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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计的理念与思路

生物制药技术专业一直坚持坚定不移地走产学研结合的发展道路，树立了以行业、企业为依

托的产学研结合的专业建设理念，成立了以行业、企业专家、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为主要成

员的专业指导委员会，组织并开展了有效的工作。在高职特点的专业培养方案设计、课程体系开

发和建设等方面与企业进行了多种层次的合作。

本课程建设过程中行业企业主要参与了课程的项目确定、学习情境的选取、真实产品为载体

的具体操作任务、车间生产视频资料拍摄、教材编写、以及学生校外参观、顶岗实习、毕业实习

提供场所和现场教学指导教师等。行业企业为本课程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并为项目具体实

施创造了条件、提供了保证。与行业企业共同设计课程的理念与思路如下：

1.强调能力培养，突出岗位核心技能

课程设计时，强调要以能力为核心，以知识为依托，将课程目标定位于培养三方面能力, 即：

培养药品生产环节的药物制剂生产操作、工艺管理、乃至车间主管等岗位的职业技能（即：药物

制剂生产能力、工艺管理能力），以及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能力和以及人合作的社会能力。并

始终将素质、职业道德、职业态度培养贯穿于整个课程教学中。安排一定的校外参观、见习、顶

岗实习，进行现场教学，使学生在关键核心技能上能够学深学透，力争与就业岗位能力的无缝联

接，保证在就业岗位的竞争力。

2.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开发与设计

根据高职药学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岗位需求、课程岗位定位、生产制剂岗位特点，结合药物

制剂工考证相关职业知识和技能，按照六个基本原则(见表1)，基于工作过程由简单到复杂以典型

制剂为载体进行教学过程设计，以工作过程为导向进行课程体系开发(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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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课程设计依据、设计原则

课

程

设

计

依

据

高职药学专

业人才培养

目标

面向药品的生产、经营、使用第一线，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药品生产、

药品质量检验、药品经营管理、及药品使用等方面的基本知识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岗位需求
在药厂、医药公司、医院药房、社会药房等单位从事药品生产、质检、经营管理、药学

服务等工作；

课程岗位定

位
培养药品生产环节的药物制剂工、工艺管理员为主，车间主管为辅；

生产制剂岗

位特点

药品生产企业生产车间的设计就是以剂型生产为依据来划分的，其制剂工作岗位又是根

据各剂型工艺流程进行工种的区分的。

药物制剂工

考证相关职

业知识和技

能

药物制剂生产操作、工艺管理等岗位的职业技能及与药物制剂相关的岗位知识和操作技

能。

课

程

设

计

原

则

以能力为核

心，以知识为

依托

（1）工学结合，职业活动导向；

（2）知识依托，突出能力目标；

（3）学生主体，关注学的过程；

（4）项目载体，任务训练能力；

（5）学做结合，理论实践一体；

（6）素质基础，道德态度渗透。

能

力

目

标

基本能力 1.分析、解决问题的方法能力；2.以及与人合作的社会能力

职业能力 岗位的职业技能（即：药物制剂生产能力、工艺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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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务→学习任务

本课程组承担的实训课程在本课程基础上利用药品生产企业完整的具体典型剂型的生产工艺

规程训练学生进行一些固体制剂、液体制剂等生产，以生产视频为虚拟车间，强调企业操作规范，

与生产实际接轨。

3.项目导向和任务驱动，及融“做、学、教”为一体的教学模式设计

课堂设在实训室，将理论、实践结合。单元设计按照（1）设置操作任务──（2）规范演示

与操作──（3）激发动机──（4）组织教学──（5）应用新知──（6）自我评价──（7）重

复训练──（8）拓展知识，这八个程序组织课堂教学。各单元课堂教学以实训操作任务驱动，使

学生在尝试、体验中学习，以学生为主体，让学生在“做中学，学中做”，变被动学习为主动获

取知识，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高教与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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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设计体现职业性、实践性和开放性

（1）职业性：以药物制剂生产过程的各项目导向，以真实产品为载体，以生产视频为虚拟车

间，与生产实际接轨，强调企业操作规范。在校内学习的基础上安排一定的校外参观、见习、顶

岗实习，进行现场教学，确保学生全面深入掌握。

（2）实践性：具体操作任务贯穿教学始终，并安排一个贯穿整个教学过程的制剂综合项目（即：

让学生分组完成四种以上剂型的制备），让学生自主完成。为完成此任务，进行工作任务分析，

将任务分解成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每一剂型的制备操作任务每一操作任务，让学生在实训室开放

时间里反复训练。

（3）开放性：制剂实训中心配备实训指导教师，定期开放。每一剂型生产操作都设计两个以

上品种的制备, 让学生在课堂上分组完成其中之一操作任务,每组任务不一定相同，其它操作任务

可供学生课后在实训室定期开放时间里自主完成，此外，还设计有选做实训操作任务，供优秀学

生自主完成，培养优秀学生。这为学生就业后能“零距离”上岗创造了条件，这增强了学生在就

业市场的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