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名师工作室”实施方案 

 

为培养和造就一批职业教育名师，实现名师引领、专业

提升、团队发展，加快师资队伍建设步伐，提高师资水平，

有效提高学院教育教学质量，特成立山西药科职业学院名师

工作室。具体实施方案如下： 

一、名师工作室指导思想 

坚持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 年）》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提升教育

教学质量为目标，以培养高层次教育教学专业人才为核心, 

以名师引领为主要方式，充分发挥我院名师的示范，引领、

辐射、带动作用，不断促进中青年教师个人修养、专业素质

成长，培养一批有理想、有追求,在专业领域有一定知名度

和影响力的教学名师，促进产学研紧密结合，形成整体推进，

共同提升教师专业成长的良性发展机制，从而推动学院教育

教学事业更好更快发展。 

二、名师工作室领导组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成立名师工作室领导组： 

组  长：张震云 

副组长：王仙芝 

成  员：蔡翠芳  宋金玉  王  祎  李朝霞  王爱萍   

刘林凤  徐荣辉  陈速生  李英平 



领导组下设管理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教务处。其主要职

责是： 

1. 学院名师工作室领导小组负责对名师工作室领衔人

及成员进行考核。主要从思想品德、理论提高、管理能力、

教育教学能力、研究能力、技能水平等方面考察是否达到培

养目标，采取到名师工作室所在系部听课、座谈、查看网站、

资料等形式，依据名师工作室开展活动情况，对名师工作室

成员的培养规划实施情况、名师工作室成员的科研成果、教

育教学或管理业绩等进行全面的综合考评。对工作业绩显著

的名师工作室给予表彰；对工作无进展或经费使用不当的工

作室，提出限期整改。逾期不整改的，将取消名师工作室领

衔人资格。考核不合格的其他人员，将调整出名师工作室，

考核结果将作为继续任用、奖励及工作量计算的依据。经考

核合格及以上的名师工作室，领衔人及成员每年计工作量 50

学时。同时按有关程序吸收符合条件、有发展潜力的新成员

进入工作室。 

2. 审查名师工作室培养发展计划、年度活动安排，检

查名师工作室的工作和学习情况，审查名师工作室工作报告

和经费使用情况 

3. 组织开展名师工作室成员示范课等活动。举办名师

工作室成员教学观摩、展示课或教学大赛。 

4. 对名师工作室的成果进行总结、宣传和推广。收集

汇总名师在教育、教学、科研、专业建设、课程改革等方面

的成果；支持名师主、参编规划教材。 



5. 协调各名师工作室的工作，积极推进名师工作室之

间的合作与交流，共同完成学院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工作。 

6. 协助相关部门对名师工作室活动经费使用情况进行

监督检查。名师工作室经费标准为每个工作室每周期（三年）

5 万元。经费主要用于工作室的各项业务活动，包括企业调

研、专家论证、课题研究、交流研讨、师资培训等。 

三、名师工作室建设目标 

（一）总体目标 

设立名师工作室，以“专业引领、成员互助、交流研讨、

共同发展”为宗旨，以教育科研为先导，以课堂教学为主阵

地，以信息化平台为载体，建立融科学性、实践性、研究性

为一体的教学团队。一要充分挖掘名师蕴含的潜在资源，提

升名师的影响力，创立有利于名师发展的新机制，搭建有利

于名师发展的新平台，进一步激励名师不断进取、不断创新、

不断发展。二要大力实施和推进名师培育工程，充分发挥专

家教师的专业引领作用，建立优秀教师间合作互动培养人才

的新机制，使其成为我院优秀教师的重要培养地，优秀教师

的集聚地和骨干教师的孵化地。三要以信息化平台为主要依

托、课题研究为重要方式、教学研讨为主要内容，自主开展

系列教学改革和培养我院优秀教师的工作。 

（二）具体目标 

1. 团队发展。选拔有培养潜力的教师进入名师工作室

学习和研究，加大培养力度，通过三年为周期的培养计划的

实施，有效推动培养对象的专业成长，力求在一个工作周期



内使工作室成员在师德规范上出示范，课堂教学上出精品，

课题研究上出成果，管理岗位上出经验，有效推动培养对象

的专业成长和专业化发展，力争打造在山西乃至全国食品药

品行业有较大影响力的，具有引领和辐射作用的骨干教师团

队。 

2. 项目建设。紧密联系合作企业，加强专业教师企业

实践的力度，不断提升专业教师的技术技能水平。通过与企

业在专业建设、人才培养、课程开发、教师培训、技术研发、

社会服务、生产性实习、实训基地建设等方面的合作，不断

总结教育教学经验，了解职业教育领域新变化和教学改革新

动态，探寻教研教改的新思路、新方法并确定一些具有实用

价值的教科研课题，并以此为研究方向，带领本工作室成员

开展有效的教科研活动，促进校企间人才、资本、技术和文

化的双向流转，实现名师工作室服务地方经济转型发展，创

造社会效益的目标。 

3. 活动开展。充分发挥名师的带头、示范、辐射作用，

引领学院专业建设。每年承担一次主题展示活动，以研讨会、

报告会、名师论坛、公开教学、现场指导、技能比赛等形式，

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传播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

帮助我院教师解决教与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高教师的教

育教学水平及实践教学能力。 

4. 信息化平台交流。搭建信息化平台，提供职业教育

教学前沿信息，及时传递工作室成员之间学习经验，交流“工

作室”研究成果，使信息化平台成为工作室教学动态工作站，



与外界同行交流的窗口，实现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平台。 

5. 特色与成果。名师工作室以一批教学、科研成果或

社会服务效益彰显自己的特色，以专利、教学设计、课件、

论文、校本教材等成果形式，丰富学院教育教学资源，增强

教学的实践性、针对性和实效性，提升学院服务地方经济转

型升级的能力，形成良好的社会影响力、吸引力。工作室成

员要开展课题研究，力争每年有一篇质量较高的论文在刊物

发表。 

6. 社会服务。名师工作室成员要依托学院，联系行业，

走进企业、走向社会，通过共同努力，以岗前培训、项目示

范、技术咨询、继续教育等服务形式，服务企业、服务社会，

逐步扩大工作室在食品药品行业的影响力，并不断形成特色。 

四、名师工作室及成员组建 

组建中药专业名师工作室、药学专业名师工作室、中药

制药技术专业名师工作室、医药营销专业名师工作室 

1. 工作室成员组成 

名师工作室由一名有优良的道德品质和感人的人格魅

力，有现代化的教育思想，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和丰富的实

践经验并具有渊博的专业知识，精湛的教学技艺，在学院具

有一定的示范、激励、凝聚、辐射和带动作用的拥有“双师

型”教学名师、优秀教师等称号的名师领衔，由若干名骨干

教师、专业带头人和有潜力的中青年教师组成。 

2. 领衔人简介及成员信息 

（1）中药专业名师工作室领衔人简介： 



蔡翠芳，女，1963 年生，教授，执业中药师，现任中药

系系主任。山西省省级“双师型”教学名师，山西省省委联

系高级专家，中药系主任。先后荣获省级优秀班主任、省“巾

帼建功标兵”、省“三八”红旗手、省直机关“五一”劳动

奖章、省药监系统优秀个人等荣誉；荣获由中国医药教育协

会、全国食品药品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颁发的国家职业

分类大典“执业药师”职业信息调研描述及确定项目“三等

奖”。曾担任“2012 年全国医药行业特有职业技能竞赛”中

药调剂员大赛中药炮制组裁判组长、“2014 年中国技能大赛

2014 年全国医药行业特有职业技能竞赛”中药调剂员大赛中

药性状鉴定组裁判组长。 

主编教育部或行业规划教材 5部，其中教育部高职高专

“十一五”规划教材 1部；主持《中药炮制技术》国家级精

品课、《中药鉴定技术》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主持国

家级教科研项目 2 项、山西省科技厅攻关项目 1项、山西省

饮片地方标准研究 2 项、学院科研项目 1 项；先后在省级及

以上刊物发表论文近 20 篇。 

近五年以来，组织中药系 8名教师协助山西省 9个县进

行第四次资源普查；参加由山西省农业厅组织的中药材栽培

等相关培训 3次；参加由临汾、襄汾、绛县、稷山等农业局

组织的中药产业、中药市场、药材规范栽培等培训；为山西

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员、转岗人员培训中药产业、

中药材栽培基础知识等，累计培训 2000 余人。 

参加山西省中药材产业发展论证会、晋城市产业发展论



证会，指导曲沃、陵川、襄汾等县药农进行中药材栽培、产

地加工等，为山西省中药材发展尽微薄之力。 

近年来，带领中药系教师进行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实

训基地建设，进行教育教学改革，申报建设教科研项目，服

务山西省中药产业。 

领衔人主要负责组织工作室成员商议并制定具体的工

作计划，主持协调工作室的研究活动。 

成员信息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称 所属系部 教科研成果 

吕建军 男 40 讲师 中药系 

参编国家和行业规划教材 2 部;主参编校

本教材 3 部;参与国家级课题 1 项;参与省

级攻关课题 1 项;主持校级课题 1 项;参与

校级课题 4 个;参与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程 1 项 

高淑红 女 40 讲师 中药系 

参编国家和行业规划教材 2 部;主参编校

本教材 6 部;参与国家级课题 1 项;参与省

级课题 3 项;主持校级课题 1 项;参与校级

课题 2 项;公开发表论文 4 篇;参与省级精

品资源共享课程 1 项 

张府君 女 34 讲师 中药系 

主编校本教材 1 部;参编校本教材 2 部;主

持校级课题 1 项;参与校级课题 4 个;公开

发表论文 3 篇 

景晓琦 女 39 讲师 中药系 
参编国家和行业规划教材 2 部;主编校本

教材 1 部;参编校本教材 2 部;主持校级课



题 1 项;参与校级课题 3 个;参与省级精品

资源共享课程 1 项 

张妤 女 32 讲师 中药系 

参编国家和行业规划教材 1 部;主编校本

教材 1 部;参编校本教材 1 部;参与国家级

课题 1 项;参与省级课题 2 项;主持校级课

题 1 项;参与校级课题 3 个;参与国家级精

品资源共享课程 1 项 

杨东方 女 35 讲师 中药系 

参编国家和行业规划教材 2 部;参与国家

级课题 1 项;参与省级课题 1 项;参与省级

教研课题 1 项;主持校级课题 1 项;参与校

级课题 4 个;公开发表论文 4 篇  

张玮玮 女 34 助教 中药系 

参编国家和行业规划教材 2 部;参编校本

教材 3 部;参与国家级课题 2 项;参与省级

攻关课题 2 项;参与省级教研课题 1 项;主

持校级课题 1 项;参与校级课题 4 个;公开

发表论文 4 篇;参与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程 1 项 

徐丽霞 女  讲师 中药系 

参编国家和行业规划教材 1 本;主持国家

级课题 1 项;参与国家级课题 2 项;主持校

级课题 1 项;参编校本教材 1 本;公开发表

论文 2 篇;参与省级精品课程 1 项 

 

（2）药学专业名师工作室领衔人简介 

张虹，女，1963 年生。教授，山西省省级“双师型”教



学名师，山西省优秀教学团队带头人，山西省职业教育卫生

食品药品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山西省职业技能鉴定督

导员、高级考评员，太原市药学会常务理事。曾获山西省优

秀科技工作者、山西省直机关五一劳动奖章、山西省“双师

型”优秀教师、山西省优秀班主任、省局优秀共产党员、省

局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主持国家级精品课程一项；获省部

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2项；主持和

参与课题 10 余项；主参编教材 12 部；发表论文 20 余篇；

与企业合作开展横向课题研究 4项，获新药证书 2 项。 

领衔人主要负责组织工作室成员商议并制定具体的工

作计划，主持协调工作室的研究活动。 

成员信息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称 所属系部 教科研成果 

刘文娟 女 48 教授 药学系 

参加国家级精品课程 1 门；主持省级精品

课程 1 门；获山西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2 项、

教学成果二等奖 2 项、教学成果三等奖 1

项；主参编教材 12 余本，其中主编的《药

物化学》教材获国家“十二五”规划优秀教

材；发表论文 12 余篇，其中国家级核心期

刊论文 3 篇；获全省职业院校“实训方案设

计竞赛” 二等奖；获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

会指导教师贡献奖，获教育部高等学校高

职高专生物技术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优秀指导教师”。 



王增仙 女 43 
副教

授 
药学系 

1.省级精品课程“药学服务技术”，第三，

2010 年。 

2.《高血压用药实训方案》在 2013 年山西

省职业院校“实训方案设计竞赛”活动中

获高职组二等奖，第四， 2014 年 

3.《实用药理基础》参编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4.8  ISBN 7-5025-5884-5/G•1592 

4.《生物药物知识》参编  中国医药科技出

版社 2010.3  ISBN 978-7-5067-4564-2 

5.《药学服务技术》校编教材。 

武敏霞 女 43 讲师 药学系 

1.《高血压用药实训方案》   2013 年山西

省职业院校“实训方案设计竞赛”活动中

荣获高职组二等奖   第三 

2.人体解剖生理学 第四军医大学出版社 

参编 2011.07 

3.药学服务技术 校本教材 副主编

2011.08 

4.高职医药院校工学结合培养模式实践与

探索  教育厅指令 2007.08-2011.06  

5.高职医药院校实践教学体制改革 教育

厅指令 2007.08-2011.06 以“双证”为

核心，改革实践教学内容  参与研究  已

结题 

6.猪苓多糖对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免疫功能



的影响 校级 2010.07-2011.12 参与研究 已

结题 

高萧枫 女 45 讲师 药学系 

1.《药品质量检测技术综合实训教程》参编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5.5  ISBN 

7-5025-6926-X   

2.《药品质量管理技术》参编  化学工业出

版社 2005.8  7-5025-5884-5/G•1592 

3.《实用药物学基础》参编 人民卫生出版

社字:2009.1 ISBN 9787117108966 

4.《 药品质量管理》参编     中医药出版

社  2006.7 ISBN 9787802310353                                                      

5.《GMP 实用教程》参编 中国医药科技出

版社 2013.2 ISBN 9787506758291 

 

李艳丽 女 33 讲师 药学系 

1.“高血压用药实训方案”获全省职业院校

实训方案设计竞赛高职组二等奖，第二，

2013 年。 

2.“校企深度融合培养药品质量检测技术专

业职业人的研究与实践”获全国食品药品

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教学成果一等

奖，参与，2014 年。 

3.《人体解剖与生理》参编 中国医药科技

出版社，2013 年 2 月。 

4.《实用医药商品基础知识》参编 中国中



医药出版社，2013 年 9 月。 

5.《药学服务技术》校编教材。 

6. 高职药学专业课程体系与国家职业资格

证考核相衔接的研究，校级课题，参与，

2014 年。 

胡清宇 女 35 讲师 药学系 

1.“药品质量检测技术综合实训”获国家网

络课程三等奖，第三，2014 年。 

2.《分析化学》十二五规划教材参编，中国

医药科技出版社 

3.《医院药学概要》教材参编，化学工业出

版社   

4.《职业技能大赛对药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的影响》中国药房，第四，2014.2 

5.“职业院校药品质量检测技术专业教学资

源库建设研究”，参与，省“十二五”规划

课题。 

郝晶晶 女 33 讲师 药学系 

1.2013 年山西省职业院校“实训方案设计

竞赛”活动中荣获高职组三等奖 第四 

2.2014 山西省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网

络课程（高职组）一等奖  第五 

3.2014 年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网

络课程（高职组）三等奖  第五 

4．十二五规划教材《无机化学》2012.12 参

编 

http://club.topsage.com/thread-1382826-1-1.html
http://club.topsage.com/thread-1382826-1-1.html


5.山西省中药材地方标准-黄芫花质量标准

研究  2011.9 第三 

6.应用 CMC-Offline-HPLC/MS 分析方法筛

选辛夷中活性成分 校级课题 2014.10 第

四 

7.师生公写教学日记促进教学改革的研究 

校级课题 2014.10 第二 

8.国家级论文/中国医药指南

/CN11-57864856/R  2013.02  黄芫花中木

犀素含量的测定  第一 

9.省级论文/山西中医学院学报/CN 

14-11265/R  2013.02  鼻炎灵片中黄芩苷

含量测定方法的研究  第一 

10. 国家级论文/中国实验方剂学

/CN11-3495/R  2013.07 黄芫花质量标准 

第三  

11. 国家级论文/中国当代医药

/CN11-5786/R 2013.05  黄芫花的显微鉴

别研究 第五 

杨德花 女 35 讲师 药学系 

1.《药品质量检测技术综合实训教程》参编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4.06 

2.《药学英语》参编  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   

2004.09 

3.《药学微生物实用技术》参编 中国医药



科技出版社 

4.《药品生物检定技术》参编     中医药

出版社  2010.09    

 

（3）中药制药技术专业名师工作室领衔人简介 

宋金玉，宋金玉，男，1971 年生。副教授，执业药师，

山西省“双师型”优秀教师，制药工程系副主任（主持工作）。

主持制药工程系教学、科研及行政工作。主持中药制药技术

专业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专业课程体系的开发；主持省级教

学研究课题“中药制药技术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与监控体系的

研究”；主持省级精品课程《中药制剂技术》建设；主编国

家教指委药品类专业通用教材《中药制剂检测技术》；以第

一作者公开发表国家级核心期刊 4 篇论文；主持全系校本教

材建设；主持全系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等。 

领衔人主要负责组织工作室成员商议并制定具体的工

作计划，主持协调工作室的研究活动。 

成员信息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称 所属系部 教科研成果 

杨红 女 49 教授 制药工程系 

1.主持教育部高职高专药品类专业教学

指导委员会课题“中药制药技术专业基

于“工作过程”系统化教学改革的研究

与实践”，2010 年山西省教学成果一等

奖； 

2.主持《中药化学实用技术》课程建设，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称 所属系部 教科研成果 

2009 年评为省级精品课程； 

3.主编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

家级规划教材《中药化学实用技术》，

2010 年化学工业出版社； 

4.主编全国高职高专药品类卫生部“十

一五”规划教材《中药化学实用技术》，

2013 年人民卫生出版社。 

韩晓静 女 39 讲师 制药工程系 

1.主持山西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高等

职业院校中药制药专业“工学交替”育

人模式教学设计研究“； 

2.参与山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课题

“绿豆皮地方质量标准研究”； 

3. 参与山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课

题“绿豆地方质量标准研究”； 

4.参编《中药化学实用技术》，2013 人

民卫生出版社； 

5.参编《天然药物化学》，2014 年西安

交通大学出版社。 

白而力 男 33 助教 制药工程系 

1.中国发明协会、山西省科学技术协会、

中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会等主办

的第六届全国高职高专“发明杯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优秀辅导员称号； 

2.第一作者，高职院校中药制药技术专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称 所属系部 教科研成果 

业人才培养方案探析，省级期刊/晋城

职业技术学院学报/ISSN1674-5078，

2014 

3. 第一作者，醋白芍炮制工艺探究，国

家级期刊/中国保健营养，2013 

4. 主编《中药学快速认药彩图集》，2008

年化学工业出版社 

5.参编《制剂设备》，2013 年中国医药

科技出版社。 

孙笑宇 男 35 助教 制药工程系 

1.主持校级课题菟丝子饼炮制工艺及质

量标准研究； 

2.主编校本教材《中药固体制剂制备》； 

3.第一作者，正交试验优选蒸制菟丝子

饼的炮制工艺，中国实验方剂学杂

志,2013。 

 

（4）医药营销专业名师工作室领衔人简介 

李朝霞，李朝霞，女，1969 年生，副教授，营销师，山

西省“双师型” 优秀教师，工商管理系主任。近三年来主

持并完成了 1项省级教科研课题的研究，参与 2项国家级课

题的研究，主编规划教材 2门，校本教材 1门，在省级刊物

上发表论文 2篇；兼任碧锦纳川贸易有限公司医药分公司营

销、法律顾问，担任山西省职业技能鉴定高级考评员和“医



药商品购销员”国家级裁判员，平均每年开展企业员工培训

300 多人次；每年利用 1-2 个月的时间深入企业调研、实践，

从而为专业建设、人才培养、自身素质提升奠定了良好基础。 

领衔人主要负责组织工作室成员商议并制定具体的工

作计划，主持协调工作室的研究活动。 

成员信息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称 所属系部 教科研成果 

卫军锋 男 39 讲师 工商管理系 

副主编教材 1 部，参编教材 4 部，

发表省级论文 5 篇，参与省级以

上课题 2 项。 

王学峰 女 37 讲师 工商管理系 参编教材 2 部 

赵文骅 男 37 讲师 工商管理系 参编教材 1 部 

王变梅 女 47 讲师 工商管理系 发表省级论文 1 篇 

张乾 男 34 讲师 工商管理系 
参编教材 1 部，发表省级论文 1

篇 

王丽丽 女 32 助教 工商管理系 省级论文 1 篇、校级课题 1 项 

五、名师工作室工作措施 

1. 制订规划。本工作室根据成员的实际情况,结合成员

的自我发展计划，为成员制定三年专业发展规划，促使每位

成员尽快提高教育教学和科研能力，按照专业发展的目标和

步骤,推动成员的专业成长。 

2. 理论学习。强化职业教育理论学习，系统学习专业

发展前沿理论与课程改革理论。定期进行学习交流，实现成

员的共同成长。 



3. 专题研究。工作室成员要积极参加工作室确定的科

研课题研究工作，做好课题的计划与研究过程的记录、整理、

反思、总结、交流等。领衔人深入到工作室成员的课堂教学

中，定期听工作室成员的随堂课，并针对课堂教学中的问题

进行深入研讨与纠正；定期跟踪课题实施进度，检查阶段性

成果，汇编成员的课题研究成果。 

4. 参加培训。名师工作室要有计划地安排工作室成员

外出培训、观摩、考察学习，聘请专家学者担任工作室导师，

进行指导。领衔人带领成员定期集中开展教学实践研讨活动，

参加各级各类教育教学、专业技能等相关比赛，承担专业教

师、企业员工的培训，发挥名师的示范辐射作用。 

5. 实践锻炼。工作室成员能够定期到企业参观、调研，

实践，了解企业对人才需求，并在教学过程中大胆改革，不

断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与实践能力。对专业教师到企业实践

锻炼提出明确要求，加大“双师型”教师的培养力度。 

六、名师工作室制度建设 

1. 会议制度 

⑴ 每学期召开一次会议，讨论和修改本学期名师“工

作室”计划，确定工作室成员的阶段工作目标、工作室的教

育科研课题及专题讲座内容。 

⑵ 每学期召开一次名师“工作室”总结会议，展示成

果，分享成功的经验、探讨存在的问题。 

2. 学习制度 

工作室成员根据教育教学改革发展趋势，制定自我发展



计划，明确学习内容、学习目标。加强成员之间的学习交流

与研究讨论，为专业发展献计献策。  

3. 工作制度 

⑴ 名师工作室领衔人与工作室每个成员签订《名师工

作室成员工作协议书》，制订周期发展目标，规定双方职责、

权利及评价办法。 

⑵ 工作室领衔人为工作室成员制定具体进步计划，安

排培训过程。 

⑶ 工作室成员必须参加“工作室”布置的带、教培训

工作，完成工作室的学习、研究任务，并有教学成果，努力

实现培养计划所确定的目标。 

⑷ 名师工作室成员积极参加各级各类教学研讨活动。

工作室定期建立“主题”研讨制度。由工作室领衔人根据研

究方向确定主题，定期集体研究。 

⑸ 工作室通过信息平台发布工作室工作动态、教育教

学改革研讨、企业实践等活动内容及图片等。 

4. 档案管理制度 

⑴ 建立工作室档案制度，并由领衔人兼管。 

⑵ 工作室成员的计划、总结、教科研成果及时收集、

归档、存档，为个人的成长和工作室的发展提供依据。 

5. 经费使用制度 

工作室所有经费由所在学院提供并监督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