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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草药栽培与加工专业课程体系相关佐证资料 

3.1 中草药栽培与加工专业师生座谈会相关佐证资料 

3.1.1 中草药栽培与加工专业师生座谈会情况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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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学年中草药栽培与加工专业师生座谈会情况记录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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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0 学年第二学期中草药栽培与加工专业师生座

谈会情况记录表  



22 

 

3.1.2 中草药栽培与加工专业师生座谈会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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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中草药栽培与加工技术专业课程体系相关佐证资料 

3.2.1 中草药栽培与加工技术专业课程体系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中草药栽培与加工技术专业课程体系 

 

根据中药产业发展需要，依据中草药栽培与加工技术专

业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参照中药行业规范，以及中药

材种植员、中药购销员、中药材生产管理员等国家或行业职

业标准，按照《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AP）》等要求，

结合中药材生产企业、中药饮片生产企业等岗位工作任务要

求，构建中药材种植、中药材种植基地建设管理、中药产地

加工、中药药学服务等岗位（群）能力为核心的专业课程体

系，对接岗位工作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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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中草药栽培与加工技术专业课程体系实施总结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中草药栽培技术专业 

课程体系实施总结 

 

在深化课程体系改革的过程中，按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

体系构建思路，在专业教师、企业专家、课程开发专家等共

同参与下，以市场人才需求调研为前提，完成岗位工作任务

与职业能力分析，更新了课程内容，优化课程结构，形成较

为完善的项目课程体系，为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方法改革与

实训基地建设等提供依据。 

一、课程体系改革的目标  

课程体系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克服传统的以“学科本位”

课程论为主导的课程体系的弊端，建立以培养实用型、技能

型人才为出发点，瞄准职业岗位实际需要，以职业能力为基

础，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既有较强针对性又有一定适应性

的课程体系。果蔬花卉生产技术专业课程体系建设与改革的

具体目标是：  

第一，突出专业课程的职业定向性，以职业能力培养作

为课程体系重构的基础，使学生掌握的知识与习得的技能真

正满足职业岗位的实际需要。 

第二，强化基本职业能力训练，综合开发学生的职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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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强化学生创新意识、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培训，提高

学生对就业上岗与职业变化的适应力。  

第三，解决职业教育课程中长期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的

问题，切实增强学生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特别是综合运

用所学知识与技能的能力。  

第四，增加课程的灵活性，形成模块化、项目化的课程

体系，在整体上适应行业与社会对人才规格多变的需求。  

二、项目课程体系改革的要点  

1.以项目结构的课程模式为主导。新的课程体系是以项

目课程模式为主导，广泛吸取现有多种课程观之所长，考虑

社会、企业、职业、学生等因素的动态影响，以最大限度地

满足企业对应用型人才综合能力的要求为价值取向。项目课

程模式主要体现在：①以职业岗位工作任务及应具备的职业

能力作为配置课程与界定课程内容的依据，努力摆脱“学科

本位”课  

程思想的束缚，按工作任务与职业能力需要来精减课程内容。

②课程体系以职业能力培养为主线，以农业生产项目为载体

重组课程内容，重新整合课程内容。  

2.提高课程内容的针对性。在改革旧课程体系、开发新

课程体系时，我们强调课程的针对性，克服旧课程体系存在

的内容太多、程度偏深、陈旧落后、脱离实际的弊病。课程

内容紧扣中草药栽培与加工技术专业培养目标，对应职业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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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对知识与能力的需求，定位在中草药栽培与加工技术专业

所覆盖的就业岗位。开设的公共基础课课程内容能结合中草

药种植生产过程中的实际应用。各门项目课程及时增加新知

识、新技术、新工艺、新信息，能力训练的范围比以往有所

拓宽。  

3.课程模式与教学模式改革同步推进。把项目课程体系

改革与行动导向教学方式改革结合进行，项目课程以一个个

真实的农业生产项目整合工作过程的知识，培养学生的工作

能力，要改革传统的教学方式，转变的以教师为中心、以教

材为中心与以课堂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让学生参与工作

任务完成的全过程，把以应用技术为主体的理论教学同以实

践能力培养为目标的实践教学紧密结合起来，使学生专业能

力、方法能力与社会能力得到同步、协调、综合的发展。 

三、项目课程体系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  

1.建立了基于工作过程的项目课程开发机制。项目课程

体系构建与开发是由我校中草药栽培与加工技术专业教师、

行业专家、企业技术人员、课程开发专家组成的课程建设团

队，结合本地区及辐射区域行业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通

过对 中药材种植加工相关行业企业的职业岗位对人才需求

分析，明确专业定位与人才培养目标，分析职业岗位的工作

任务、职业能力将工作领域转换成项目课程，设计学习项目

教学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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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开发过程，形成良好的开发机制，既有机构保障，

也有制度保障，还编制了课程开发技术指南等，科学有序地

引导专业课程体系的开发，为我校与当地职业教育课程开发

提供了思路与示范。  

项目课程开发的流程可以按照如下模式：行业情况分析→工

作任务与职业能力分析→课程结构分析→课程标准编制→

学习项目设计→教学资源开发→课程实施与评价。 

四、项目课程体系建设实施过程中的不足 

1.教师与企业脱节，导致实施过程中改革力度不大； 

2.对岗位细化不足，导致实施过程中与实际岗位有偏差； 

3.对项目课程体系认项目课程体系建设实施过程识不

够，引导学生项目化教学的能力稍显不足。 

五、项目课程体系建设实施过程的解决措施 

1.增加教师培训，加强项目化课程体系的理论学习； 

2.通过重组课程体系进行改革，并增加教师进入企业的

实践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