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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

见》（教高［２００６］１６号）明确提出，要积极推行与生产劳动和社

会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模式，把工学结合作为高等职业教育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切入点，带动专业调整与建设，引导课程

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学校应与企业合作开展应用

研究和技术开发，使企业在分享学校资源优势的同时，参与学

校的改革与发展，使学校在校企合作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现

根据教育部指导精神，同时融入重庆及西南地区医药行业特

点，结合本校６０多年办学特色，提出高职高专药学专业人才培

养模式与课程体系探索，供兄弟院校参考和学习。

１　国内外药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现状分析

美国具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药学教育系统。一类是

职业教育，即大学教育，授予Ｐｈａｒｍ．Ｄ．学位，学制６年。另一

类是研究生教育，通过Ｐｈａｒｍ．Ｄ．后的教育将药学院的毕业生

进一步培养为科研人员和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日本的现代

高等药学教育始于１８７３年。将药学的本科教育设置为“新４

年制”和“６年制”２种。“新４年制”以培养科研、技术人员等为

目标，“６年制”的培养目标是能够在不断发展的医疗领域负责

药物治疗的药剂师，从事疾病的预防和治疗的临床药学工作。

英国的高等药学教育可以分成本科起点教育、硕士教育和博士

教育。本科起点的教育提供的学位有药学及相关的科研型学

士学位和培养职业人才的药学硕士学位。德国的高等药学教

育本科阶段主要培养社会药房的药师。在整个药学本科教育

中实践贯穿始终，而且实践的一半时间是在社会药房进行

的［１］。

英国、美国许多大学药学院系采取了以问题为基础的

（ｐｒｏｈｌｅｍｂａｓ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ＰＢＬ）学习模式，在药学教育中运用

ＰＢＬ教学模式
［２］，使授课过程以学生为中心，激发学生自学能

力，从而达到独立自学、发挥个性、符合药学职业要求的目的。

美国亚历桑那大学、北卡大学，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等药学院开

发了结合课程要求、以学生为中心、以案例分析为基础的教学

模式，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提出评价性分析、解决问题、做出决

策、交流技能以及主动学习、终身学习的能力。

很显然，“工学结合、校企合作”是高职高专院校总的培养

模式，针对各个学校和专业特色，在此基础上提出各自专业培

养模式。袁书林等［３］提出从“特色班”教育模式、“多元化”的评

价体系、“四段递进、教学做一体”人才培养模式、阶梯式实践教

学模式和药学教育与执业药师资格制度接轨等５方面展开了

创新型应用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张秋荣等［４］则从课程体系、

教学内容和方法进行改革，改变传统的培养药学人才模式，构

建合理的教学方案，形成一套复合型药学人才培养模式。王焕

琦等［５］提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药学人才培养模式。马彦

等［６］提出培养目标、培养内容、培养方法、培养途径、质量标准

５个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实践，初步建立了“五个结合”的人才培

养模式。李卫平［７］则提出高职药学专业能力本位型人才培养

模式。陆艳琦等［８］提出的“５４３０”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人才培养

模式。陈素慧［９］的药学类专业“２＋０．５＋０．５”人才培养模式

等。各位老师均是结合本地区医药行业市场和学校办学特色，

提出适应本地区药学专业能较好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

２　人才需求及药学从业人员背景分析

２．１　人才需求背景分析　医药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与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密切相关，被誉为“朝阳

产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医药行业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速

度，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医药工业产值年均递增１６．１％，这种增长

速度对行业的从业人员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迫切需要一大批

既懂专业又懂技术的技能应用型人才。随着近年来国家对医

药行业的大力整顿以及制药企业ＧＭＰ认证管理的深入推进，

对行业的技术人员的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行业门槛的提高必将带动对受过正规药学专业教育、具有大专

以上学历的药学人才的旺盛需求。

２．２　药学从业人员现状分析　通过对重庆医药行业药学专业

从业人员的市场调研，按照技术等级、年龄结构、学历状况、工

资收入等进行分析，其结果显示：药学专业生产企业和流通领

域从业人员的技术等级多为初、中级，占８１．０％，而高级工、技

师和高级技师仅占１９．０％。说明医药行业科技创新能力不

足，高技能人才严重缺乏，劳动生产率需要提高。药学专业药

学服务领域从业人员的职称等级多为初、中级，占９５．０％，而高

级职称仅占５．０％。说明药学服务领域从业人员多为具有初

级职称的一线人员，而高职药学专业毕业生是主力军。药学专

业从业人员中具有大专学历的人最多（４９％），本科和硕士及以

上学历人员较少，说明具有大专学历的高技能人才最受用人单

位欢迎。因此，培养适应行业发展的高素质药学技术应用型高

职人才，对实现中国医药业现代化、振兴医药经济，提高人民群

众的医疗卫生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３　药学专业定位

３．１　专业建设基本思路　在医药职教集团框架下，以教育思

想和观念的转变为先导，以教学改革为核心，以教学基本建设

为重点，认真贯彻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相统一的方针，努力

办出特色，创出亮点，进一步提升本校药学专业并将其打造成

为国内一流、西部领先的示范性重点专业。

３．２　药学专业的专业定位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掌握

药学、中药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具有较强的综合职业能力和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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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术水平，在药品生产、检验、一般药物制剂制备和临床合理

用药等工作中从事技术操作、技术指导和药品经营、管理的高

端技能型专门人才。

４　推进“３５３”能力递进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按照“理实融合、能力递进、工学结合”的思路，逐步推行

“３５３”能力递进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在医药行业企业的深度

参与下，重新构建校企合作的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制定校企

合作双方责、权、利制度，深入推进校企合作办学体制机制建

设。与太极集团联合打造太极学院，遴选药学太极班，探索校

企深度合作的运行机制，共同培养社会需要的药学专业高端技

能型专门人才。企业全程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教学过

程，指导学生实训实习，参与学生培养第三方评价，随时纠正教

学各个环节与生产一线脱节的教学内容或教学方法，紧跟市场

办学，满足用人单位实际用人需求。

５　构建药学专业基于工作过程和岗位能力标准的课程体系

５．１　课程体系设置思路　根据医药行业企业调研情况，寻找

典型工作任务，对药学专业岗位群的工作流程进行过程分析，

找出与典型工作相关的行动领域，以此确定药学专业的学习领

域，并基于工作过程和岗位能力标准，设计学习情景，最终实现

“学做”一体化教学。

５．２　药学专业岗位分析　坚持以岗位需求为导向，深入调研

分析医药人才市场需求情况，明确药学专业高端技能型人才培

养目标和药学专业岗位（群）的任职要求。其核心岗位有制剂

工、检验工、调剂工、购销员、验收员、库管员和养护员等工种，

拓展岗位群有验证员、车间管理员和仓储、物流等岗位，对应开

设课程也一一列出。结合本校多年药学办学经验，与行业企业

专家共同对药学专业课程设置、教学要求等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和征求意见，重新确定药学专业培养目标，以药学专业各个岗

位任务为主线，按照培养与本专业应具备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素

养设置相关课程。

５．３　药学专业岗位典型工作任务及行动与学习领域分析　根

据岗位明确岗位典型工作任务，从而确定行动领域，由行动领

域确定学习领域，最终确定药学专业课程体系，确定药物化学、

药物分析、药理学、药剂学、药事管理与法规、常见疾病用药指

导等６门课程为药学专业核心课程，其中前５门均是执业药师

考试科目。通过行动与学习领域分析，形成了基本职业素养类

和基于工作过程和岗位能力为标准的药学专业课程体系，满足

培养学生完成药学专业各岗位任务的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

要求。

６　讨　　论

医药产业作为朝阳产业与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

一直保持较快增长速度。然而，在药品生产、流通及使用领域

中，从业人员专业素质相对偏低，科技创新能力不足，高技能型

人才严重缺乏，医药行业迫切需要一大批既懂专业又懂技术的

一线高技能应用型人才。国内外诸多学校或学者虽然提出了

大量的药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建议，归根到底就是要体现

“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本校采取行业参与办

学，形成由行业指导、企业参与、学校推进的三方人才共育共

管、资源共享的校企合作办学机制（三方联动），构建基本职业

素质、药物制剂技能、药品检测技能、药品营销技能和临床合理

用药等５项基于工作过程的岗位能力为标准的药学专业课程

体系（５项技能），打造以基本技能训练、专业技能训练和综合

应用能力训练的递进式三步药学专业能力训练体系，并贯穿于

实验、见习、实训、实习等环节中，形成特色鲜明的药学专业能

力训练体系（３项训练），即所谓的“３５３”能力递进的药学专业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在实际办学过程中，体现药学办学特色，

学生综合素质明显增强，受到用人单位普遍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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