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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生产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590202

【专业名称】药品生产技术

【招生对象】普通高中毕业生或同等学历者

【办学层次】高职（专科）

【学 制】基本学制3年

一、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制药企业等部门产品生产、分析与检验、营销和管理等工作需要，掌

握中西药物的制备与分离纯化、药物检测、药事管理与法规以及药品营销等基本知

识和实践技能，面向生物技术及制药领域的有理想、爱国家，讲文明、守纪律，能

吃苦、稳基层，实践动手能力强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二、职业面向及培养规格

1) 职业面向

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通过对吉林敖东药业集团、食品药品检验所、吉林吉春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一正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永安堂药业有限公司、神

农大药房等医药相关企业和单位的调研，通过对其职业岗位（群）及岗位（群）发

展需要分析，结合学生职业成长规律，将制药专业群的工作任务与职业能力总结如

下：

表1岗位工作任务与职业能力分析表

序号
核心工作岗位

相关工作岗位
工作任务 知识、技能与素质要求

1 药品生产与检

验

（1)物料分析

检验

(2)药物生产中

(1)具有取样操作的能力

(2)具有对样品进行定性分析的能力（真/

伪）



间品的分析、检

验

(3)中药材、中

药制剂分析检

验

(4)药物生产环

节质控专业仪

器的使用与维

护

(5)物料控制

(6)中药鉴定

(7)中药炮制

(8)中药有效成

分的提取

(9)设备操作与

维护

(10)制粒、压

片、胶囊灌装

技术档案管理

(3)具有对样品进行定量分析的能力

(4)具有专业仪器的使用和维护能力

(5)具有对物料质量、用量的分析能力

(6)具有基础的工艺稳定性的控制能力

(7)具有对药物成分的提取及设备操作的能

力

(8)具有对中药材、中药制剂的鉴别能力与

药材前处理的能力

(9)具有药物生产能力及设备操作的能力

(10)具有药品包装与设备操作的能力

2 药品营销

(1)药品零售

(2)销售环境设

计

(3)提供基本药

学服务

(4)市场调研

(5)药品推广策

划

(6)药品销售

(7)销售信息反

馈

(8)组织营销服

务

(1)具有市场调研、营销策划与营销执行能

力

(2)具有及时掌握企业产品基本情况、产品

优势和特色的能力

(3)具有良好的组织能力、沟通能力和应变

能力

(4)具有组织营销活动的能力

3 销售内勤

(1)销售数据处

理

(2)销售行政工

作管理

(3)药品报价与

招标

(1)具有现代办公手段的能力

(2)具有销售数据处理能力

(3)具有药学基本知识

(4)熟悉药品相关法律法规

(5)具有良好的协调管理能力

4 药品采购
(1)药品采购

(2)药品招商

(1)熟悉药品采购流程

(2)具有药品招商的能力

5 药品管理

(1)药品入库验

收

(2)药品保管与

养护

(3)药品出库

（1）具有药品入库验收的能力

（2）具有药品贮存、安全管理的能力

2.培养规格



2.1素质

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热爱祖国，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

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感、国家认同感、中华民族自豪感；有民主和法制观

念和公民意识，遵纪守法；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有为人民服务，艰

苦奋斗，实干创业的精神。《药品质量检测技术》课程中，能够将专业所学，服务

大众，保障药品质量安全，维护人民健康。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崇德向善、诚实守信、爱岗敬业，具有精益

求精的工匠精神；尊重劳动、热爱劳动，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具有质量意识、绿

色环保意识、安全意识、职业生涯规划意识、信息素养、创新精神；具有良好的团

队精神，善于团结合作；具有良好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爱职、爱岗、敬业。具

有遵章守纪、按章办事的习惯；自觉遵守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和家庭美德。《药品

质量检测技术》课程中，能够求真务实，严谨认真，在出具真实可靠的检查报告的

同时，在中药材和中药制剂检测中，要注重传承经典，弘扬中医药文化，为建设健

康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具有良好的身心素质和人文素养。具备自我认识自我锻炼的意识，具备良好的

习惯；掌握科学锻炼身体的基本技能，达到国家大学生体育合格标准，身体健康；

热爱生活、热爱集体、热爱工作、与人相处好。掌握一定的学习方法，具有良好的

生活习惯、行为习惯和自我管理能力。《药品质量检测技术》课程中，牢记药品质

量第一，同时能够正确的问病荐药，首先做到药品的合理使用，保证自身的生命健

康，然后做好中医药文化的传播者，关爱身边的人，服务大众。

2.2知识

（1）具有本专业所必需的公共英语知识；

（2）具有计算机应用的基本知识；



（3）具有本专业所必需的化学基础知识；

（4）具有与本专业相关的微生物与生化知识；

（5）具有药物制剂生产及车间管理知识；

（6）具有本专业类别高技能专门人才所必需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人文知识；

（7）具有本专业所必需的药物制剂设备使用与维护知识；

（8）具有与本专业相关的药物质量控制与管理知识；

（9）具有与本专业相关的药学服务与指导知识；

（10）具有文献检索、相关法律法规、安全生产等基本知识；

（11）具有药物制剂生产安全知识。

2.3能力

（1）具有专业岗位工作需要的语言及文字表达能力；

（2）具有英语阅读能力，能够阅读本专业一般英文资料

（3）具有计算机应用能力，并达到相应的水平；

（4）具有药物制剂生产与技术保障能力；

（5）具有一般药学服务与指导能力；

（6）具有常用制剂设备使用与维护能力；

（7）具有质量监测能力；

（8）懂得常用仪器的使用方法，能熟练地进行基础化学实验、药物制剂实验，

具有良好的生产实践操作技能；

（9）能利用本专业理论和技能解决岗位的技术问题；

（10）具有事故防范、评价、救助和处理能力；

（11）具有获取及应用本专业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等信息的能力。

3. 职业技能证书要求
表2 技能证书要求一览表

分类 证书名称 颁证单位
达标

等级
备注

英语能力 高等学校英语 高等学校英语 A/B/四 获得证书可获得



应用能力考试 应用能力考试委员会 级 2/1/3奖励学分

计算机应

用能力

全国高等学校

计算机水平考试

（NIT）
吉林省教育厅 合格

获得证书可获得2奖
励学分

三、课程体系构建

1.典型工作任务与素质、知识、能力分析

表3 工作任务与素质、知识、能力分析表

典型工作任务 素质、知识、能力

D1: 药品质量检测

A1—1：素质

A1—1—1：要遵规守纪，具有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和认真负责

的工作态度

A1—1—2：要厚德精术，精益求精，养成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A1—1—3：要敬畏生命，具有良好的药品质量职业道德观念

A1—1—4：要团结互助，具有较强的团队合作意识

A1—2：知识

A1—2—1：能预见产品质量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

A1—2—2：能查阅药典等工具书，解决实际工作中常见的问题

A1—2—3：知道如何取样和留样，知道检验数据的处理知识

A1—2—4：掌握中药材、中药制剂、片剂、胶囊剂、口服液、

丸剂等药品的质量检测方法

A1—3：能力

A1—3—1：具备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

A1—3—2：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A1—3—3：具备药检专业计算能力、书写检验报告的能力

A1—3—4：具有初步设计工艺路线的能力

A1—3—5：能够规范熟练地应用《中国药典》规定的方法和技

能，对药品的真伪、优劣、纯度进行检测和评价

D2：药品生产

A2—1：素质

A2—1—1：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和诚实守信、认真负责的工作

态度

A2—1—2：养成严格执行药品标准、实事求是填写原始记录的

职业习惯

A2—1—3：具有踏实肯干工作作风，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

A2—1—4：具有处方药调剂和药学服务的基本素质

A2—2：知识

A2—2—1：常用剂型的基本概念、特点和基本知识

A2—2—2：其他剂型的概念、特点、基本理论和应用

A2—2—3：具有药物主要剂型（如片剂、注射剂、胶囊剂等）

制备的知识

A2—2—4：试剂配制的基本操作，学会使用常见的衡器、量器

A2—2—5：具有药物制剂生产安全知识

A2—2—6：具有药学基本知识



A2—2—7：熟悉药品相关法律法规

A2—3：能力

A2—3—1：能够正确阅读、理解和执行药品标准

A2—3—2：具备专业计算能力、书写检验报告的能力

A2—3—3：具备正确使用检测仪器，进行日常维护保养和排除

简单故障的能力

A2—3—4：取样操作的能力

A2—3—5：对样品进行定性分析的能力

A2—3—6：对样品进行定量分析的能力

A2—3—7：药物制备及相关设备操作的能力

A2—3—8：对药物成分的提取及相关设备操作的能力

A2—3—9：药品包装与设备操作的能力

A2—3—10：对原料药质量、用量的分析能力

A2—3—11：专业仪器的使用和维护能力

A2—3—12：中药材的鉴别能力与中药材前处理的能力

D3：药品市场营销及管理

A3—1：素质

A3—1—1：具有踏实肯干工作作风，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

A3—1—2：具有良好的药品营销的道德观念

A3—1—3：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和诚实守信、认真负责的工作

态度

A3—2：知识

A3—2—1：药品企划的研究（药品市场调查与预测，药品创意

与策划，广告与促销等）

A3—2—2：药品生产经营研究（原料、辅料和包装材料的采购、

生产组织和质量管理）

A3—2—3：药品销售研究（产品上市、销售推广等）

A3—2—4：药品市场调查和预测、药品营销和企划、市场开发

的方法

A3—2—5：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管理方法

A3—2—6：药品市调报告、企划书和市场开发方案的编制

A3—3：能力

A3—3—1：具有以顾客需要为中心的药品营销观念，具有一定

的逻辑、推理等理性思维能力，药品市场营销的分析与运作能

力

A3—3—2：具有一般药学服务于指导能力

A3—3—3：市场调研、营销策划与营销执行能力

A3—3—4：及时掌握企业产品基本情况、产品优势和特色的能

力

A3—3—5：良好的组织能力、沟通能力和应变能力

A3—3—6：组织营销活动的能力

A3—3—7：现代办公手段的能力

A3—3—8：销售数据处理能力

A3—3—9：具有良好的沟通与协调管理能力

D4：常见中药的鉴定、提取

与分离、中药调剂

A4—1：素质

A4—1—1：明确职业定位，热爱中药专业

A4—1—2：树立科学的学习观



A4—1—3：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创新意识，良好的心理

素质和职业道德

A4—2：知识：

A4—2—1：中药学基础知识

A4—2—2：中药的产地与采集

A4—2—3：中药的性能（包括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

毒性）

A4—2—4：中药的功效、主治及临床应用

A4—2—5：中药用药禁忌等中药学基本理论知识

A4—2—6：中药配伍及中药调剂的基本知识

A4—2—7：中药有效成分的提取与分离知识

A4—3：能力

A4—3—1：培养学生具备从事中药真伪优劣鉴定的实际操作能

力。

A4—3—2：通过掌握中药的分类、功效、主治等常识，具备一

定的中药配伍能力。

A4—3—3：能够熟悉常用中药的禁忌，正确控制用药剂量与用

法。

A4—3—4：能够选择正确的方法提取中药有效成分的能力

D5：生物物质分离

A5—1：素质

A5—1—1：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

A5—1—2：培养学生工作和学习的主动性

A5—1—3：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A5—2：知识

A5—2—1：发酵液预处理原理和参数控制知识

A5—2—2：离心分离基本知识和离心机结构基本知识

A5—2—3：膜过滤基本知识，掌握膜组件构造和性能基本知识

A5—2—4：固相分离基本知识和参数控制方法

A5—2—5：萃取基本知识，熟悉常见萃取方法类别

A5—2—6：冷冻干燥基本知识，掌握冷冻干燥器的结构

A5—3：能力

A5—3—1：具有将发酵液预处理后用离心机过滤的能力

A5—3—2：具有细胞破碎的能力

A5—3—3：具有采用膜系统过滤细胞碎片的能力，具有超滤的

能力

A5—3—4：具有采用硫酸铵、冷乙醇和其他试剂进行沉淀分离

的能力

A5—3—5：具有溶剂萃取、双水相萃取和反胶团萃取的能力



A5—3—6：具有吸附纯化、离子交换纯化和凝胶层析纯化操作

能力

A5—3—7：具有结晶浓缩、冷冻浓缩的能力

A5—3—8：具有冷冻干燥的能力

D6：生物制品生产

A6—1：素质

A6—1—1：培养学生具备强烈的生物安全防护意识及无菌操作

技术

A6—1—2：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法律意识及爱岗敬业、

甘于奉献的精神

A6—2：知识

A6—2—1：生物制品的基础知识

A6—2—2：生物制品典型产品生产工艺规程

A6—2—3：典型工作任务中主要岗位的操作规程，工作原理、

操作要点

A6—2—4：关键设备的构造原理，使用方法及维护要求

A6—3：能力

A6—3—1：使用专用设备、器皿制备基础液、配制化学药品、

制备疫苗培养基

A6—3—2：能进行消毒、灭菌、去除热源质

A6—3—3：进行制品除菌过滤

A6—3—4：接种病毒或细菌、收获病毒液、灭活或杀菌，收获

培养液

A6—3—5：能制定简单的生产计划，并组织生产能发现生产过

程中的常见问题，并能及时解决

2.专业学习领域核心课程设置

表4 专业学习领域核心课程设置表

专业核心课程 素质、知识、能力 典型工作任务 主要教学内容

DH1: 药品质量检测技

术

A1—1、A1—2、A1—3 D1 J1—1：能预见产品质量问

题并提出解决方案

J1—2：能查阅《中国药典》

等工具书，解决实际工作

中常见的问题

J1—3：知道如何取样和留

样，知道检验数据的处理

知识

J1—4：掌握中药材、中药

制剂、片剂、胶囊剂、口



服液、丸剂等药品的质量

检测方法

DH2: 药物制剂技术与

设备

A2—1、A2—2、

A2—3

D2 J2—1：常用剂型的基本概

念、特点和基本知识；其

他剂型的概念、特点、基

本理论和应用

J2—2：常用剂型的生产工

艺、质量要求、质量控制

等知识

J2—3：药物主要剂型（如

片剂、注射剂、胶囊剂等）

制备

J2—4：药物配制的基本操

作

J2—5：会使用常见的衡

器、量器及制剂设备

DH3: 医药市场营销 A3—1、A3—2、

A3—3

D3 J3—1：药品企划的研究

（药品市场调查与预测，

药品创意与策划，广告与

促销等）

J3—2：药品生产经营研究

（原料、辅料和包装材料

的采购

J3—3：产品上市的效益分

析）、药品销售研究（产

品上市、销售推广等）

J3—4：产品研制、生产组

织和质量管理

J3—5：药品市场调查和预

测、药品营销和企划

J3—6：药品生产经营企业

的管理方法

DH4: 中药提取分离技

术

A4—1、A4—2、

A4—3

D4 J4—1：中药有效成分的研

究概况

J4—2：中药有效成分的提

取、分离技术。

DH5: 中药学 A4—1、A4—2、

A4—3

D4 J5—1：中药学基础知识

J5—2：中药的产地与采集

J5—3：中药的性能（包括

四气、五味、升降浮沉、

归经、毒性）

J5—4：中药的作用和基本

原理、中药的配伍、炮制

目的、用药禁忌等中药学

基本理论知识。

DH6: 中药调剂技术 A4—1、A4—2、

A4—3

D4 J6—1：中药饮片调剂审

方、计价、调配、复核和



发药等知识。

J6—2：按照正确的中药调

剂的程序进行中处方药的

调配。

J6—3：根据处方，及时、

准确地将不同类别的中药

饮片配合使用。

DH7: 实用方剂与中成

药

A4—1、A4—2、

A4—3

D4 J7—1：中药处方的基本知

识

J7—2：方剂与中成药的基

础知识

J7—3：常用方剂与中成药

的功效、主治，中成药配

伍禁忌

DH8: 生物分离技术 A5—1、A5—2、

A5—3

D5 J8—1：发酵液预处理原理

和参数控制知识

J8—2：离心分离基本知识

和离心机结构基本知识

J8—3：膜过滤基本知识及

膜组件构造和性能基本知

识

DH9: 生物制品生产技

术

A6—1、A6—2、

A6—3

D6 J9—1：生物制品生产的基

本技术、生产工艺，

J9—2：生物制品的质量检

验、生产管理、运输、保

存与使用。

四、基本实训条件

1.校内实训基地

表5 校内主要实训室一览表

序号 实训室名称 实训功能 主要设备名称
对应学习

领域

1 中药质量控制实训室
中药鉴定，中药

有效成分提取

旋转蒸发仪

DH1

中药煎药包装一体机

2 药物制剂生产车间

片剂的制备、颗

粒剂的制备、胶

囊剂的制备；原

料处理与工艺调

整；相关仪器设

粉碎机

DH2
三维混合机

高效湿法混合制粒机

快速整粒机



备使用与保养；

职业技能鉴定培

训。

旋转式压片机

全自动胶囊填充机

3 药品质量检测室

常规药物分析检

测；药品的质量

控制；相关仪器

设备使用与保养

电子显微镜

DH1
片剂硬度测试仪

澄明度检测仪

薄层成像系统

4 药品仿真模拟生产实训室

模拟发酵生产操

作及工艺控制；

抗生素发酵生

产、抗生素提炼；

为行业提供技术

服务。

计算机

DH9

仿真软件

5 生物分离技术实训室
生物物质的分离

提纯

紫外凝胶成像仪

DH4

超声波破碎仪

冷冻干燥仪

电泳仪

液相色谱

2.校外实训基地

表6 校外实训条件

序号 基地名称 实训岗位与功能 对应学习领域

1
吉林巨润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学院产学研合作共建基地，

提供顶岗实习机会、就业岗

位；教师培训。

DH4

2
吉林一正药业有限公

司

熟悉药品生产操作流程，提

供顶岗实习机会、就业岗位；

教师培训。

DH6

DH7

3
吉林亚泰永安堂药业

有限公司

熟悉生产过程，掌握药品质

量检测技术；提供顶岗实习

机会、就业岗位；教师培训。

DH2

DH3

4
吉林敖东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熟悉药品生产过程，掌握药

品质量检测技术；中药鉴定

技术；中药有效成分提取、

分离技术；提供顶岗实习机

会、就业岗位；教师培训。

DH2

DH4

DH5

DH6

DH7

5
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药品营销策略、礼仪等，提

供顶岗实习机会、就业岗位；

教师培训。

DH3



6 神农大药房

药品营销策略、礼仪等，提

供顶岗实习机会、就业岗位；

教师培训。

DH2

DH3

7
吉林吉春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

熟悉药品提取、生产过程，

掌握药品质量检测技术；提

供顶岗实习机会、就业岗位；

教师培训。

DH2

DH3

五、教学进程安排

表7 课程安排表

序

号
课程名称

课

程

代

码

学

分

考

核

方

式

学时分配 第1学年 第2学年 第3学年 学年

开课及

管理单

位

总

学

时

理

论
实践

1 2 3 4 5 6 学期

19 20 20 20 20 20

计划周

数

理论周

数

一、公共基础课程（B） 合计 36.

5
697 282 415 18 14 2 0 0 0

1 军训（含入学

教育）
0803003 3 C 120 8 112 120/期 3周 学生处

2 军事理论教育 0803001 2 C 36 18 18 36/期 整学期 学生处

3 大学生安全教育 0803017 0.5 C 8 4 4 8/期 前5周
学生处、

保卫处

4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
0801001 2 C 38 2 36

38/

期
整学期 学生处

5 大学美育 0801023 1 C 13 2 11 13/期 后7周 教务处

6 劳动教育 0801026 1 C 16 2 14 16/期 前8周 学生处

7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

划
0801017 0.5 C 12 10 2 12/期 单周

招生就

业处

8 就业基础课 0801018 0.5 C 10 8 2
10/

期
前5周

招生就

业处

9 就业指导课 0801008 1 C 16 8 8
16/

期
单周

招生就

业处

10 创业基础课 0801019 1 C 16 10 6
16/

期
双周

招生就

业处

11 “学习筑梦”
思政课

0801021 1 C 12 8 4 6/期
6/

期
双周

马克思

主义学

院



12 形势与政策Ⅰ 0801005

1

C 8 6 2 4 后2周

马克思

主义学

院

13 形势与政策Ⅱ 0801005 C 8 6 2 4 后2周

马克思

主义学

院

14 形势与政策Ⅲ 0801005 C 2 2 0
2/

期 前2周

周三

下午

马克思

主义学

院

15 形势与政策Ⅳ 0801005 C 2 2 0
2/

期

马克思

主义学

院

1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
0801004 3 S 48 40 8 4 前12周

马克思

主义学

院

17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0801002 4 S 64 56 8 4 前16周

马克思

主义学

院

18 体育与健康Ⅰ 0803002 2 C 28 2 26 2 周学时
体育教

学部

19 体育与健康Ⅱ 0803002 2 C 36 2 34 2 周学时
体育教

学部

20 体育与健康Ⅲ 0803002 2 C 36 2 34 2 周学时
体育教

学部

21 计算机应用基础 0401004 3 C 56 12 44 4 周学时
信息工

程学院

22 大学英语 0805001 3 S 56 28 28 4 周学时

公共基

础教学

部

23 应用文写作 0806002 3

C

/

S

56 44 12 4 周学时

公共基

础教学

部

二、专业平台课程（B） 合计 54 940 513 427 8 6 16 16 20

1

化学综合（无机化

学、有机化学）

0201007

3

S 28 14 14 4 前7周
生物

学院

2 0201004 S 28 14 14 4 后7周

3 微生物与免疫 0202089 3 S 56 28 28 4
生物

学院

4

化学综合（分析、

生化）

0201001

6

C 54 理实一体 6 前9周
生物

学院

5 0201002 C 48 36 12 6 后8周

6 生理学 0202024

4 C

48 38 10 4 前12周
生物

学院

7 人体解剖 0203038 24 18 6 4 后6周



8 仪器分析 0201003 4 C 72 38 34 4
生物

学院

9 药物制剂与设备 0203042 4 S 72 理实一体 4
生物

学院

10 医药企业管理 0203047 4 C 72 48 24 4
生物

学院

11 药品质量检测技术 0203056 4 S 72 理实一体 4
生物

学院

12 药理学 1101001 4 S 72 60 12 4
生物

学院

13 药品营销技术 0203045 4 C 72 60 12 4
生物

学院

14 药事管理 0203011 4 C 72 64 8 4
生物

学院

15 GMP 0202037 2 S 28 28 0 4
生物

学院

16 GSP 0202036 2 C 28 28 0 4
生物

学院

17 药物化学 0203052 2 C 28 24 4 4
生物

学院

18 生物技术制药 0203007 2 S 28 理实一体 4
生物

学院

19 药用辅料 0203062 2 S 28 24 4 4
生物

学院

三、专业技术课程（B） 合计 25 460
26

434 8 12 4 4 0

1 中医基础理论 0203040 4 S 72
理实

一体
4

生物

学院

2 中药学 0203036 4 S 72
理实

一体
4

生物

学院

3 中药鉴定技术 0203044 4 S 72
理实

一体
4

生物

学院

4 中药炮制技术 0203043 4 S 72 26
4

6
4

生物

学院

5 中药提取与分离 0203041 4 S 72 理实一体 4
生物

学院

6 中药调剂技术 0203067 4 S 72
理实

一体
4

生物

学院

7 实用方剂与中成药 0203068 1 C 28
理实

一体
4

生物

学院

四、专业实践课程（B） 合计 16 720 0 720

1 跟岗实习 0203049 2 C 96 96 4周
生物

学院



2 顶岗实习 0206050 3.5 C 168 168 7周
生物

学院

3 顶岗实习 0206050 8.5 C 408 0 408
17

周

生物

学院

4 毕业论文 0206051 2 C 48 0 48 2周
生物

学院

五、拓展课程（X） 合计 8 44 38 6 0 4 6 6 0

限

1
生物制品生产 0202023 1 C 14 12 2 2 后7周

生物

学院

限

2
生物分离技术 0202025 1 C 14 12 2 2 后7周

生物

学院

任

1
中医药文化 0203063 1 C 16 14 2 2 前8周

生物

学院

至少选1

学分

任

2
生物技术导论 0202050 1 C 16 14 2 2 前8周

任

3
分子生物学 0202007 1 C 16 14 2 2 后8周

任

4
中医食疗学 0203064 1 C 16 14 2 2 后8周

任

5
药用植物学 0203037 1 C 16 14 2 2 前8周

任

6
生物地理学 0203065 1 C 16 14 2 2 后8周

公共选修课 6 公共选修课需修满6学分
教务处

表8 教学环节时间分配统计表

学年 学期 理论周
入学教育

军训周
实践周

跟顶岗

实习周

毕业

论文周

公益

假期周

考试周

劳动周
合计

1
1 14 3 1 1 19

2 18 1 1 20

2
3 18 1 1 20

4 18 1 1 20

3
5 7 11 1 1 20

6 0 17 2 1 0 20

合计 75 3 0 28 2 6 5 119

说明： （1）理论周数 = 计划周数 – 集中实训周 - 考试、劳动1周- 放假1周。

（2）1学期理论周数19周，（新生一般晚开学1周）

（3）1、3、5学期，有整周（10.1）假期。

表9 课程结构分析表

课程类别 学分 学时 实践性学时



学分 百分比 学时 百分比 实践学时 百分比

公共基础课程 36.5 25.1% 697 23.6% 415 18.9%

专业平台课程 54 37.1% 940 33.6% 427 22.2%

专业技术课程 25 17.2% 460 16.1% 434 22.0%

专业实践课程 16 11% 720 25.1% 720 36.6%

拓展课程 8 5.5% 44 1.5% 6 0.3%

操行学分 6 4.1%

总学分 145.5 总学时 2861

实践性教学总学时 2002 实践性教学总百分比 70%

六、其他说明

1.专业建设模式特色

把企业的人才需求标准作为专业群人才培养的具体目标、把职业标准转化为教

学内容，采用“做中学，学中做”的教学模式，以工作任务为载体，依据教、学、做

一体化方式实施教学，切实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2.课程体系特色

结合制药专业的岗位能力需要，设置了相应的课程，课程难度为递进式的由浅

至深，同时不断拓宽课程广度，让学生在校内也能感受到工作岗位上对课程的要求

及需要。

七、实施保障

1.师资队伍

校企联合组建高水平专业教师队伍。校内教师具有扎实的本专业知识和较完备

的教育理论基础，具有从事教育教学的能力，教学基本功扎实，教学态度端正，了

解本学科目前的发展趋势与动态，具有承担专业相关的教科研项目的能力。合作省

内多家知名制药企业，完全有能力承担学生的教学与实习任务。企业兼职教师具有

丰富的企业工作经验，实践动手能力强，实践指导细致、全面。

2.教学设施

校内课程配备设施齐全的多媒体教室，理实一体实验室。

3.教学资源

每门课程均选用知识结构完整、内容紧跟生产需要的教材，同时为学生建议参

考教材2本。充分开发利用超星学习通、微课、蓝墨云班课等优秀的网络资源进行

辅助教学，扩大学生学习资源，丰富学生学习体验。

4.教学方法



采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组织教学，如案例教学法、引导性教学法、启发式教

学法、实践式教学法、模拟练习法、角色扮演法、小组讨论法。利用相关的教学软

件进行情景模拟,并进行实训练习。

5.学习评价

改变传统的单一考核方法，考试采用过程性考核与期末总结性考试相结合的办

法。注重技能考核，并将考核内容和标准细化、规范化。除了教师、企业评价之外，

增添同组评价和自我评价，力求全面综合评价学生的各种能力。

6.质量管理

学校和二级学院应建立专业建设和教学质量诊断与改进机制，健全专业教学质

量监控管理制度，完善课堂教学、教学评价、实习实训等方面治疗标准建设，通过

教学实施、过程监控、质量评价和持续改进，达成人才培养规格。

八、毕业标准

毕业修得总学分不少于145.5学分，其中：

1.必修课程（包括通识课程、专业平台课程、专业技术课程、专业实践课程）

总学分达到 131.5学分。

2.拓展课程总学分达到8学分。

3.操行学分不少于6学分。按《学生德、智、体综合素质评定标准及实施办法》

进行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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