。

我校开展“双师型”教师暑期实践锻炼

为推进我校“双师型”中医药类人才培养，提高教师的专业实践

能力和教学水平，学校遴选出钱坤、鲍梦婕、阳涛、张亚梅等 4名教

师利用暑期时间，走入企业生产及临床一线开展学习实践。此次“双

师型”教师暑期实践，依托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江西省中医院）、

华润江中制药、江中中药饮片厂等单位为“双师型”教师实践基地。

长期以来，学校倡导产学研融合，提倡教师赴企业实践锻炼，通过与

企业间科技、人才的双向交流，紧密合作，形成合力，共同推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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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获批国家级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基地建设单位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下发通知，我校正式获批为国家级创新创业

教育实践基地建设单位。 这是继获评“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

“教育部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中国大学生 iCAN 创新

创业实践教育基地”“全国大学生 KAB 创业教育基地”后，学校又一

个国家级殊荣，也是对我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工作和创新创业人才培

养的再次肯定。下一步，学校将以国家级创新创业教育实践基地建设

为契机，不断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加快创新团队的培养，提升学生综

合素质和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发挥实践基地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创

新创业教育成果服务地方和行业区域高质量发展。

学校举办多项教学活动

梅岭论道教学学术论坛 近日，由教务处、教师发展中心主办的

第10期梅岭论道之教学学术论坛在教学楼T1-1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形式进行，本次活动邀请到江西师范大学揭安全教授作了题为“教学

成果奖内涵与申报要求”的报告，江西中医药大学章新友教授作了题

为“教学成果奖申报书的撰写与感悟”的报告，人文学院余静教授作

了题为“问题导向，凝练成果—教学成果奖申报体会分享”的报告。

现场交流气氛热烈，线上教师积极参与。

梅岭论道之“云师道” 9 月 20 日晚七点，由教务处，高等教

育研究中心，教师发展中心主办的第 19 期梅岭论道之“云师道”活



4

动以腾讯会议/企业微信的方式线上进行，本次活动邀请到江西省数

字经济学会执行秘书长吴晓霞和副秘书长余运俊作了题为“中国数字

经济发展与机遇”的报告。

集体备课之“示范交流” 9 月 16 日下午，由教务处主办的集

体备课之示范交流活动在立德楼 T1-1 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进行，

本次活动邀请到中医学院赵海平老师以“我看教学设计——以《中药

学》课程-温里药为例”为主题，药学院熊英老师以“我看教学设计

——以《科研实践》为例”为主题，分别进行公开示范交流。

云端中医大讲堂 9 月 18 日晚，临床医学院副院长叶菁做客第

50 期中医大讲堂，做了主题为“医学生职业素养”的讲座。中医学

院、临床医学院、针灸推拿学院等将近 200 名师生参与了本次线上直

播讲座，同学们纷纷表示本次讲座让其受益匪浅。

学术前沿讲堂 9月 14 日下午，学校第 157 期“学术前沿讲堂”

以腾讯会议的形式线上举办，本次活动邀请到马克思主义学院彭贵珍

教授以“病夫的自救：从海昏侯墓出土文物看刘贺的疾病与护理”为

主题进行交流，同学们可通过扫描直播二维码在线观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