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顺职业技术学院中药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基本情况

专业名称：中药学

专业代码：620302

招生对象及要求：高中毕业生。

学制及修业年限：学制为 3年，修业年限为 3-5 年。

职业面向：

所属专业大类 对应行业 主要岗位类别（或技术领域）
职业资格证书或技

能等级证书举例

62 医药卫生

大类

A017 中 药

材种植

指主要用于中药配制以及中

成药加工的药材作物的种植

活动

执业中药师

中药学士

药物制剂工（中级）

医疗信息化办公应

用师（中级）

C2730 中药

饮片加工

指对采集的天然或人工种植、

养殖的动物、植物和矿物的药

材部位进行加工、炮制，使其

符合中药处方调剂或中成药

生产使用的活动

C2740 中成

药生产

指直接用于人体疾病防治的

传统药的加工生产活动

F5152 中药

批发

指人用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

片（含中药配 方颗粒）的批

发和进出口活动

F5252 中药

零售

指人用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

片的零售活动

G5960 中药

材仓储

指中药材仓储活动

Q84 卫生工

作

指卫生工作中的医疗机构药

学服务活动

M745 质 检

技术服务

指质检技术服务中，通过专业

技术手段对药品所进行的检

测、检验等活动，还包括药品

质量、标准、计量、认证认可

等活动



二、人才培养目标

根据各专业国家专业教学标准，科学合理确定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参考格式：本专业

旨在培养思想政治坚定、德技并修、全面发展，适应经济社会建设发展需要，具有从事中药

类职业岗位（或岗位群）实际工作的良好的身心素质和以患者为中心的职业素质，掌握中医

学、中药学、营销、沟通等知识和技术技能，面向医药制造业、批发零售业、医药卫生行业

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矚

三、人才培养规格

根据分析本专业的工作岗位（群）、工作任务对所需知识、能力、素质的要求，制定职

业岗位分析表。

职业岗位分析表

岗

位

岗位职责及

工作任务
职业能力要求 对应课程

岗

位

1

中药生产：直

接用于人体

疾病防治的

传统药的加

工生产活动，

包括中成药

生产和中药

饮片加工。

（一）知识要求：

1、基础知识：掌握必需的自然科学、人

文科学、法律、计算机、英语等相关知识。

2、核心知识：掌握中药化学成分提取、

中药材鉴定及加工炮制、中成药、中药饮

片生产、中药制剂生产、中药检测等专业

核心知识。

3、辅助知识：掌握必需的医学基础、中

医基础等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

4、扩展知识：了解音乐、书法、药用植

物栽培、文献检索等拓展相关知识。

（二）能力要求:具有必要的交流沟通能

力、团队协作能力、组织能力和中药饮片

生产、中药制剂生产的操作能力，以及生

产过程及终产品质量监控或检查的能力，

考取相应执业资格或技能资格证书。

（三）素质要求：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职业适应能力，达到大学

生体育合格标准。

《中药化学》

《中药鉴定学》

《中药炮制学》

《中药制剂学》

《药事管理与法规》

岗

位

2

药学服务：卫

生工作中的

医疗机构药

学服务活动。

（一）知识要求：

1、基础知识：掌握必需的自然科学、人

文科学、法律、计算机、英语等相关知识。

2、核心知识：掌握中药化学成分提取、

中药材鉴定及加工炮制、中药检测、中药

营销等专业核心知识。

3、辅助知识：掌握必需的医学基础、中

《中药化学》

《中药鉴定学》

《中药炮制学》

《中药制剂学》

《中成药学》

《药事管理与法规》



医基础等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

4、扩展知识：了解音乐、书法、药用植

物栽培、文献检索等拓展相关知识。

（二）能力要求:具有必要的交流沟通能

力、团队协作能力、组织能力和医疗机构

药学服务基本技能及药品质量监控或检

查的能力，考取相应执业资格或技能资格

证书。

（三）素质要求：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职业适应能力，达到大学

生体育合格标准。

四、课程设置及学时安排

（一）公共课程

公共课程重在学生的诚信品质、敬业精神、责任意识和遵纪守法意识的培养，是高素质

人才培养的基本保证。公共课程主要包括：思政课、体育、心理健康教育、计算机应用基础

等。主要公共课程说明如下。

1.《入学教育》1周，1学分，30 学时，考核形式为“考查”。

2.《军事训练》10 天，2学分，开设在第一学期，考核形式为“考查”。

3.《军事理论》2学分，36 学时，在第一学期采用网络课程、讲座形式并行开设，考核

形式为“考查”。

4.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

见》（教社政〔2005〕5 号）实施方案，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建设体系创新计划》（教社政〔2015〕2 号）、《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

本要求》（教社科〔2018〕2 号）开设“思政”课程。 “思政”课程实践实施方案由公共课

教学部、思政课理论课教学部负责制订，教务处审批备案后，交由思政课理论课教学部执行。

“思政课”共 9学分。

（1）《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简称“基础”）3学分，54 学时，课堂教学 48 学

时，实践教学 6学时，第一学期开设。

（2）《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简称“概论”）4学分，72

学时，课堂教学 54 学时，课程实践 18 学时，第二学期开设，课程考核形式均为“考试”。

（3）《形势与政策》1学分，每学期 18 学时，要保证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开课不断线。

结合实际和学生需求，开设形势与政策教育类的选修课，完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程体系，

发挥“课程思政”作用。按照“优中选优”原则，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哲学社会科学专

业课教师、高校辅导员等教师队伍中择优遴选“形势与政策”课骨干教师。实行“形势与政

策”课特聘教授制度，分层建立特聘教授专家库，选聘社科理论界专家、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各行业先进模范等参与“形势与政策”课教学。采用讲座、视频直播、社会调查等形式进行。

（4）《贵州省情》1学分，18 学时，在第二学期开设，考核形式为“考查”。

5.《心理健康教育》2学分，36 学时，考核形式为“考查”，开设在第一学年第二学期。

6.《体育》课程考核形式为“考查”，第一、二学期开设必修课 4学分；第三、四学期

列为选修课，第三学期采用项目选修的形式列入学院公共选修课供学生选择，第四学期与“阳

光体育”结合，采用教师带领学生进行早锻炼和课外体育活动的形式开设课程。



7.《计算机应用基础》4学分，72 学时，考核形式为“考查”,在第 2学期开设。

8.《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2学分，共 36 学时，安排在毕业实习前一学期进行，考核形

式为“考查”，由各系承担教学及课程管理。

9.《高职英语》课程为公共课程中的必选课程，开设为两个学期，共 4学分（各系可根

据具体情况适当调整）。第一学期 2学分，32 学时，考核形式为“考查”；第二学期 2学分，

36 学时，考核形式为“考试”。

10.《大学语文》为必修课程，开设一学期，为 2学时，共 2学分，考核形式为“考查”,

开设在第二学期。

11.《大学生安全教育》为必修课程，开设在第一学期，开设形式为讲座，0.5 学分，8

学时。

12.公共选修课程可从公共课教学部提供的公共选修课、智慧树共享课程通识课等由专

业组选择推荐给学生选修。

（1）《高等数学》为选修课程，开设在第一学年第二学期，2学分，36 学时，考核形

式为“考查”。

（2）《美术》《音乐》《书法》作为选修课设置，三选一开设，第二或三学期开课，

考核形式为“考查”。

（3）《文学欣赏》《普通话》《应用文写作》作为选修课程，三选一开设，开设在第

二学期，36 学时，考核方式为“考查”。

（4）《中华茶文化》作为选修课程开设，开设在第二或三学期，36 学时，考核方式为

“考查”。

（二）核心课程

专业核心课程是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的核心内容，本专业学生要求掌握以下核心课程：

1.《药事管理与法规》

课程名称 药事管理与法规

实施学期 四学期 总学时 72 讲授学时 54 实训学时 18

教学组织

1.药事管理与法规概述单元教学： 讲授学时 4学时，实训学时 2学时

2.药事组织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2学时，实训学时 2学时

3.药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单元教学： 讲授学时 6学时，实训学时 2学时

4.药品注册管理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6学时，实训学时 2学时

5.药品生产管理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6学时，实训学时 2学时

6.药品经营管理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6学时，实训学时 2学时

7.医疗机构药事管理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3学时，实训学时 1学时

8.中药管理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2学时，实训学时 1学时

9.特殊药品的管理单元教学： 讲授学时 4学时，实训学时 1学时

10.药品信息管理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4学时，实训学时 1学时

11.药品广告和价格管理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4学时，实训学时 1学时

12.药品知识产权保护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3学时，实训学时 0.5 学时

13.药学技术人员管理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2学时，实训学时 0.5 学时

学习重点 药品监督、药品注册、药品经营企业、药品生产企业、医疗机构药



事、药学技术人员管理

职业能力
通过本课程学习，掌握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及医疗机构的

药事政策，了解 GSP/GMP 基本内容，能够在实习单位合理应用。

课程内容

药事管理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药品的特殊性、药品质量特点与管理

要求；《药品管理法》及 GMP、GSP、GLP、GCP、GPP 等规范；药事组织、

新药研究与开发、特殊药品管理、中药与中药现代化管理等知识。

2.《中药化学》

课程名称 中药化学

实施学期 四学期 总学时 108 讲授学时 54 实训学时 54

教学组织

1.基础知识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4学时，实训学时 2学时

2.苷类化合物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4学时，实训学时 6 学时

3.醌类化合物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6学时，实训学时 8学时

4.苯丙素类化合物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4学时，实训学时 8学时

5.黄酮类化合物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8学时，实训学时 8学时

6.萜类和挥发油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6学时，实训学时 6学时

7.皂苷类化合物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6学时，实训学时 8学时

8.强心苷类化合物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4学时，实训学时 0学时

9.生物碱类化合物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8学时，实训学时 8学时

10.其他成分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2学时，实训学时 0学时

11.中药活性成分研究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2学时，实训学时 2学时

学习重点

掌握中药中所含常见有效成分的结构类型、理化性质、提取、分离、

检识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熟悉中药中所含有效成分的

结构鉴定方法，了解中药化学成分的结构解析。

职业能力

1.掌握中药化学成分的一般研究程序；

2.对中药中常见的各类中药化学成分能够进行提取.分离；

3.能够对常见的中药化学成分进行简单鉴别；

4.养成勤奋、求实、团结协作的工作作风和认真的科学态度，具有良

好的职业道德。

课程内容

主要讲述中药中具有生物活性或能起防病治病作用的化学成分，

即有效成分的化学结构、物理化学性质、提取、分离、检识、结构鉴

定或确定、生物合成途径和必要的化学结构的修饰或改造，以及有效

成分的结构与中药药效之间的关系等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

3.《中药鉴定学》

课程名称 中药鉴定学

实施学期 三学期 总学时 108 讲授学时 54 实训学时 54

http://www.med66.com/web/wulihuaxue/


教学组织

1.中药鉴定知识与技能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6学时,实训学时 8学时

2.根及根茎类中药鉴定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8学时,实训学时 10 学时

3.茎木类中药的鉴定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6学时,实训学时 6学时

4.皮类中药的鉴定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6学时,实训学时 6学时

5.叶类中药的鉴定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6学时,实训学时 6学时

6.花类中药的鉴定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4学时,实训学时 4学时

7.果实、种子类中药鉴定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4学时,实训学时 4学时

8.全草类中药的鉴定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6学时，实训学时 6学时

9.藻、菌、地衣类中药的鉴定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4学时，实训学时 4

学时

10.树脂类中药的鉴定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1学时，实训学时 0学时

11.其他类中药的鉴定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1学时，实训学时 0学时

12.动物类中药的鉴定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1学时，实训学时 0学时

13.矿物类中药的鉴定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1学时，实训学时 0学时

学习重点

常见常用 114 种大宗型中药的来源、主产地采收加工、性状鉴别、

显微鉴别、主要成分或有效成分、理化鉴定等。掌握根及根茎类茎木类、

皮类、叶类、花类果实及种子类藻菌地衣类、树脂类、其他类动物类及

矿物类中药的性状鉴别及显微鉴别要点。

职业能力

通过学习本门课程，学生能从事中药质量检验工作所必备的基本自

私和技能，达到《国家职业分类大典》规定的中药调剂员、中药检验工

等工种的高级工标准，增强学生的学习能力、工作能力、社会能力和创

造能力，为学生适应工作岗位和继续学习打下必要的基础。

课程内容

中药的来（基）源鉴定、性状鉴定、显微鉴定及理化鉴定的方法和

注意事项；常见常中药的来源、主产地采收加工、性状鉴别、显微鉴别、

主要成分或有效成分、理化鉴定等；中药采收加工和贮藏的基本知识及

其对中药质量的影响；中成药鉴定的特点、基本程序和方法；与中药鉴

定有关的法律法规。

4.《中药制剂学》

课程名称 中药制剂学

实施学期 四学期 总学时 108 讲授学时 54 实训学时 54

教学组织

1.绪论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4学时，实训学时 0学时

2.制药卫生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2学时，实训学时 0学时

3.制药用水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2学时，实训学时 0学时

4.物料干燥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2学时，实训学时 0学时

5.粉碎、过筛、混合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4学时，实训学时 2学时

6.中药提取、分离与精制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4 学时，实训学时 0学

时



7.浓缩与干燥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4学时，实训学时 0学时

8.液体制剂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4学时，实训学时 8学时

9.浸出药剂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4学时，实训学时 16 学时

10.注射剂与滴眼剂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4学时，实训学时 0学时

11.散剂、颗粒剂与胶囊剂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6 学时，实训学时 12

学时

12.片剂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3学时，实训学时 4学时

13.中药丸剂与滴丸剂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3学时，实训学时 8学时

14.栓剂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2学时，实训学时 0学时

15.气雾剂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2学时，实训学时 0学时

16.软膏剂与贴膏剂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2学时，实训学时 2学时

17.其他剂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2学时，实训学时 2学时

学习重点

1.掌握临床常用剂型的概念、特点、分类；掌握主要剂型的生产工艺

流程和生产技术要求；

2.掌握粉碎、过筛、混合、提取、分离、精制、浓缩与干燥等技术；

3.熟悉各种剂型生产所用辅助（或附加剂）的作用；熟悉各种剂量的

质量主要检查项目的合格标准；

4.了解各种剂型生产所用辅料（或附加剂）的性质；了解制药设备结

构；了解药物的包装与储存要求。

职业能力
1.学习分析问题的方式，学习应用知识的能力；学习自学的方法。

2.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严谨的工作作风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

课程内容

1.中药制剂学的基本理论：绪论、制药卫生、制药用水 物料干燥 粉

碎过筛混合、提取分离精制。

2.中药制剂学的常用剂型：液体药剂、浸出药剂、注射剂与滴眼剂、

散剂、颗粒与胶囊剂、片剂、中药丸剂与滴丸剂、栓剂、气雾剂、软

膏剂与贴膏剂其他剂型

5.《中药炮制学》

课程名称 中药炮制学

实施学期 三学期 总学时 108 讲授学时 54 实训学时 54

教学组织

1.绪言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2学时，实训学时 0学时

2.中药炮制的目的及对药物的影响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4学时，实训

学时 0学时

3.中药炮制常用辅料及质量要求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2 学时，实训学

时 0学时

4.中药饮片的质量管理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2学时，实训学时 0学时

5.净选加工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2学时，实训学时 4学时



6.切制饮片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6学时，实训学时 6学时

7.炒法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10 学时，实训学时 20 学时

8.炙法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10 学时，实训学时 12 学时

9.煅法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4学时，实训学时 0学时

10.蒸法、煮法、燀法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6学时，实训学时 4学时

11.复制法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2学时，实训学时 4学时

12.发酵、发芽法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2学时，实训学时 4学时

13.其他制法单元教学：讲授学时 2学时，实训学时 0学时

学习重点

1.中药炮制技术的基本理论；

2.各种炮制方法的操作要点；

3.掌握各种炮制品的炮制要求；

4.常用炮制品的功效及应用。

职业能力

1.学习分析问题的方式、方法，学习应用知识的能力；

2.具有中药饮片厂生产、检验和储藏保管各种常见饮片的能力。

3.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严谨的工作作风和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

课程内容

1.中药炮制学的基本理论：绪言、中药炮制的目的及对药物的影响、

中药炮制常用辅料及质量要求、中药饮片的质量管理：

2.中药炮制学的常用技术：净选加工.切制饮片、炒法、炙法、煅法、

蒸法、煮法、燀法复制法发酵、发芽法其他制法。

（三）辅助课程

辅助课程为专业群或相关专业的专业知识平台，要求学生掌握必须具备的本专业基础知

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强调以应用为目的，以必需、够用为度，以讲清概念、强化应用

为教学重点。专业选修课由专业组根据专业特点设置课程模块供学生自主选修。本专业开设

的辅助课程包括：

1.中医学基础

2.临床中药学

3.中药调剂学

4.中药制药设备

5.药学微生物

6.药用植物学

7.中药药理学

8.无机化学

9.有机化学

10.分析化学

11.药用植物栽培学



12.中成药学

（四）扩展课程

扩展课程主要用于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的其他专业素质和综合能力。扩展课程

应提供学生自主选择的空间，可开设成任选课程，可采用网络学习的形式，学生毕业前至少

选修 8-10 学分。本专业开设的扩展课程包括：创新创业课程、美术、音乐、书法、文学欣赏、

普通话、应用文写作、中华茶文化、药品营销学、医药商品学、医学基础、人体解剖生理学、

方剂学、文献检索、药理学、医院药学。

（五）综合实训课程

1.顶岗实习

2.毕业设计

具体安排见教学进程表。

五、学时学分分配汇总表及教学进程安排表

（一）学时学分分配汇总表

学时学分分配汇总表

课程类别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总学分

学时 占总学时% 学时 占总学时%

公共课程 584 392 67.12 192 32.88 32.5

核心课程 504 268 53.17 236 46.83 28

辅助课程 678 348 51.33 330 48.67 39

扩展课程 318 178 55.97 140 44.03 18

综合实训 990 0 0 990 100 31

素质学分 - - - - - 24

合计 3014 1186 39.35 1828 60.65 172.5

（二）高职教学进程安排表



2019 级高职教学进程安排表

专业：中药学 制定日期： 2019 年 8 月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序

号

课

程

性

质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考

试

考

查

学

分

学时数 开课学期及周课时数 备注

总

学

时

理

论

实

践

根据各专业安排填写循环层次

1 2 3 4 5 6

16

周
18周 18周 18周 18周 15周

公

共

课

程

1 必选 20104017 入学教育 查 1 30 30
1

周
综合评定

2 必选 20801014 军事理论 查 2 36 36 0
讲座网络课

第 1 学期

3 必选 20801002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试 3 54 48 6 3

4 必选 2080100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试 4 54 44 10 3

5 必选 20801003 形势与政策 查 1 18 18 0
2-4 学期以讲座

开课

6 必选 20801004 贵州省情 查 1 18 18 0 1

7 必选
20801007/

20801008
体育 查 4 68 8 60 2 2

8 必选 20801006 大学语文 查 2 32 32 0 2

9 必选 20801005 心理健康教育 查 2 36 18 18 2 网络课程

10 必选 20801024 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查 2 36 18 18 2

11 必选
20801010/

20801011
高职英语

查

/

试

4 68 32 36 2 2

12 必选 20801012 计算机应用基础 查 4 72 36 36 4



13 必选 20801025 大学生安全教育 查 0.5 8 8 0 讲座，1 学期

14 任选 20801013 高等数学 查 2 36 36 0 2

小计 32.5 584 392 192 11 15 0 2

核

心

课

程

1 必选 20104001 药事管理与法规 试 4 72 52 20 4

2 必选 20104002 中药化学 试 6 108 54 54 6

3 必选 20104003 中药鉴定学 试 6 108 54 54 6

4 必选 20104004 中药制剂学 试 6 108 54 54 6

5 必选 20104005 中药炮制学 试 6 108 54 54 6

小计 28 504 268 236 0 0 12 16

辅

助

课

程

1 必选 20104006 中医学基础 试 4 64 32 32 4

2 必选 20104007 临床中药学 试 4 72 36 36 4

3 必选 20104008 中药调剂学 试 4 72 36 36 4

4 限选 20104009 中药制药设备 查 2 54 36 18 2

5 限选 20104010 药用微生物学 查 3 54 36 18 3

6 限选 20104011 药用植物学 试 4 64 32 32 4

7 限选 20104012 中药药理学 查 2 36 18 18 2

8 限选 20801022 无机化学 试 4 64 32 32 4

9 限选 20801021 有机化学 试 4 72 36 36 4

10 限选 20104013 分析化学 试 4 72 36 36 4

11 限选 20104014 药物植物栽培学 查 2 36 18 18 2

12 限选 20104015 中成药学 查 2 36 18 18 2

小计 39 678 348 330 12 9 10 8

扩

展

课

程

1 必选 20104016 创新创业课程 查 2 36 2

2 任选 20801019 美术 查 2

36

12 24

2 三选一3 任选 20801017 音乐 查 2 12 24

4 任选 20801018 书法 查 2 18 18

5 任选 20801023 文学欣赏 查 2
36 18 18 2 三选一

6 任选 20801016 普通话 查 2



7 任选 20801015 应用文写作 查 2

8 任选 20801026 生态文明教育 查 2 16 16 16 1

9 任选 20104018 药品营销学 查 2
36 18 18 2 二选一

10 任选 20104019 医药商品学 查 2

11 任选 20104020 医学基础 查 3
48 28 20 3 二选一

12 任选 20104021 人体解剖生理学 查 3

13 任选 20104022 方剂学 查 2
36 18 18 2 二选一

14 任选 20104023 文献检索 查 2

15 任选 20104024 药理学 查
3 54 36 18 3 二选一

16 任选 20104025 医院药学 查

小计 18 318 178 140 5 5 6 2

综

合

实

训

1 必选 20104026 顶岗实习 27 810 0 810 综合评定

2 任选 20104027 毕业设计（或毕业论文） 4 120 0 120 综合评定

3

小计 31 930 0 930

总计 148.5 3014 1186 1828 28 28 29 28

素

质

学

分

1 必选 20104028 思想政治与道德修养 6 综合评定

2 必选 20104029 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 6 综合评定

3 必选 20104030 技能培训及其他 4 综合评定

4 任选 20104031 学术科技与创新创业

8 综合评定5 任选 20104032 文化艺术与身心发展

6 任选 20104033 社团活动与社会工作

小计 24

总计 172.5 3014 1186 1828 实践学时占 60.65%

说明：素质学分具体要求见《安顺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素质教育学分管理实施办法（试行）》。



六、毕业条件

（一）学生应在校修完规定课程，成绩合格，修满 172.5 学分。

（二）获取的职业资格证书要求

序号 证书名称
证书

等级
发证单位 获证要求 备注

1 中药学士 初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

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成绩合格

2
与药学相关的技能证

书或其它技能证书
中级

国家各级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单位
成绩合格

（三）德育合格

1.素质学分达到 24 学分。

2.学生无违纪或者违纪处分已解除。

（四）其他要求

1.体质健康测试达标。

2.学生缴纳了规定的费用。

七、实施保障

（一）师资条件

本专业目前有专职教师 12 名，双师型教师达 100%。

专业课程教师情况一览表

序号
任课教师基本情况

专/兼职
姓名 毕业院校及专业 职称 技能等级证书

1 李明松 贵阳中医学院/中药学 副教授 保健按摩师 专职

2 张怡莎 贵阳中医学院/中药学 副教授 保健按摩师 专职

3 罗平 贵阳医学院/药学 高级实验师 妇幼保健员 专职

4 卢海莎 西南民族大学/制药工程 讲师 妇幼保健员 专职

5 安立群 贵州大学/药物化学 讲师 妇幼保健员 专职

6 任海燕 遵义医学院/药品检验 讲师 妇幼保健员 专职

7 洪开文 贵阳中医学院/中药学 讲师 妇幼保健员 专职

8 郑重 贵州民族大学/药学 助教 妇幼保健员 专职

9 陈宓 贵阳医学院/药学 助教 妇幼保健员 专职

10 刘晶 中国药科大学/海洋药学 助教 妇幼保健员 专职

11 宋伦 四川农业大学/中草药栽培 助教 妇幼保健员 专职

12 彭静婧 贵州民族大学/药学 助教 妇幼保健员 专职

（二）实训条件

1.校内实训条件

目前，校内专业实训室 6个。



校内实验实训室一览表

序号 名称 面积 工位数 台套数 主要实训项目

1
中药制剂/中药

炮制实训室
118 ㎡ 30 个 50

药物制剂、饮片加工等实训、学

生专业技能培训

2
生药/中药鉴定

实训室
118 ㎡ 30 个 20

中药显微、性状、理化鉴定实训、

学生专业技能培训

3 化学实训室 240 ㎡ 30 个 36

中药提取、分离、鉴定和有机、

无机、分析化学实训、学生专业

技能培训

4 GSP 模拟大药房 120 ㎡ 30 个 37
药品经营销管理实训、职业资格

培训考试、学生专业技能培训

5 药物分析实训室 100 ㎡ 30 个 30
药物分析实验实训、学生专业技

能培训、对外技术服务

6 中草药标本馆 200 ㎡ 20 个 30
植物的来源、标本鉴定、对外开

放中药传统知识普及。

合计 916 ㎡ 170 个 203

2. 校外实训条件（含校企合作情况）

现有校外合作企业 26 家，分布于安顺、贵阳、六盘水、遵义、兴义、毕节等地，为实践

教学提供真实工作环境，也为实现工学有机结合提供条件，并与 2家企业开展了联合育人，

开办了“百灵班”、“健一生班”订单培养班级。主要合作企业见下表。

合作企业一览表

序

号
合作单位

合作

类型
合作内容

1 贵州百灵制药集团
校企

合作

1.药品生产与检测技术课程开发、教学

2.学生订单培养

3.教师到企业一线锻炼

2
贵州健一生连锁药业有

限公司

校企

合作

1.药品应用、销售岗位轮岗和顶岗实习、就业

2.学生订单培养

3.教师到企业一线锻炼

3
贵州芝林大药房连锁有

限公司

顶岗

实习
药品应用、销售岗位轮岗和顶岗实习、就业

4 贵州神奇制药有限公司
顶岗

实习
药品应用、销售岗位轮岗和顶岗实习、就业

5 贵州云峰药有限公司
顶岗

实习
药品应用、销售岗位轮岗和顶岗实习、就业

6 贵州长寿制药厂
顶岗

实习
药品应用、销售岗位轮岗和顶岗实习、就业

7
贵州云峰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

顶岗

实习

药品各剂型生产、质量检测和药品销售岗位轮岗

和顶岗实习、就业



8
贵阳德昌祥药业有限公

司

顶岗

实习

1.药品生产与检测技术课程开发、教学

2.学生专业认知、见习、顶岗实习与就业

3.教师到企业一线锻炼

9
贵州一树连锁药业有限

公司

顶岗

实习
药品应用、销售岗位轮岗和顶岗实习、就业

10 遵义市人民医院
顶岗

实习
药品应用、顶岗实习、就业

11 贵阳中医学院一附院
顶岗

实习
药品应用、顶岗实习、就业

12 贵州省人民医院
顶岗

实习
药品应用、顶岗实习、就业

13 贵阳市人民医院
顶岗

实习
药品应用、顶岗实习、就业

14 六盘水市人民医院
顶岗

实习
药品应用、顶岗实习、就业

15 紫云县人民医院
顶岗

实习
药品应用、顶岗实习、就业

16 关岭县人民医院
顶岗

实习
药品应用、顶岗实习、就业

17 镇宁县人民医院
顶岗

实习
药品应用、顶岗实习、就业

18 镇宁县中医院
顶岗

实习
药品应用、顶岗实习、就业

19 安顺市贵安医院
顶岗

实习
药品应用、顶岗实习、就业

20 安顺市妇幼保健院
顶岗

实习
药品应用、顶岗实习、就业

21 安顺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顶岗

实习
药品应用、顶岗实习、就业

22 安顺市中医院
顶岗

实习
药品应用、顶岗实习、就业

23 普定县人民医院
顶岗

实习
药品应用、顶岗实习、就业

24 普定县中医院
顶岗

实习
药品应用、顶岗实习、就业

25 平坝区人民医院
顶岗

实习
药品应用、顶岗实习、就业

26 西秀区人民医院
顶岗

实习
药品应用、顶岗实习、就业

（三）教学资源



药学专业图书和数字资源丰富，能够满足学生专业学习、教师专业教学研究、教学实施

和社会服务需要。本专业严格执行教材选用的相关要求，选取教材具有新、特、优等特点。

此外专任教师根据需要组织编写了校本教材，也开发了部分教学资源。镝

（四）教学方法

在理论教学中，基于学情分析，倡导因材施教、因需施教，能依据专业培养目标、课程

教学要求、学生能力与教学资源，灵活运用问题教学法、案例教学法、角色扮演法等教学，

以达成预期教学目标。在实训教学中鼓励创新教学方法和策略，采用理实一体化教学、案例

教学、项目教学等方法，坚持学中做、做中学。驅

（五）学习评价

药学专业注重对教学过程的质量监控，在实践教学中改革教学评价的标准和方法，多层

次、多角度、多方位对学生学业进行考核评价。其评价内容兼顾认知、技能、情感等方面，

体现了评价标准、评价主体、评价方式、评价过程的多元化，通过观察、口试、笔试、顶岗

操作、职业技能大赛、职业资格鉴定等开展评价、评定学生的学习效果。

（六）质量管理

在院系两级的质量保障体系下，中药学专业以保障和提高教学质量为目标，统筹考虑影

响教学质量的各主要因素，结合教学诊断与改进、质量年报等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的工作和各

环节的教学质量管理活动，逐步形成了任务、职责、权限明确，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质量

管理有机整体。

1.组织机构

为制定和审定本方案，组建了医药学专业指导委员会，由系主任、专业主任、专业教师、

行业专家组成，具体如下。

主任：丁杰

成员：牛民（贵州百灵企业集团总经理）、王天元(安顺市人民医院药房主任、主任药师）、

梁伟(安顺市人民医院中药房主任、副主任中药师）、孙刚（安顺市药检所所长、副主任药师）、

罗丹云（药学教授、执业药师）、卢海莎、李明松、张怡莎、罗平、洪开文、安立群、任海

燕、陈宓、宋伦、郑重、彭静婧

2.管理措施

（1）本方案的各个培养环节，均落实到具体负责人，由负责人负责具体的培养活动实施，

由学院、系、专业进行实时监控。

（2）建立健全包括教师队伍建设、实训设施及基地建设、教学资源建设、教学督导及教

学检查、教学质量考核、学生顶岗实习跟踪监控机制、毕业生就业指导等一系列制度，以保

障本方案的顺利实施。

3.质量监控

（1）对教师进行任课资格、能力的认定。

（2）教学资料进行学期初、中、末的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查。

（3）定期、不定期进行听评课。

（4）定期、不定期进行教评学、学评教、教评教。

（5）定期、不定期检查、抽查学生素质教育学分支撑资料。

（6）定期、不定期检查、抽查学生顶岗实习实施情况。

八、附录

包括人才培养方案审批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