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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高职药品生产专业 2020级人才培养方案 

一、人才需求分析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我国的药品市场近 10年来，保持 16.8%的速度持续增长。尤其是

基层医疗终端药品销售保持在 30%左右的高速增长状态。与此同时，贵州作为全国四大中药材道

地产区之一，有 326种重点中药材，凭着良好的天然资源优势，到 2017年，中药材种植和保护抚

育面积将达到 600 万亩，中药材总产值从 162 亿元增加到 260 亿元以上，医药工业总产值从 300

亿元增加到 800 亿元，确保项目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 30%来自中药材产业。总之，随着居民生活

水平的提高，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全面推进，城市化进展，人口净增长和老龄化的出现，医药产

品的需求逐年增加。人民健康意识到增长使得市场对药品的需求从过去的基本医疗需要到如今的

个性化需要和保健需要。医药行业是名符其实的朝阳行业，对人才呈现多方位的需求。 

二、专业名称：药品生产技术 

三、专业代码：590202 

四、入学要求：普通高级中学毕业、中等职业学校毕业、具备同等学历或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要求的人员。 

五、基本修业年限：3年  

六、职业面向 

表 1   专业职业面向分析表 

 

所属专业

大类 

（代码） 

所属专业类 

（代码） 

对应行业 

（代码） 

主要职业类别 

（代码） 

主要岗位群或技术

领域举例 

职业资格证书和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举例 

食品药品

与粮食大

类（59） 

药品生产技

术（590202） 

医药制造业

（27） 

 

西药剂师 

（2-05-06-01） 

中药剂师 

（2-05-06-02） 

其他药剂人员 

（2-05-06-99） 

制药工程技术人员 

药物制剂人员 

 

专业技术资格： 

药师→中药方向 

    →西药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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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培养目标和规格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立德树人为根本，把立德树人融入

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技术技能培养，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持续深化“三全育人”综

合改革，培养德、智、体、美、劳等全面发展，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创新精神，掌握药物制剂

生产、药品检验等相关知识与技能。面向医药卫生行业从事药品生产、药物分析及中药产地加工

应用与传承工作。具有创业、创新思维意识、符合区域经济、地方产业、民族医药发展与传承的

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二）培养规格。 

本专业毕业生应在素质、知识和能力方面达到以下要求。 

1、素质要求 

（1）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九大精神为指导，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感和中华民族自豪感； 

（2）尊重生命、热爱劳动，遵行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具有社会责任感； 

（3）具有质量意识、环保意识、安全意识、信息素养、创新思维； 

（4）勇于奋斗、乐观向上，具有自我管理能力、职业生涯规划的意识，有较强团队合作精神； 

（5）具有健康的体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掌握基本运动知识和一两项运动技能，养成良好

的健身与卫生行为习惯； 

（6）具有一定的审美和人文素养，能够形成一两项艺术特长或爱好。 

2、知识要求 

（1）具备一定的人文和自然科学知识； 

    （2）掌握一定的英语、计算机和法律基础知识； 

    （3）掌握专业所需的医学基础知识 

    （4）掌握常用化学基本概念、常见化合物结构及其基本性质、常用定量检验分析方法等知识； 

    （5）掌握药品生产、流通、使用过程中的基本法律法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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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掌握典型和常见药物的结构特点、理化性质、药理作用、临床应用、不良反应及药物相

互作用等知识； 

    （7）掌握药品调剂、合理用药以及医院药学的基本知识； 

    （8）掌握药物制剂的基本工艺知识，常见剂型的制备技术及药品质量检验的基本知识和方法； 

3、能力要求 

（1）具有依据药品相关管理规范及各项法律法规要求，按照处方正确、独立地完成药品调剂

工作的能力； 

    （2）具有运用所学医学和药学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依据药品说明书进行合理用药咨询的

能力； 

    （3）具有根据生产工艺要求和标准操作规程完成生产任务，并做好相关生产记录的能力； 

    （4）具有按照质量标准独立完成原辅料、中间产品、成品检验，出具相关检验报告的能力； 

    （5）初步具有根据药品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药品质量管理与仓储物流管理的能力； 

    （6）具备灵活运用所学知识、通过查阅相关资料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7）初步具有阅读专业论文、填写、编写相关专业文件的能力； 

（8）能够正确使用和维护常用仪器设备的能力； 

八、课程设置及要求 

主要包括公共基础课程、专业（技能）课程、选修课。 

（一）公共基础课程 

根据党和国家有关文件规定，公共基础课程包括军事训练、军事理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贵州省情、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式与政策、应用文写作、体

育与健康、计算机应用基础、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等。 

表 2  公共基础课程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学时 学分 

1 军事技能 080900223 112 2 

2 军事理论 080900222 36 2 

3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080900111 54 3 

4 贵州省情 080900131 1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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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课程 

专业课程一般包括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专业拓展课程。 

（1）专业基础课程 

专业基础课程有 17门，包括解剖学、医用基础化学、微生物及免疫学、生理学、生物化学、

药用植物学、分析化学、中药学基础、药物化学、化学制药工艺、炮制学、生药学、药事管理与

法规、药品销售技术、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药用植物栽培技术、天然药物化学等； 

表 3   专业基础课程 

5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概论 
080900121 72 4 

6 形式与政策 080900141 32 1 

7 应用文写作 080800164 32 2 

8 健康体育 080900201 36 2 

9 选项体育 080900202 36 2 

10 兴趣体育 080900203 36 2 

11 计算机应用基础 080900401 64 4 

12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080900831 32 2 

13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Ⅰ 080900011 8 0.5 

14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Ⅱ 080900012 8 0.5 

15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Ⅲ 080900013 8 0.5 

16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Ⅳ 080900014 8 0.5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学时 学分 

1 解剖学 909100011 72 4 

2 医用基础化学 909100031 90 5 

3 微生物及免疫学 802100061 54 3 

4 生理学 909100021 54 3 

5 生物化学 802100051 54 3 

6 药用植物学 909100308 54 3 

7 分析化学 909100061 72 4 

8 中药学基础 802100471 54 3 

9 药物化学 802100121 72 4 

10 化学制药工艺 909100314 60 4 

11 炮制学 909100402 5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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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核心课程 

专业核心课程有 8 门，包括药理学、制剂设备使用与养护、药物分析技术、药物制剂技术、

制药分离技术、生物制药工艺技术、药品生产过程验证、临床药物治疗学等。 

表 4   专业核心课程 

 

（3）专业拓展课程 

专业拓展可以有 3门，包括安全生产管理知识、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医疗器械营销实务。 

表 5   专业拓展课程 

（三）典型工作任务及职业能力分析 

表 6   典型工作任务及职业能力分析 

职业岗位 典型工作任务（岗位） 行动领域（能力） 学习领域（课程） 

12 生药学 909100309 54 3 

13 药事管理与法规 802100201 72 4 

14 药品销售技术 909100182 90 8 

15 药用植物栽培技术 802100271 54 3 

16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802100281 54 3 

17 天然药物化学 802100111 54 3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学时 学分 

1 药理学★ 909100262 90 5 

2 制剂设备使用与养护★ 802100162 72 4 

3 药物分析技术 ★ 909100190 132 8 

4 药物制剂技术★ 909100221 132 8 

5 制药分离技术★ 909100313 72 4 

6 生物制药工艺技术★ 802100502 72 4 

7 药品生产过程验证★ 802100501 72 4 

8 临床药物治疗学★ 909100306 108 6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学分 学时 

1 安全生产管理知识 631400101 36 2 

2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 631400111 36 2 

3 医疗器械营销实务 630400051 3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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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剂生产 

领料并填写相关记录 

按量投料并填写相关记录 

各种制剂生产并填写相关记录 

清场 

药厂 
《药物制剂技术》、《药品

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药品质量

检验 

抽样 

按照质量标准完成原料药、中间

体、成品质量检验； 

出具检验报告 

药厂、药物检验所 《药物分析》、《分析化学》 

药库管理 

制订采购计划、资质审查 

入库验收、上账 

药品存放管理 

药品出库管理 

批发企业、零售、 

企业医院 

《药事管理与法规》、《药

物作用基础与应用》 

药品调剂 

接收处方、按照“四查十对”的原

则对处方进行审查； 

调配处方 

审核、发放药品、出院带药 

退药处理 

药品管理 

医院 《药物作用基础与应用》 

静脉配置 

接收处方，按照“四查十对”的原

则对处方进行审查 

贴签摆药 

核对、包装、贴签 

混合调配 

成品核对、包装、密封 

医院 《药物作用基础与应用》 

药品销售 

了解药品及市场信息 

制订销售计划 

药品销售 

反馈市场信息 

药厂销售部、批发企

业药品零售企业 

《药品销售技术》、《药事

管理与法规》、《药品经营

质量管理规范》 

表 7  课程类别、结构比例与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教学时数 占总学

时百分

比(%) 

合计 学分数 
总学

时 

其中 

理论 实践    

公共课 

公共基础课程 688 302 386 24.57% 

32.72% 

29 

选修课 

公共限选

课 
120 120  4.29% 7.5 

专业限选

课 
108 54 54 3.8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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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课程 
基础课 1152 620 532 41.14% 

67.28% 
104 

核心课 732 426 306 26.14% 42 

（四）专业核心课程简介 

专业核心课程主要教学内容如表 8所示。 

表 8  专业核心课程主要教学内容 

序

号 

课程 

名称 
课程目标、内容、要求 

1 
药理学★ 

掌握药物作用机制、改善药物质量、提高药物疗效、开发新药、发现药物新用途并为探索

细胞生理生化及病理过程提供实验资料。药理学的方法是实验性的，即在严格控制的条件

下观察药物对机体或其组成部分的作用规律并分析其客观作用原理。 

2 

制剂设备

使用与养

护★ 

掌握制剂设备基础知识;常用剂型(如水针剂、粉针剂、输液剂、片剂、胶囊剂和丸剂等)

的生产过程及主要设备类型;常用制剂设备的基本组成、工作原理及重点设备的传动原理、

结构原理;药品包装设备的类型、组成及工作原理等内容。 

3 药物分析

技术 ★ 

掌握药品质量控制、临床药学、中药与天然药物分析、药物代谢分析、法医毒物分析、兴

奋剂检测和药物制剂分析等。 

4 

药物制剂

技术★ 

掌握药物制剂的基本理论、处方设计、制备工艺、质量控制和合理使用等内容。还可使学

生逐步掌握从事药品生产、经营、调剂以及药品管理等工作所必需的药物制剂技术基础理

论和基本知识；具备一定的制剂制备能力、产品质量控制能力以及分析和解决制剂生产过

程常见质量问题处理的能力，毕业后能够相对独立在药品生产、经营和服务方向工作。 

 

5 

制药分离

技术★ 

掌握制药工程领域常用分离技术及发展的新型分离技术的原理、方法、工艺计算及其应用。

《制药分离工程》共 15章，主要包括:绪论，固液萃取(浸取)，液液萃取，超临界流体萃

取，反胶团萃取与双水相萃取，非均相分离，精馏技术，膜分离，吸附，离子交换，色谱

分离过程，结晶过程，电泳技术，手性分离，干燥和造粒。 

6 

生物制药

工艺技术

★ 

掌握基因工程制药、细胞工程制药、酶工程制药、发酵工程制药和蛋白质工程制药等;核

酸、多肽类药物、治疗性抗体、治疗性细胞株、细胞因子类药物、基因治疗以及与免疫、

动植物有关的生物药物;分子靶向药物、融合蛋白、治疗性激素、血液制品和治疗性酶、

疫苗技术和分子诊断技术等内容 

7 

药品生产

过程验证

★ 

掌握 GMP验证的内涵及管理;药品生产过程中带有共性的验证理论和验证技术药物剂型的

生产过程验证等 

8 
临床药物

治疗学★ 

掌握及运用药学专业( 包括药理学、临床药理学、生物药剂学等) 基础知识，针对疾病的

发病机制和临床发展过程，依据患者 的病理、生理、心理和遗传特征，制定合理的个体

化给药方案，以获得最佳治疗效果 。 

http://www.so.com/s?q=%E8%8D%AF%E7%89%A9%E4%BD%9C%E7%94%A8&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96%97%E6%95%88&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96%B0%E8%8D%AF&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BB%86%E8%83%9E&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BB%86%E8%83%9E&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97%85%E7%90%86%E8%BF%87%E7%A8%8B&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8E%9F%E7%90%86&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s://baike.so.com/doc/5833834-6046661.html
https://baike.so.com/doc/4041570-4239501.html
https://baike.so.com/doc/5629276-5841896.html
https://baike.so.com/doc/1971731-2086707.html
https://baike.so.com/doc/7568409-7842503.html
https://baike.so.com/doc/1383106-1462157.html
https://baike.so.com/doc/3288480-3464181.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31592-5566830.html
https://baike.so.com/doc/5742821-5955574.html
https://baike.so.com/doc/6587831-68016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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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实践教学环节 

实践性教学环节主要包括实验、实训、实习、毕业设计、社会实践等。实验实训可在校内实

验室、校外实训基地、相关协作卫生行业等开展完成；社会实践、顶岗实习由学校统一组织或学

生个人意愿到药厂、药监局、医院、药店等开展完成；要严格执行《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学

生实习管理规定》有关要求。实训实习既是实践性教学，也是专业课教学的重要内容，要注重理

论与实践一体化教学。 

表 9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安排表 

实践教学项目 学分 周数 安排学期 备注 

基础化学实验 1.7 1-18 第一学期  

分析化学实验 2.2 1-18 第二学期  

药物化学实验 1.1 1-18 第三学期  

生药学实验 0.9 1-18 第三学期  

药物作用基础与应用综合实训 2.8 1-18 第三、四学期  

药品销售技术综合实训 6 1-18 第三、四、五学期  

药品模拟生产实训 6.1 1-18 第三、四、五学期  

药物分析综合实训 2.9 1-18 第四、五学期  

天然药物化学实验 1.7 1-18 第四学期  

中药材种植实训 3.4 1-18 第四、五学期  

社会劳动实践课 2 20 第一、二、三、四学期  

药事管理与法规实训 0.7 1-18 第四学期  

中药应用与传承综合实训 4.4 1-18 第五学期  称称 称 含脉 台 称称 称 含 台 称称 称 含 台 称称 称 含 台 台 脉 称称 称 称 含 台 脉 台 话 脉 话 台 台 台 脉 固 脉 脉 脉 脉 脉 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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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期 周

数 

教学 

周数 

寒暑

假 

课堂

教学 

考

试 

入学教

育/军训 

顶岗实习/

实训 

毕业设计/

就业指导 

机动

周 

一 
1 26 20 6 16 1 2   1 

2 26 20 6 18 1    1 

二 
3 26 20 6 18 1    1 

4 26 20 6 18 1    1 

三 
5 26 20 6 15 1  1 2 1 

6 26      26   

合计  111   85 5 2 26 5 5 

 

九、专业教学进度计划 

    总学时为 2800，每 16-18学时折算 1学分。公共基础课学时不少与总学时的 25%，实践性教

学学时不少于总学时的 50%，各类选修课程学时不少于总学时的 10%。如表 12所示。 

表 12  三年制高职医学检验技术专业教学进度计划表 

类别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学 

分 

学时分配 
按学期分配学时 考 考 

一学年 二学年�¼�–�¤


8AÑ合计
8AÑ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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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健康体育 80900201 2 36  36 2        √ 

  9、军事体育  2 36  36  2       √ 

  10、兴趣体育  2 36  36   2      √ 

 11、计算机信息技术 80900401 4 64  64  4       √ 

 12、大学生职业发展

与就业指导Ⅰ 80900011 0.5 32 24 8 2       
 √ 

 

  13、大学生职业发展

与就业指导Ⅱ 80900011 0.5 32 24 8  2      
 √ 

  14、大学生职业发展

与就业指导Ⅲ 80900011 0.5 32 24 8   2     
 √ 

  15大学生职业发展

与就业指导Ⅳ 80900011 0.5 32 24 8    2    
 √ 

 16、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 

80900831 2 32 24 8  2       √ 

 小 计 29 688 302 386          

专

业

课

程 

基

础

课

程 

1、解剖学 909100011 4 72 54 18 4       √  

2、医用基础化学 909100031 5 90 60 30 5       √  

3、微生物及免疫学 802100061 3 54 36 18 3        √  

4、生理学 909100021 3 54 36 18 3       √   

5、生物化学 802100051 3 54 36 18  3      √   

6、药用植物学 909100308 3 54 36 18  3      √   

7、分析化学 909100061 4 72 42 30  4      √   

8、中药学基础 802100471 3 54 36 18  3       √  

9、药物化学 802100121 4 72 42 30   4      √  

10、化学制药工艺 909100314 4 60 36 24     4    √  

11、生药学 909100309 3 54 20 34   3      √  

12、炮制学 909100402 3 54 20 34   3     √   

13、药事管理与法规 802100201 4 72 36 36    4    √   

14、药品销售技术 909100182 5 90 60 30    5     √  

15、药品生产质量管

理规范 

802100281 3 54 30 24    
 

3    √ 
 

16、药用植物栽培技

术 

802100271 3 54 20 34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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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天然药物化学 802100111 3 54 20 34   3      √  

18、顶岗实习  44 84  84          
 

小计 104 1152 620 532           

核

心

课 

1、药理学★ 909100262 5 90 60 30   5     √   

2、制剂设备使用与

养护★ 

802100162 4 72 36 36     4   √  
 

3、药物分析技术 ★ 909100190 8 132 75 57    4 4   √   

4、药物制剂技术★ 909100221 8 132 75 57    4 4   √   

5、制药分离技术★ 909100313 4 72 40 32    4    √   

6、生物制药工艺技

术★ 

802100502 4 72 40 32     4   √  
 

7、药品生产过程验

证★ 

802100501 4 72 40 32 
    4   

√  
 

8、临床药物治疗学

★ 

909100306 5 90 60 30    5     √ 
 

小计 42 732 426 306           

拓

展

课 

安全生产管理知识 631400101 2 36 18 18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

规范 

631400111 
2 36 18 18 

         

医疗器械营销实务 630400051 2 36 18 18          

小 计 6 108 54 54          

选

修

课 

公

共

限

选

课

程 

1、音乐欣赏 80900224 1.5 24 24           

2、高等数学（专升

本方向） 
80900303 1.5 24 24          

 

3、中共党史 80900312 1.5 24 24           

4、大学生创业概论

与实践 
80900504 1.5 24 24          

 

5、中华医学 80900309 1.5 24 24          
 

 小 计 7.5 120 120          

周学时 合  计     25 27 25 28 27 26   

 总  计 
188.

5 
2800 1522 1278          

十、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1.队伍结构 



 - 12 - 

药学专业现有师资 38人，其中专任教师 28人，兼职教师 10人，有 1个省级教学团队、1名

院级职教名师；专任教师中有副教授 11人、讲师 13人，执业药师 4人，兼职教师有主任药师 3

人（1人为临床药师）、主管药师 2人、执业药师 3人。双师教师 14人，占专任教师的比例为 50%。 

表 13   药学专业师资队伍情况 

基本

情况 

校内专任教师数 28 校外兼职教师数 10 

教师总数 38 双师人数 14 

师资

队伍

结构

情况 

年龄 
35岁及以下 36-45岁 46-55岁 56岁以上 

16 4 14 4 

学历 
专科及以下 本科 硕士 博士 

0 30 6 2 

职称 
初级及以下 中级 副高 正高 

2 13 11 4（兼职教师） 

2.专任教师 

具有高校教师资格和本专业领域有关证书；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

爱之心；具有药学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具有扎实的药品生产技术相关理论功底和实践能

力；具有较强信息化教学能力，能够开展课程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每 5 年累计不少于 6个月

的企业实践经历。 

3.专业带头人 

具有中级（讲师）及以上职称，能够较好地把握国内药品生产行业、专业发展，能广泛联

系行业企业，了解行业企业对药品生产专业人才的需求实际，教学设计、专业研究能力强，组

织开展教科研工作能力强，在本区域或本领域具有一定的专业影响力。 

表 14   专业带头人基本情况表 

序号 名称 职称 性别 工作单位 学历 联系电话 备注 

1 申宗林 讲师 男 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

医药技术系 

本科 13985297029 校内专业带头人 

2 刘书华 教授 男 贵州苗侗百草医药发展有

限公司 

本科 13595521457 校外专业带头人 

 

4.兼职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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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相关企业和医院药剂科聘任，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和工匠精神，具

有扎实的药品生产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具有中级及以上相关专业职称，能承担专

业课程教学、实习实训指导和学生职业发展规划指导等教学任务。 

表 15   部分兼职教师基本情况表 

序号 姓名 出生年月 性别 职称 学历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备注 

1 杨胜武 1979.09.01 男 
高级（技术

总监） 
大专 

贵州苗本草

民族医药发

展有限公司 

15185659633   

2 刘志华 1983.3.18 男 中级 本科 

贵州苗一堂

药业有限责

任公司 

15085659324   

3 石正国 1980.5.20 男 

高级（制药

工程高级

工程师） 

本科 

贵州苗一堂

药业有限责

任公司 

15085205496   

4 杨再良 1973.02.02 男 
高级（质量

部总监） 
大专 

上药控股黔

东南有限公

司 

13638066352  

（二）教学设施 

表 16    校内专业实训基地一览表 

序

号 
实验实训室名称 功能 

场地面积

/㎡ 
现有设备 

1 

综合实训室（一） 

321、322、323、

328、329 

药理学实验、药

剂学实验、药物

化学实验、天然

药物化学实验、

天然药物学实验 

427 

智能热板仪、二道生理记录仪、小动物呼

吸机、药用生理多用仪、心脏灌流系统、

智能高低温恒温水浴、电脑 

2 

综合实训室（二） 

420、421、422、

423、424、428、

429 

药物分析实验、

分析化学实验、

基础化学实验 

583 

高效液相色谱仪、气相色谱仪、紫外可见

光分光光度计、马沸炉、真空干燥箱、高

速台式离心机、分析天平、微波消解仪、

原子吸收光谱仪、全自动凯氏定氮仪、无

油真空泵、全自动固相萃取仪、天平、全

自动滴定仪等 

3 中样试验中心 药品生产实训 197 纯水机、除湿机、天平、摇摆制粒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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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10、111、

232、233 

速整粒机、全自动胶囊填充机、单冲压片

机、粉碎机、简易包衣机、多功能提取浓

缩机、干燥箱、热风循环烘箱、多功能循

环水器、切药机、洗药机、台秤、槽型混

合机、平板式泡罩包装机、胶囊抛光机等 

 
中药识别与鉴别

实训室 234、235 
中药识别、鉴别 140 

药材标本、中药饮片、多媒体显微实验示

教系统、除湿机、投影仪、电脑 

4 
中药炮制室 622、

623、624 

陈列、展示、炮

制 
156 台秤、电磁炉、电子秤、炒锅 

5 教学仪器室 320 放置精密仪器 115 

紫外分光光度计计、永停滴定仪、溶出仪、

崩解仪、离心机、自动旋光仪、紫外分析

仪、可见分光光度计、脆碎仪、PH计、阿

贝折射仪等 

6 
药品销售实训室

228、229 
药品销售实训 156  

7 
多功能模拟室

620、621 

GMP仿真实训软

件模拟 
230 电脑、多媒体 

8 药用植物园 
野外观察生药和

植物 
4300 药材 1000多品种 

 

（三）教学资源 

1．教材选用基本要求 

按照国家规定选用优质教材，禁止不合格的教材进入课堂。学校应建立由专业教师、行业

专家和教研人员等参与的教材选用机构，完善教材选用制度，经过规范程序择优选用教材。今

后将努力编写、创新教材，遵循“由简到难、由浅入深”原则，以难度递进式结构编写教材，

激发学习兴趣、树立学习信心；遵循 “从基础到应用、从局部到整体”的原则，围绕服务乡村

群众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将教学内容模块化呈现、分系统组装，提

高学习效率，大力开发新型活页教材、启发式教材、工作手册式教材、思维导图式教材，以适

应新的岗位需求。 

2．图书文献配备基本要求 

图书馆的专业图书藏量≧1000 册，专业期刊 ≧10 种，校图书馆内本专业图书资料能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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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教学需要；具有本专业信息资料查阅所需计算机网络系统。 

3．数字教学资源配置基本要求 

建设、配备与本专业有关的音视频素材、教学课件、数字化教学案例库、虚拟仿真软件、

数字教材等专业教学资源库，种类丰富、形式多样、使用便捷、动态更新、满足教学，并积极

自主研发专业数字教学资源。已经建好的现有资源：信息化课程三门（药品销售技术、药物制

剂技术、）、精品课程一门（药品销售技术）。                   

（四）质量保障 

（1）学习评价 

学生成绩的考核与评定由过程性考核、终结性考核组成。必修课与限选课程的成绩按百分

制评分，60 分及以上为合格；公选课程按优（90～100 分）、良（80～89 分）、中（70～79

分）、及格（60～69分）和不及格（60分以下）五级记分制评定成绩。 

1、公共课程 

过程性考核由出勤、作业（实验报告）、课堂参与、平时考核（含技能）等组成，占总成

绩的 60%，其中出勤占总成绩的 20%。 

终结性考核由理论考试和技能考核组成，占总成绩的 40%，无技能考核的课程则计算理论

考试成绩。 

2、专业课程 

过程性考核由到勤率、作业（实验及实习实训报告、作品）、课堂参与、平时考核等组成，

参照工学项目课程考核方式执行。 

    终结性考核由理论考试和技能考核组成，占总成绩的 50%。 

3、跟岗实习课程 

过程性考核由出勤、实习报告、企业实习总结、指导教师评价、企业评价等组成，具体参

照学院相关文件执行。 

4、终结性考核由毕业考试和毕业实习鉴定手册组成。 

5、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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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毕业顶岗实习，通过实习总结或毕业设计鉴定，完成毕业论文。 

（2）质量管理  

建立专业委员会，从教学条件、师资队伍、学生考核等方面进行长期有效评价。 

1、专业委员会和学校及教学系建立专业建设和教学过程质量监控机制，健全专业教学质量

监控管理制度，完善课堂教学、教学评价、实习实训、毕业设计以及专业调研、人才培养方案

更新、资源建设等方面质量标准建设，通过教学实施、过程监控、质量评价和持续改进，达成

人才培养规格。 

2、建立与行业联动的实践教学环节督导制度，严明教学纪律，强化教学组织功能，定期开

展公开课、示范课等教研活动，完善教学管理机制，加强日常教学组织运行与管理，定期开展

课程建设水平和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建立健全巡课、听课、评教、评学等制度。 

3、建立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及社会评价机制，并对生源情况、在校生学业水平、毕业生就

业情况等进行分析，定期评价人才培养质量和培养目标达成情况。 

4、专业教研组织充分利用评价分析结果有效改进专业教学，持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十一、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是学生通过规定年限的学习，须修满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所规定的学时学分，完

成规定的教学活动，毕业时应达到的素质、知识和能力等方面要求。毕业要求应能支撑培养目

标的有效达成。 

一、学分 

（1）公共基础课程：必修满（29）学分 

（2）专业课程：必修满（152）学分 

（3）选修课程：修满 8学分以上 

      1、公共选修课：修满（3）学分 

      2、公共限选课：修满（3）学分 

      3、专业限选课：修满（2）学分 

二、“1+X”证书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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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生通过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英语考试的，可直接获得相应课程学分，免修相应课

程； 

（2）获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每证计 4学分，计入选修课学分； 

（3）参加省级比赛获一、二、三等奖，每项目计 4学分；参加国家级比赛一、二、三获奖，

每个项目计 8学分，计入选修课学分。 

 三、修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所规定的学分，可申请提前毕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