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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药材生产与加工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相关佐证资料

4.1中药材生产与加工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中药生产与加工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本专业主要面向中药材种植及产地初加工；中药生产与加工、

中药购销、医院药房及相关企事业单位，培养德、智、体、美全

面发展，具备良好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具有中药生产加工、中

药购销、中药生产经营管理能力，在中药生产、建设、服务、管

理第一线从事中药生产、调剂、销售、中药验收及相关工作的专

业技术技能型人才。

1．思路与目标

准确把握中药产业发展趋势，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参照

国家职业标准，面向职业岗位任职要求，遵循学生成长成才规律，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职业能力培养为核心，以综合素质提升为

目标，构建并实施“134工学交替”人才培养模式，使学生通过

认职教育、拟岗培训、在岗训练、顶岗实习四个阶段学习，达到

中药材产地加工、中药饮片加工、中药质量检测等相关职业岗位

任职要求，实现专业与产业对接，为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提供经验。

2．内容及措施

（1）面向职业岗位，创新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通过对中药生产与专业所对应的岗位工作任务、能力要

求及市场需求进行分析，召开专家研讨会，确定了中药生产

与加工专业的四个岗位群，即中药产地加工、中药饮片生产、



108

中药质量检测等岗位（群），根据不同的岗位能力分析，描

述其应具备的知识与能力，确定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为了适应岗位人才需求，依托校企合作平台（1个平台），面

向中药产地加工、中药饮片生产、中药质量检测等就业岗位群（3

个面向），通过认职教育、拟岗培训、在岗训练、顶岗实习等阶

段（4个阶段），建立“134工学交替”人才培养模式。注重培养

学生中药产地加工、中药饮片生产、中药质量检测、中药生产管

理及销售等方面的能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实现专业与产业对

接。

图1 中药生产与加工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示意图

认职教育阶段：

第1～2学期，通过组织学生到学院种植场、药用植物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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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饮片生产企业等校内外实训基地参观、见习，聘请企业管理人

员、技术专家讲座等方式，使学生了解行业规范与中药产业发展

现状及趋势，了解本专业所面向的岗位群的工作职责、任务和要

求，牢固树立专业思想，增强学生职业意识和职业信心。

拟岗培训阶段：

第2～3学期，学生到校内药用植物园、种植场的实践，使学

生掌握中药材产地加工及管理基本技能，培养学生知识应用能力

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树立中药材真实、安全、绿色、

有效的意识。

第3～4学期，学习中药饮片炮制、中药质量检测等基本技能，

学生在中药炮制实训室和中药质量检测实训室完成校内综合实

训教学，通过中药材的采收、净制、切制、炮炙、水分灰分、相

对密度、薄层鉴别、含量测定等技能的学习，使学生熟悉专业岗

位标准，掌握中药饮片加工的基本技能，掌握中药质量检测的基

本技能，培养学生规范操作、安全操作，明确中药炮制对饮片安

全性、有效性的影响，确立学生中药质量意识，为学生进入校外

实训基地进行在岗训练奠定基础。

在岗训练阶段：

第3～5学期，组织学生深入中药材种植、中药饮片加工等校

外实训基地进行职场训练，培养和提高学生中药材种植、中药饮

片加工、中药质量检测等方面的职业能力，拓展学生生产管理等

技能，在校内外指导教师的帮助下，规划职业生涯，奠定发展轨

迹；培养学生团结协作、诚实守信品质和沟通协调、计划执行能

力，以及善于观察、探索创新精神，全面提升学生职业素养。

顶岗实习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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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学期，学生根据自己特长和职业规划，自主选择实习岗

位，在校内外指导教师共同指导下，顶岗实践，提升就业创业能

力。

课

程

类

型

课程

序号
课 程 名 称

课程

代码
学分

课 时 各学期周课时安排
考核

方式

备注

合计 讲授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考

试
考查

14 周16周16 周
16

周

16

周
15 周

公

共

课

1

思想道德修

养与法律基

础

081101 3 54 44 10 2 2

顶

岗

实

习

1-2

2

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

概论

081103 4 64 54 10 2 2 3-4

3 形势与政策 4 60 20 40 1 1 1 1 1-4

4 安全教育 001701 2 30 10 20 1-4

1-3 学

期 8学

时,4学

期 6学

时

5 国防教育 001101 6 120 36 84

6
心理健康教

育
001702 1 20 10 10 2 3

7

大学生职业

发展与就业

创业指导

001102 4 60 42 18 1-4

8 英语 071101 4 112 78 34 4 4 1-2

9 体育 071106 3 84 10 74 2 2 2 1-2

10 实用写作 071109 2 48 24 24 4 1

11
计算机应用

基础
031101 2 48 24 24 4 2

12 劳动 8 120 0 120

每周安

排 2学

时

小计 43 820 352 468 12 12 4 2

技

术

基

础

课

13 基础化学 041201 3 56 34 22 4 1

14 有机化学 041202 3 60 42 18 4 2

15
中药化学实

用技术
021201 3 60 30 30 4 3

16 药用植物学 011208 3 60 30 30 4 2

17 中医基础理论 011201 3 48 48 0 4 1

18 实用中药 011362 3 60 60 0 4 2

19
方剂与中成

药
011205 3 60 60 0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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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总学时2854、总学分135学分（包括公共基础课820学时、

43学分，技术基础课 490学时、27学分，专业技术课 450学时、

24学分，综合实训450学时、15学分，顶岗实习450学时、15学分，

20
药事管理与

法规
041209 2 30 30 0 2 1

21
中药材 GAP 操

作实务
011357 2 30 20 10 2 3

22 GMP 实施技术 021332 2 30 14 16 2 4

小 计 27 494 368 126 10 12 10 2

23
药用植物栽培

技术
011380 2 60 30 30 2 3

24
中药材产地加

工 011363
2 30 8 22 2 3

25
中药炮制工艺及

设备
011351 5 90 30 60 6 4

26
中药质量检测

技术
011355 3 60 30 30 4 4

27
中药性状鉴定

技术
011381 5 90 30 60 6 3

28
中药制剂生产

与质量管理

011317
5 90 40 50 6 4

29
中药贮藏与养

护

011365
2 30 20 10 2

30 中药验收技术 2 30 10 20 2

小 计 26 480 198 282 10 20

合 计 95 1794 918 866 22 24 24 24

中药生产校外综合实训 031314 15 450 0 450 30 1-15 周

顶岗实习 041601 15 450 0 450 30 1-15 周

合 计 30 900 0 900

选

修

课

公

共

选

修

课

音乐赏析 011708 1 20 10 10 2 1

中医养生 011810 1 20 10 10 2 2

药膳 1 20 10 10 2 3

社交礼仪 001703 1 20 20 0 2 4

小计 4 80 50 30 2 2 2 2

专

业

选

修

课

中药市场信

息分析
011361 1 20 20 0 2 1

沟通技巧 031307 1 20 20 0 2 2

市场营销 031203 1 20 20 0 2 3

中药饮片调

剂技术
011802 1 20 10 10 2 0 4

小计 4 80 70 10 2 2 2 2

合 计 8 160 120 40 4 4 4 4

毕业考核 2

总 计 135 2854 1038 1806 26 28 28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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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修160学时、8学分，毕业考核 2学分。其中课内学时数1794。

理论教学总学时数1038，占总学时数36.1%；实践教学总学时数

1806，占总学时数63.9%；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比例为1：1.7。

完善学生校内实习实训管理办法、学生校外实习管理及企业

考核评价办法，加强与顶岗实习学生、实习单位、兼职教师间的

联系，做好学生校外综合实训和顶岗实习前的教育，强化实习过

程管理，将理论教学和岗位职业能力培养融为一体，保证顶岗实

习效果。组织好校内中药材种植、中药产地加工、中药饮片加工、

中药质量检测等综合实训，奠定在岗训练前的技能培养和素质教

育，并加强校企间的深度融合，充分利用企业的技术资源、职场

氛围，完成在岗职业能力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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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人才培养模式实施过程相关佐证资料

4.2.1 到生产基地和企业调研

中药系一行走访山西和仁堂药业并看望实习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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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系一行走访北京本草方源药业并看望实习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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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座谈会情况记录表

主题
2020-2021-1 学期

中药系中药材生产与加工技术专业学生期中座谈会

时间 2020.11.10 地点 东教 305

主持人 张府君 记录人 闫培瑛

参加座

谈会的

学生

2019 级中药生产与加工 1班，29 人

2020 级中药材生产与加工 1班，17 人

出席座

谈会的

教师

高淑红 闫培瑛 蔡翠芳 王嘉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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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

谈

会

会

议

记

录

一、张府君老师就本专业进行介绍。

二、老师就学生在学习、就业方面提出的问题进行答疑解惑。

学生 1：我们的专业定位不是很明确，出去以后的工作岗位大概是什么？

老师：本专业为中药材生产与加工，毕业后工作主要是在中药饮片厂，从事中药材生产为中药饮

片的相关工作。会涉及到中药炮制，比如中药饮片的净制、切制、炒制以及质量检测，还有保养、包

装和仓储。

学生 2：对一些喜欢的课程是否可以多开设？

老师：专业开设的课程是根据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学院开设有选修课，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进行选择。

学生 3：就业岗位的选择是否只针对于自己的专业？

老师：不一定。大家将来就业可以选择与中药生产加工专业相关，也可以选择与中药大类相关的

岗位。因为本专业是属于中药专业群的一个专业。

学生 4：就业岗位不清楚；比如说和仁堂或者是药厂的具体岗位？

老师：学生进入药厂后，一般最开始是从事技术要求较低的岗位，比如包装；继续发展，可以从

事中药炮制，比如中药饮片的净制、切制、炒制，还有保养、包装和仓储；能力积累足够，可以从事

质量检测，车间管理岗位，这些都是需要根据学生自己的知识储备以及专业能力来进行岗位匹配的。

学生 5：学习的科目很多，有时候找不到重点

老师：课程的安排是根据人才培养方案的设定，每一门的重点需要学生根据授课老师的讲授总结，

建议学生平时多与授课老师进行交流，帮助自己更快的找到课程重点。

三、通过老师们的讲解，同学们也对生产专业有了进一步了解

1.进一步深入了解关于此专业的基本情况。

2.初步了解关于此专业所要掌握的基本知识。

3.对专业以后的未来规划以及就业范围有进一步的了解。

4.了解了关于该专业的发展历史。

5.了解了该专业发展比较缓慢的原因。

6.积极引导同学们要增强自我学习能力，抓住发展的机遇。

四、蔡主任、吕主任

蔡主任、吕主任参与交流座谈，并向学生介绍本专业的发展以及就业前景，鼓励所有同学积极投

身中药材生产与加工行业中。

五、老师们关心学生在校生活，积极帮助解决学生在生活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1、宿舍有暖气，但还是特别冷，辅导员积极配合落实。

备注



118

4.2.2 学生实习三方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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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中药材生产与加工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线上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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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专业定位及培养目标，专业培养目标需要依据产

业的发展不断调整，以适应产业发展的需求。随着老龄化社

会的到来，老年产业所需要的人员会不断增加，中药专业可

增加此方面的培养目标。山西有自己的优势品种，扩大种植

面积，发展深加工需要优秀的种植技术人员和加工专业，把

我们的栽培专业及产地加工结合起来，着眼于培养新时代的

种植加工人员。三是发挥我们中药鉴定的优势，拓展新技术

的应用，培养熟练掌握现代鉴别技术的高精尖人才。

其次是专业课程的设置。依据培养目标确定岗位，确定

岗位能力，依据岗位能力确定技能，依据技能目标确定专业

课程。如中药专业强化养生保健能力，栽培专业强化山西道

地药材的栽培，产地加工技能；产地加工专业强化山西道地

大宗药材的加工技能；中药鉴定专业强化学生对现代检测设

备的应用能力。

第三是教学模式的改变，中药系的专业均是围绕中医药

产业开设，故虽然是不同的专业，但是其基础是一样的，所

以我们的学生应该在第一二学期中一起上我们的基础课和

专业基础课，三学期时由同学们自由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专业

课程

进行学习，四学期针对学生所选择的专业进行深度拓展，

使学生的专业技术由宽基础向突出专业技能发展，为学生今

后有目的的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提供方向。

第四是需要根据特定的培养目标，对现有的课程体系和

课程内容重新进行筛选和组合，把需要的内容重新整合成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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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程和新的课程体系。这种“整合”包括基础课与专业课

的整合，理论与实践的整合，德育、智育、美育的整合，学

历教育与资格教育的整合。（“课程思政”也是一种整合）

搞“整合”是多年来课程改革的一大难点，但这是课程改革

的世界性趋势，要敢于拣硬的碰，因为只有在难点和要点上

有所作为，才能形成自己的相对优势。

五是“面向企业真实生产环境的任务式培养模式”。这

种模式“面向职场、对接产业”，从而有助于解决理论与实

践脱节、教学与生产脱节、学校与社会脱节的弊端。给学生

以更加深刻的工作体验和生活体验，有助于通过社会实践、

工作实践，培养学生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帮助学生

认识国情、了解社会、了解职业。这种模式用于能力训练的

时间更多，训练内容更完整，更加贴近生产，在同样的时段

内学生能够掌握更多的生产技术技能，与工作岗位“零接轨”

的可能性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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