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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专业高专学生顶岗实习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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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职业院校推行学生顶岗实习制度是《国务院关于大力

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大力推行工学结合与校企结合的模

式，教育部长周济强调，要努力做到“学校围着市场转，专业围

着产业转，人才培养围着需要转”，为高等职业教学深化改革指

明了方向［１］。顶岗实习是非基础教育学校安排在校学生实习

的一种方式，其不同于其他方式的地方在于它使学生完全履行

其实习岗位的所有职责，独当一面，具有很大的挑战性。药学

专业高专学生顶岗实习是在学生学完基础课和专业课后采取

的一种实践教学模式。通过顶岗实习，学生以“准员工”接受医

药企业文化的熏陶，有利于校企对接，有效实现学校与社会的

“零距离”接触；是帮助学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

业的重要举措，实现学校、企业、学生“共赢”，是推行工学结合、

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的有效方式［２］。本校药学专业顶岗实

习５年，积累了很多经验。

１　本校药学专业顶岗实习现状

近年来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风险挑战

增多；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形势是好的，但影响经济稳定

运行的不利因素不少，高校毕业生人数逐年增加，大学生就业

率近年有所提高，但大学生就业总体形势依然严峻。

　　本校学生到达顶岗实习单位后，单位要对学生进行先培

训，再上岗。学生从事药品生产、质检、销售等工作，基本满足

了药学专业的顶岗实习需要。顶岗实习使学生理论知识得到

巩固，实践能力得到强化，增强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就业能力，

促进学生充分就业。见表１～４。

表１　　２００３～２０１１年全国大学生就业统计

项目 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毕业生数（万人） ２１２ ２８０ ３３８ ４１３ ４９５ ５５９ ６１１ ６３０ ６６０

就业率（％） ７５．００ ７３．００ ７２．６０ ７１．８０ ８８．００ ８６．００ ８７．００ ８９．６０ ７７．８０

表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本校毕业生就业统计

项目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毕业生数（人） １０３１ １１９３ １５０６

就业率（％） ８８．０７ ９３．２１ ９３．８２

专业对口率（％） ９６．７０ ９５．４７ ９５．１７

表３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本校药学相关专业毕业生就业统计

项目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毕业生数（人） ３６８ ３８５ ４７０

就业率（％） ９３．７５ ９９．６８ ９９．１５

专业对口率（％） ９５．８０ ９６．１０ ９７．２０

２　药学专业顶岗实习效果

２．１　优点

２．１．１　毕业与就业零过渡 　通过顶岗实习，学生感受到自己

工作中的价值，体会到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自己的优势与缺陷，

明确自己努力的方向和正确定位就业，既达到了理论学习的延

续，又提高了基本技能。毕业时大多数学生能够顺利就业，实

现了毕业即就业。

表４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我校药学相关专业学生

　　　顶岗实习及就业统计

项目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学生数（人） ３６８ ３８５ ４７０

顶岗实习单位数（个） ８９ ９１ ９８

顶岗实习岗位数（个） １７２１ １５４９ １９７８

顶岗实习学生数（人） ２９３ ３０１ ３９０

顶岗实习后就业人数（人） ２９２ ２９７ ３８４

顶岗实习后就业率（％） ９７．９９ ９８．６７ ９８．４６

２．１．２　提高就业率，学生提前就业　顶岗实习使学生与岗位

融合，增强了学生的岗位适应性和就业竞争能力，学生就业率

取得了显著的上升［３］。多数学生能提前与用人单位签署就业

合同，学生提前就业。

２．１．３　提高职业素质，爱岗敬业 　高职高专院校教育以职业

素质和能力培养为重点，提高学生基本技能。顶岗实习后，磨

炼了他们的岗位责任感［４］。学生学到企业特有的技术，提高职

业素质和能力，让学生认识社会，学会团队合作，培养艰苦劳

动、爱岗敬业的优秀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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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４　符合市场需求现状　高职高专院校教育不可脱离用人

单位而存在。高专院校教育应以职业岗位的市场需求为出发

点，找准专业定位，而教育本身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学校所授

知识在一定程度上会脱离市场需求。顶岗实习可以通过提高

学生的市场竞争力，刺激学生主动学习最新的知识和技能，培

养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人才。

２．１．５　挖掘学生的长处和优点　学生具有不同的长处和优

点，从２００８年开始学校开展专业技能大赛，取得了很好的效

果，如药品质量检测技术技能大赛、药物制剂技术技能大赛、中

药鉴定技术技能大赛、药品产品经理专题讲座、药用辅料培训

专题讲座等内容的技能大赛和培训讲座，每年聘请自主创业成

功人士、就业指导专家对学生进行创业教育、职业生涯规划等

就业讲座。这些举措充分挖掘了学生的长处和优点。

２．１．６　提高实习质量和效果　学校建立了稳定的兼职教师队

伍，目前已有药学专业兼职教师４６名。由于实习考核针对每

１名学生，客观上调动了学生对实习的积极性，同时激发了学

生对实习的兴趣。学校与顶岗实习单位共同制定实习大纲与

方案，严格要求，规范管理，实习指导老师既有丰富的专业知

识，又是行业的能工巧匠，还要随时关注和远眺药学的前沿发

展，成为１名信息主管
［５］。学生在实习中对社会和环境的适应

性增强。不仅能适应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而且拥有丰富的药

学专业知识和更多药学信息源［６］。

２．１．７　有利加强校企交流，建立稳定实习基地　校外实训基

地是高职教育实践教学的载体，是学校到岗位之间零距离适

应，实现成品型人才培养目标的关键［７］。从２００８年开始，本校

积极开展校企合作培育顶岗实习基地，一批相对稳定且能满足

顶岗实习需要的校外实习基地建立起来。本校现发展有稳定

的实习基地（企业部分）有８０多家，其中协议单位５１家，分布

在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上海、北京、浙江等省市，能满足学校

药学专业学生顶岗实习的需要。所有顶岗实习单位均是“带薪

实习”，补贴８００～２０００元，如太极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科能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万和药房连锁有限公司等，依据互补、互

惠、互利、共赢发展的原则，建立了良好的校企合作关系。

２．１．８　健全制度，规范管理　顶岗实习采用双选方式确定实

习学生人选，每年开展顶岗实习“双选月”活动，定期或不定期

举行顶岗实习工作研讨会，健全制度，明确学校、学生、企业３

方的权利与义务，学校为学生争取合法权益，如劳动安全、劳动

条件、劳动时间、补贴、专业知识与技能培训，顶岗实习单位落

实岗前培训、强化技能训练。制定了学校校企合作实施意见、

学校顶岗实习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实现规范管理。

２．２　不足

２．２．１　学生动手能力有待提高　用人单位注重学生的动手能

力，现已经成为企业选择人才的重要标志［８］。在校期间要注重

实训课与纯理论课的联系，强化实践环节的考核，及时检查学

生对技术能力的掌握情况，以便适时制定相应的措施，达到提

高动手能力的目的。

２．２．２　工作和社会适应力有待加强　学生对实习期间工作时

间长，工作环境、人际环境复杂感觉有压力，这是部分学生频繁

换岗甚至换单位的原因。学校要坚强“三观”教育，增强学生的

适应力。即：金钱观教育，不能以报酬的高低作为选择岗位的

主要标准；吃苦观教育，磨炼学生吃苦的意志和品质；敬业观教

育，加强对学生的敬业爱岗教育。

２．２．３　实习点分散　实习点分散，对实习过程的监控难度非

常大。根据顶岗实习计划要求，指导老师要对实习学生进行监

控、监管。但是，由于实习点分散，很多实习点才１、２名学生，

监管难度加大。

３　完善顶岗实习的思考

３．１　国家和当地政府的积极配合　顶岗实习中，学校和企业

相互配合，相互独立，但合作中有时会产生一些矛盾和分歧，如

学生的生活待遇、事故处理等问题，甚至劳资纠纷。而学生又

不是实习单位的员工，目前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规范。国

家有关部门应加强此方面的规范。

３．２　学校积极完善顶岗实习管理制度和管理体系　高职院校

在顶岗实习前，应制定好相应的管理制度，如实践教学规范、顶

岗实习工作细则、教学实习基地管理办法、校外实习工作流程、

顶岗实习校内（外）指导教师职责、学生顶岗实习管理制度等。

校企双方共同制定突发紧急事件的应对方案和学生就业保障

措施等。

３．３　加大宣传力度，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　国家有关部门和

学校应加大对社会的宣传，组建网络教育队伍，实施远程职业

道德教育，加强对学生的人文关怀，企业要多提供一些轮岗让

学生能有机会学到一些东西，尽量改善学生的住宿条件和饮

食，增加一些娱乐活动设施或举办一些团体活动，让学生能快

速适应工作岗位。

顶岗实习教学工作有效推进“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人才

培养模式，确保了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保证了高职院校人

才的无缝就业，各方面应共同努力，携手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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