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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药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相关佐证资料

2.1 中药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中药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我院1957年开设中药专业，是我国开展中药专业学历教育最

早的院校之一。本专业主要面向中药材种植基地、中药饮片加工

企业、中药流通企业与医疗机构，培养德、智、体、美等方面全

面发展，具备良好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具有中药材种植、中药

炮制、中药鉴定、中药调剂、中药用药指导、中药检测等能力，

在中药生产、建设、服务、管理第一线从事中药材种植、中药饮

片加工、中药学服务、中药验收及相关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

才。

一、专业背景

国家《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

出“支持中医药事业发展”，“推进中医药继承与创新，重视民

族医药发展”，“发展中医药教育，加强中医医疗机构和中医药

人才队伍建设”，“加强中药资源保护、研究开发和合理利用”，

“ 开展以道地药材为代表的中药材生产、加工关键技术的系统

研究，从源头上保障中药的质量”，“建设野生中药资源培育基

地”，为中药产业发展提出了明确的目标与任务，展示了中药产

业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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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

出“继续完善国家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基地、药品质量保障体系

和配套服务体系三大平台建设，积极推进大同、太原、晋中、运

城、长治、侯马六大医药产业集聚区建设，建设晋药道地药材种

植基地”，“支持中医药事业发展，坚持中西医并重，发展中医

医疗和预防保健服务，推进中医药继承与创新；加强中医药医疗

机构和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规划了山西中药产业的发展进程，

描绘了山西中药产业辉煌的发展前景。

山西省委省政府在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跨越发展战略布置

中，提出了“把医药产业打造成产业新支柱”的战略构想。“十

二五”期间，实施中医药振兴工程、“晋药战略”，充分发挥我

省资源、区位和产业优势，提升中药产业水平，实现我省医药产

业由潜力产业向支柱产业的跨越。统计结果表明，2011 年我省

中药材种植面积已达 2.18 万公顷，总产量超过 13 万吨，其中黄

芪、连翘、党参等 7 个品种已经成为我国中药主要原料基地，在

全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产量和品质直接影响中医临床用药

和中成药生产。山西省中药产业的迅猛发展，必然带来对高素质

中药人才的旺盛需求，促进人才结构和质量上的改善与提升，为

中药专业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人才需求

国家《中医药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力争 100%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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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建有地市级中医医院，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 90%乡

镇卫生院设立中医科、中药房”，“卫生机构中药师（士）人数

按照年 8%速度增长，2015 年达到 14.2 万人”的目标，着力“培

养一批中药炮制、栽培、鉴定、传统制药工艺等传承技术人才，

中药资源学、中药材良种繁育、中药材植保和中药炮制专业技术

人才”。十二五期间仅卫生机构人才缺口就达 4.5 万人，加之中

药材种植、加工、流通、服务等产业的快速发展，人才缺口将超

过 10 万人。

截至 2010 年底我省县级以上医疗单位药师（士）总数为

10187 人，按照国家《中医药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年 8%

速度增长，每年新增药师（士）数量将超过 800 人。山西省中药

材总产量超过 13 万吨，目前注册的中药饮片厂 9 家，通过中药

饮片生产 GMP 认证的仅 3 家，严重制约了我省中药饮片产业的发

展，影响到中药产业的提升。我院对山西省中药材种植、生产企

业一线的技术人员进行的调查表明，约有 70%以上员工未受过系

统的职业教育。

鉴于中药材与农作物在种植技术、管理方法、质量要求等方

面的差异，以及中药饮片加工、中药学服务人员需求和素质提升

的迫切需要，我省急需培养大量高素质中药方面技术技能人才。

本专业旨在培养中药材种植、中药饮片加工、中药学服务等相关

岗位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责任重大，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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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建设现状

（一）学生专业能力强，社会认可度高

本专业自招生以来，已培养出中药方面人才 10000 余人，其

中高职毕业生 1238 人。绝大部分毕业生已成为医药行业有较强

影响力的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技术能手、业务骨干，对医药经

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现有高职在校生 539 人。近三年毕业生

平均就业率 95.12%，企业满意率达 90%以上。

举办高职中药专业以来，在学生培养、校企合作、师资队伍

建设、校内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等方面成果显著,仅在 2009 至

2012 年全国各类高职高专职业技能大赛中，本专业累计取得个

人一等奖 3 项、个人二等奖 3 项，个人三等奖 1 项，并荣获团体

一等奖 2 项、三等奖 2项，在国内医药类职业教育界具有较强的

影响力。

（二）“双师”结构优良，行业影响力大

现有专任专业教师 12 名，兼职教师 15 名。专任教师中有高

级职称 3 人，中级职称 7 人，“双师素质”教师比例达 58.3%；

具有硕士学位教师 8 名,占专业教师总数 66.7%；省级“双师型”

教学名师 1 名，省级“双师型”优秀教师 1 名，省委联系的高级

专家 2 名,入选山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专家库教师 3 名，入

选中小型企业专家库教师 5 名。3 名教师 4 次作为国家级裁判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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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全国医药行业特有技能大赛，3 名教师 6 次作为裁判参加太原

市药学会组织的职工技能大赛；4 名教师连续 5 年作为专家参加

省市药品食品监督局组织的药品质量督查；8 名教师在全国各类

高职学生专业技能大赛中先后荣获“优秀指导教师奖”。本专业

已建成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专兼结合的省级优

秀教学团队。

（三）教科研成果显著，社会服务能力强

专任教师承担“山西射干规范化栽培与野生抚育研究”、“山

西省中药饮片醋白芍地方标准研究”等省级科研项目 8项；承担

国家药物制剂技术专业资源库建设子项目“中药制药生产技术综

合实训”资源库建设；承担国家级执业药师“拟新增职业信息描

述及确定”课题研究项目，并获三等奖；公开发表论文 30 余篇；

主参编教材 20 部，其中主编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规

划教材 2 部；建设国家级精品课程 2 门、省级精品课程 1 门、国

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1 门、省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2 门。

近三年，专任教师指导古县、和顺县、屯留县等中药材种植

基地进行中药材规范化生产，为中药流通企业进行中医药讲座，

对员工进行中药调剂、中药炮制等技能培训，到学院周边乡镇进

行安全用药知识讲座、中药文化普及等。累计培训中药材种植人

员 3100 余人次、执业中药师继续教育 1500 余人次、企业员工

1000 余人次，促进了我省中药材规范化种植、中药材野生抚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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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的快速发展。

（四）实训基地稳定，实习实训条件好

已建有中药鉴别实训室、中药调剂实训室、中药炮制实训室、

药用植物园、中药标本厅、中药材种植场等校内实训基地；建有

和顺县平松乡中药材种植基地、山西药物培殖场、山西益源大药

房连锁有限公司、山西荣华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山西杏林中药

饮片厂等 5 个稳固的校外实训基地，为实训教学、教科研活动、

企业员工和药农培训、职业技能鉴定、中药文化传承创新等提供

保障。

四、专业建设目标

依据《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和国

家关于发展职业教育相关文件精神，紧紧围绕山西省中药产业发

展需要，本着“德育为先、能力为重、系统培养、全面发展”的

育人理念，健全校企合作运行机制，进一步深化校企合作，优化

“134 工学交替”人才培养模式，注重“双师素质”教学团队建

设，完善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体系，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经过 3

年建设，将本专业建成教师教育教学理念先进、专业服务产业能

力强，毕业生就业质量高，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省级品牌专业，

并带动相关专业的协调发展，为中药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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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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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并实施中药学专业“2+2”复合式人才培养模式：以

就业为导向，以中药学服务和中药饮片加工中成药制备为核心，

拓展中成药制中药经营、养生保健服务能力；通过理论知识学习、

技能培养培训、多样化素质养成教育，实现学生知识结构、能力

结构和素质结构的全面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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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了中药专业的三个岗位群，

即中药材种植岗位群、中药炮制岗位群、中药调剂岗位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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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中药材种植、中药饮片加工、中药学服务等就业岗位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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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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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阶段），建立“2+2”复合式人才培养模式。注重培养学生

中药材栽培管理、中药饮片加工、中药饮片调剂和中成药销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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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组织学生到中药零售企业、学院种植场、

药用植物园、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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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掌握土壤耕作、播种、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中药材栽培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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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 心 能 力 拓 展 能 力

中 药 药 学 服 务
能 力

中 成 药 制 备 能
力

中 药 经 营 能 力 养 生 保 健 服 务
能 力

人才 培 养 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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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学期，学习中药饮片调剂、中成药销售等基本技能，

学生在中药调剂室和模拟药店完成校内综合实训教学，培养学生

慎言守密、尽职尽责、认真做事、规范操作的职业道德和良好习

惯，使学生养成诚实待客、文明待客、虚心待客的品质。

第4学期，通过中药材的采收、净制、切制、炮炙等技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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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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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药学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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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饮片调剂、中成药销售、中药验收等

方面的职业能力，拓展学生中药养护、药品陈列、品类管理等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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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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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药学专业教学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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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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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考试 考查
14 18 18 18 18 16

公

共

基

础

课

程

1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081121 3 54 44 10 2 2

顶

岗

实

习

1-2
1.形势与政策

1-4学期每学期

8学时;
2.体育 1.4学期

24学时，2. 3学
期 30学时；

3.安全教育 1.2.3
学期 8学时,4学
期 6学时；

4.大学生职业发

展与就业创业指

导 1.2.3.5学期

10学时,4学期

20学时;
5.劳动 在课余

时间开展，结合

实习实训课强化

劳动教育；

6.社会实践 寒

暑假期间开展；

2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081353 4 64 54 10 2 2 3-4

3 形势与政策 081123 2 32 32
4 安全教育 001181 2 30 10 20

5 军事课 001185 4 148 36 112

6 心理健康教育 001186 1 20 10 10 2

7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

就业创业指导
001187 4 60 42 18

8 英语 072118 4 112 78 34 4 4

9 体育 091101 4 108 8 100 2 2 2 2

10 实用写作 071109 2 48 24 24 4

11 计算机应用基础 032107 2 48 24 24 4

小 计 32 724 362 362 14 12 4 4
专

业

（技

能）

课

程

（核

心

课

程

标

注

*号
）

技

术

基

础

课

12 中医基础理论 011236 3 52 52 0 4
13 有机化学 041202 3 60 42 18 4
14 实用中药 011362 3 60 60 0 4
15 中药化学实用技术 021225 4 68 38 30 4
16 药事管理与法规 041209 2 30 30 0 2
17 GSP实施技术 041304 1 20 10 10 2

专

业

技

术

课

18 *中药鉴定技术 011241 5 120 30 90 4 4
19 *中药栽培技术 011380 3 60 30 30 4
20 *中药饮片调剂技术 011306 2 30 10 20 2
21 *常见病中医辨证用药 011350 4 90 60 30 6
22 *中药炮制技术 011354 3 60 20 40 4
23 *中药制剂技术 022301 3 60 30 30 4
24 *中药质量检测技术 011214 3 68 30 38 4
25 *医药市场营销实务 031339 2 30 10 20 2

小 计 41 808 452 356 4 12 20 18

认识实习
连锁药店参观学习 6 0 6

生产企业参观学习 6 0 6

跟岗实习

（综合实训）

中药验收/中药调剂综

合实训
011221 1 30 0 30

中药饮片加工/中药

质量检测/中药栽培

综合实训

011223 2 60 0 60

跟岗实习 12 360 0 360

顶岗实习 16 480 0 480

选

修

课

限

定

选

修

音乐赏析 071704 1 20 10 10 2

马克思主义哲学 001192 1 20 20 0 网络通识必修课

社交礼仪 001193 1 20 10 1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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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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考试 考查
14 18 18 18 18 16

课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001194 1 20 20 0 2

创新创业教育 001195 1 20 20 0 网络通识必修课

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

文明史/中国历史--人
文地理

001196 1 20 20 0 网络通识必修课

数理统计 072801 1 20 20 0 2

无机化学 041811 1 20 10 10 4 先上无机化学，然后上

分析化学分析化学 041812 1 20 10 10 4

中药药理学 011822 1 20 20 0 2

门店运营管理 011812 1 20 20 0 2

GMP实施技术 021815 1 20 20 0 2

小计 12 240 200 40 8 2 4 4

任

意

选

修

课

中药市场信息分析 011231 1 20 20 0 2

人体解剖学/生理学 041813 1 20 20 0 2

药膳学/口才与沟通 011230 1 20 20 0 2

医药商品学 /文献信息

检索与利用
001235 1 20 20 0 2

小计 4 80 80 0 2 2 2 2

小计 16 320 280 40 10 4 6 6

毕业设计（论文）考核 2

总 计 122 2794 1094 1700 28 28 30 28

教学总学时 2794、总学分 122 学分，其中公共基础课程 724 学时、32 学分，

占总学时的 25.9%；专业（技能）课 808 学时、41 学分，占总学时的 28.9%；选

修 320 学时、16 学分，占总学时的 11.5 %；理论教学总学时 1094 学时，占总学

时数的 39.2 %；实践教学总学时数 1700，占总学时数 60.8%；理论教学与实践

教学比例为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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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饮片加工、中药调剂等综

合实训，奠定在岗训练前的技能培养和素质教育，新建6家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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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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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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药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实施过程相关佐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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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中药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实施总结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中药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总结

中药学教研室在中药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实施方面取得以

下三个较为突出的成绩。

一、中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实施成效

1.拓宽了中药饮片加工、中药材生产岗位群

在中药系的努力下扩宽岗位群，目前已经安排学生到国新天

江药业有限公司、振东中药材有限公司、山西元和堂中药有限公

司等多家中药饮片加工、中药材生产企业进行校外综合实训，进

行净制岗位、切制岗位、炒制岗位、蒸煮岗位、质检岗位，以及

中药购销岗位等进行项目实习，为学生搭建学习与提升发展平台。

2.改变校外实践教学方式保证人才培养模式顺利实施

中药教研室根据学生实习实训情况反馈信息，结合学生就业

方向调研，引导学生将校外综合实训、顶岗实习、就业三者相结

合，为学生引荐实习实训企业，为企业与学生校外综合实训和顶

岗实习与就业双选搭建平台。之后学生在实习实训企业就业人数

达 30%左右，不仅顺利实施人才培养模式，而且提高学生实习实

训效果。

3.校企合作编写校本教材满足人才培养需要

为保证中药学专业各课程教学质量，各位专业教师与合作企

业专业技术人员共同编写了《中药炮制综合实训》、《实用中药》

《常见病中医辨证用药》等纸质版、电子版教材以及配套教学数

字资源，满足了课堂教学与课后拓展需要。

二、存在的不足与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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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山西中药材和中药饮片发展优势、存在的问题及发展

趋势来看，抓中药源头，保证质量、建立追溯体系是今后方向。

因此，培养中药材生产、中药饮片加工、养护人才非常必要。

1.中药学专业在培养面向库房储存与养护方面人才欠缺

学生到药品批发企业的人数增加了，批发企业吃住条件较好，

工作时间比较固定，但是学生缺乏药品储存与养护知识与技能，

为保证人才培养模式顺利实施，需要再进一步优化课程教学。

2.中药学专业在培养首岗适应性人才方面欠缺

中药学专业面向三个岗位群，学生在校学习期间，难以熟练

掌握三个岗位群的专业知识与技能，首岗适应性有待提高。另外，

中药学专业女学生占比 80%以上，大部分学生愿意到药品零售企

业进行实习实训。而中药学专业的学生对药学、医疗器械、保健

品方面的知识与技能学习内容较少。零售企业在安排学生实习实

训比较分散，多数是按照岗位人员是否缺少进行，不能按照部分

学生的校外综合实训和顶岗实习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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