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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企业简介  

 天津市医疗器械研究所是我国医疗器械工业重点科研单位之一，主

要从事体外循环成套设备、脑立体定位仪、医用生理及计划生育仪器、

药品检测仪器等机电一体化仪器的研究、开发和生产。主要产品有：用

于心胸外科的体外循环成套设备：脑外科的脑立体定位仪；妇产科新生

儿的经皮黄疸仪、输卵管通气仪、输卵管通液仪以及用于药品检测的溶

出仪、崩解仪、硬度计、脆碎度测试仪；用于食品药品及明胶检测的冻

力测试仪、粘度测试仪等。天津市医疗器械研究所具有配套齐全、功能

先进的科研生产设备和规模化生产能力。 

二、资源投入  

企业为获得优势的人力资源，充分利用学院在职业培训、科研学术

的优势，同时体现支持国家教育事业的社会价值。我们与天津生物工程

职业技术学院本着互惠互利、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在产学研等

方面建立互相支持、互相依托，实现学院与产业对接、专业与岗位对接、

课程与技能标准对接、素质教育与职业标准对接。主要体现在： 

1. 聘请具有丰富生产、技术、质量管理经验的人员，参与学院专业

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课程体系的构建、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选择和

确定，教学质量评价和学生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工作。 

2. 企业人员与学院教师共同分析企业用人标准，任职条件，岗位工

作内容，共同开发课程内容、专业入门教材、核心课程模块化教材及实

训指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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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院医疗器械与制药设备系和天津市医疗器械研究所合作已经有

三年了。在这三年里研究所直接为本系各专业提供师资、科研、技术、

实训等方面的支持。具有高级职称的研究人员为学生授课教学，带领学

生进行科研课题研究、实际操作训练等项目。共同在实践中尝试和探索

产教融合模式的创新和发展。 

三、具体做法、成效  

1. 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通过广泛的调研及专家论证，确定了本专业毕业生应具备的专项能

力要素，并以此为基础和企业共同完成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开发基于工

作过程的课程体系工作路线图。第一阶段（第 1、2 学期）：学生了解专

业特点及相关就业岗位的职业能力要求。此阶段主要学习的课程为基础

课程和专业认识实习。认识实习通过对企业的参观和企业人员的讲座，

让学生充分了解各个岗位的工作职责、职业能力要求、医疗器械的行业

法规等方面的内容。第二阶段（第 3、4、5 学期）：学生掌握专业核心技

能，具备完成岗位任务的能力。此阶段主要进行技能训练课的学习，其

中 4 门核心课程由研究所研究人员按照岗位的技能要求编写了实训指导

手册。学生在研究所教师的指导下完成医疗器械的元器件识别、读懂电

子工艺文件、具备焊接技能、具备产品零部件组装与整机装配；能对功

能单元与整机进行调试等工作。选择医疗器械维修工针对性训练，参加

职业技能鉴定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第三阶段（第 6 学期）：学生在合作企

业进行顶岗实习，通过一学期的企业实习，学生具备了实际岗位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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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要求学生撰写顶岗实习报告和顶岗实习日志，在实习的全过程中，

安排研究所的教师全程指导。 

2. 校企合作共建课程 

全面引进天津市医疗器械研究所实际岗位技能和岗位要求设置课程

内容，融入职业资格标准，以真实工作任务为载体共同开发医疗器械检

测技术、单片机与接口技术、电子装接工艺、医疗设备综合实训等 4 门

课程的实训指导书和课程标准；按照国家职业资格医用电子仪器修理工

高级工的知识要求和技能操作过程为标准，共同开发《电子装接工艺》

校本教材。共同建成了“电子装接工艺”资源共享课程，从分析岗位能

力入手，完成了实训指导书、300 多分钟教学视频、课程标准、教学课

件、校本教材等资源建设。 

 改变现有单一考核方式，结合以下内容进行考核： 

（1）注重职业素养培养 

按照生产区域要求更衣、完成生产前准备、具有团结协作精神。 

（2）强化实际操作过程 

按照每岗位操作标准以及设备操作标准进行实训，根据产品质量进

行复核和记分。 生产结束后，能按照要求完成清场，根据清场考核点进

行记分。 

（3）养成良好记录习惯 

能及时如实的填写生产记录、记录清晰准确，能有效的反馈生产情

况。 

（4）培养解决问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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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发现生产中的异常，并能合理作出异常处理（自行调整或上报）。 

（5）结合全面考核结论 

最后综合每组 3 次实训成绩，给出每个人综合的考核成绩。 

3. 共建专业实训室 

重点围绕专业对接产业进行构建、提升实训室装备水平，与研究所

共同制定实训室建设方案，购买了现代传感器与生命医学传感实训平台、

单片机及 PLC 综合实训系统、接地电阻检测仪、剩余电压测试仪、单相

泄露电流测试仪、耐压测试仪、彩色超声、多参数检测仪、12 道心电仪、

单道心电仪、电火花切割机、加工中心、万能洗床、激光切割机等现代

化制造设备与检测仪器，构建了智能器械开发、生命信息采集与处理 2

个实训室，提升改造医疗器械检测、医用诊疗设备应用、医疗器械装配

调试、精密零件加工等 4 个实训室，极大地改善了本专业的实训条件，

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专业的硬件条件得到了大幅度提高，使其更贴切

企业的真实工作环境，紧贴岗位实际工作过程。 

  

图 1  共建资源课程 图 2 医疗器械装配调试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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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形成专兼结合的 “双师型”教学团队 

学院将天津市医疗器械研究所作为教师的培养基地，利用寒暑假专

业教师到企业进行顶岗实践，学习研究所的生产技术、工程技术、管理

技术，提升教师的专业水平和业务素质。同时聘请了 6 位具有高级职称

的研究人员作为兼职教师，全程负责对应课程的教授和带领学生实训。

专业教师中“双师”素质教师比例达到 100%，为培养技术技能人才提

供了保障。 

 

 

 

 

 

 

四、2018 年工作计划  

1. 继续推进教学工作的深入合作，加强各方面的合作力度；  

2. 充分利用双方的优势资源，达到互相促进、互相进步；  

3. 加强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及职业教育，培养学生职业精神。  

图 3 医疗器械研究所教师正在为学生授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