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药制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专业名称：中药制药

专业代码：520415

二、入学要求

招生对象：高中（中职）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者

招生类型：文理兼收

三、修业年限

三年。

四、职业面向

（一）职业能力分析

1.专业服务面向

通过本专业学习，毕业生主要面向原料药生产、中药制剂生产、药品检验、中药调剂与服务等

企事业单位。

1）原料药生产

（1）中药材规范化生产管理。能进行中药材种植基地建设、无公害药材生产和 GAP 基地项目

申报工作。

（2）原料药材的加工炮制及储存养护。指导中药材采收、加工炮制及储存与养护工作。

（3）原料药材的鉴别。能对中药材市场上常用的中药材性状进行识别与鉴定。

2）中药制剂生产

（1）中药材采购。会进行药材采购，能辨识各种中药材（包括原植物，原药材以及加工成的各

种饮片）。

（2）中药成分提取。熟悉中药材有效成分种类及性质，选择适当的方法将原料药材中的有效成

分或有效部位从药材组织中提取出来，并制成相应的提取物(浸膏或干膏粉等)。

（3）液体制剂生产。能进行糖浆剂、口服液、注射剂、乳剂等剂型的生产。

（4）固体制剂生产。能进行片剂、丸剂、颗粒剂、胶囊剂、散剂的生产。

（5）外包装。熟悉包装设计，包装材料的类型，药品外包装要求，会进行液体制剂和固体制剂

的包装。

（6）质量保证（QA）。主要工作是监督药品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厂的全过程的质量。

3）药品检验



（1）药品有效成分检验。熟悉药品有效成分种类，承担药品定性、定量分析以及与药品质量保

证相关的检验和检查任务。

（2）药品微生物检验。熟悉微生物检验内容，能从事药品生产原料、成品、半成品的微生物无

菌检验、限度检验等。

4）中药调剂与服务

中药调剂与服务。能在药房或药店的药品销售岗位进行审方、中药调剂、用药指导。

2.职业岗位与职业能力分析

序号 工作岗位 典型工作任务 职业能力 支撑课程

1
原料药生产

及加工

1．中药材规范化

生产

1.熟悉 GAP 规范，具备中药材的生产

基地规划能力

2.具备指导中药材的规范化栽培能

力

GMP 实务、药用植物

学、中药材规范化生

产

2．药材加工及炮

制

1.熟悉中药材的特性，具备中药材的

产地加工能力

2.具备中药材的炮制能力

中药炮制技术

3．中药材鉴别

1.掌握中药材形状特征，具备中药材

的形状鉴别能力

2.熟悉中药材显微结果，具备中药材

的显微鉴别能力

3.具备中药材的理化鉴别能力

临床中药学、中药鉴

定技术

2
中药制剂生

产

1.中药有效成分

提取分离

1.熟悉提取设备，能独立安全操作

2.熟悉提取工艺，能对提取工艺进行

改进和修订

3.能对提取设备进行简单的维护

中药提取分离技术、

中药制剂技术

2.工艺控制

1.熟悉生产工艺流程，能依据工艺流

程操作设备

2.能发现问题并对工艺参数进行合

理的改变、调整

制药设备使用与维

护、中药制剂技术

3.制剂加工生产

1.熟悉液体制剂的生产工艺，能独立

进行液体制剂的生产岗位操作

2.熟悉固体制剂的生产工艺，能独立

进行固体制剂的生产岗位操作

中药制剂技术、GMP

实务

4.安全生产与环

境保护

1.熟悉制药生产过程环境保护知识

2.掌握制药生产基本安全理论

中药制药环保与安

全

3
中药制剂质

量管理
1.质量分析

1.掌握药品质量标准，具备分析问题

的能力

2.熟悉药品质量控制规范，能独立开

展工作

仪器分析、GMP 实务



2.药物微生物限

度检查

1.掌握微生物的形态、分布，具备药

品中微生物（细菌、霉菌）的限度检

查能力

2.掌握致病微生物的形态，具备药品

中致病微生物的检查能力

药品微生物检测技

术

3.药物有效成分

检验

1.熟悉分析仪器的构造及操作程序，

能熟练操作分析仪器

2.掌握各种药物的有效成分性质，

能对药物中的有效成分进行分析

3.能对分析数据进行科学分析

仪器分析、中药制剂

检测技术

4.药物毒性成分

检验

1.熟悉药物中有毒成分的性质，并能

对常见的毒物进行分析

2.能对分析结果进行数据精确分析

仪器分析、中药制剂

检测技术

5.质量控制

1.熟悉药品质量管理体系

2.能够独立编写 GMP 管理程序

3.良好的人际交往、组织协调能力及

高效的实施能力

GMP 实务、药事管理

与法规

6.质量保证

1.丰富的专业知识及敏锐的观察能

力

2.了解与熟悉 ISO9001、 ROHS 相关

知识，较强的人际沟通及品质问题的

处理能力

GMP 实务、药事管理

与法规

4
中药调剂与

服务
中药调剂

1.熟悉常用中药的药性、功效

2.能进行审方、熟悉配伍禁忌

3.掌握调剂技能

4.能够为患者进行简单的医疗检查，

具有处方分析与调配能力；

5.能够对各种常见疾病进行问病荐

药，能够对患者进行常用药物合理用

药指导。

6.具有为大众健康服务的精神和安

全用药的责任感

药理学、药学服务

3.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职业资格证书

序号 职业资格证书名称（1+X） 颁证部门 等级

1 药物制剂生产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中级

2 药品购销员 上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中级

3 中药炮制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中级

4 中药制剂工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中级



（二）职业面向

所属专业大类（代码）A 医药卫生大类（52）

所属专业类（代码）B 中医药类（5204）

对应行业（代码）C
中成药生产（2740）

中药饮片加工（2730）

主要职业类别（代码）D

中药炮制工 6-12-02-00

药物制剂工 6-12-03-00

药 师 2-05-06-01

中药师 2-05-06-02

主要岗位（群）或技术领域举例 E

中药原料药生产

中药制剂生产

中药质量管理

中药调剂与服务

职业类证书举例 F
药物制剂生产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药品购销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五、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能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水平，

良好的人文素养、科学素养、职业道德和创新意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较强的就业创业能力和

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掌握本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具备中药饮片生产、中药制剂生产（包括中药提

取）、中药质量检验、中药保管与养护、中药调剂与服务等能力，面向中成药生产行业的中药原料

药生产、中药制剂生产等职业，能够从事中药材种植与生产、中药饮片加工、中药制剂生产、中药

质量管理、中药调剂、中药应用咨询与服务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二）培养规格

1.素质目标

（1）思想政治素质：

能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尊重和维护宪法法律权威，识大局、尊法治、修美德；系统

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了解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

主义发展史，认识世情、国情、党情，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刻领

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培养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深厚的爱国情感和中华民族自豪感。

（2）职业素质：

了解相关产业文化，遵守职业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具有良好创新精神和创业意识，具备社会

责任感和担当精神；能够立足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踏实进取，敬业奉献，善于合作，敢

于竞争，勇于创新，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具有整合知识和综合运用知识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育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

造伟大的时代精神，热爱劳动人民，珍惜劳动成果，具备与本专业职业发展相适应的劳动素养、劳



动技能。

（3）身体心理素质：

具有健康的身体，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行为习惯，爱好体育运动，掌握基本身体运动知识和至少

1 项体育运动技能，达到国家大学生体质测试合格标准。具有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良好的个性心

理品质，具备一定的心理调适能力，有较强的心理调适能力和抗挫折能力。

（4）人文科学素质：

具有宽阔的视野和良好的科学思维品质；掌握必备的美育知识，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审美能

力，形成至少 1 项艺术特长或爱好；能够正确认识社会、主动适应社会，有较强的沟通合作能力和

自我发展能力，具有较强的集体意识和团队合作意识。具有“向下扎根、向上结果”的“种子”精

神。

2.知识目标

（1）具有必须的公共英语听、说、读、写基本知识和职业英语知识；

（2）具有必备的文化基础知识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3）具有计算机应用的基本知识；

（4）具有必须的化学、药物化学、微生物等基础知识；

（5）具有药品生产单元操作、加工工艺等基本知识；

（6）具有药品加工设备操作控制与维护的基本知识；

（7）掌握药品生产原料、半成品、成品检验的基本知识；

（8）具有药品安全法规与标准、药品质量安全控制与管理的基本知识；

（9）具有药品储运、市场流通经营管理的基本知识；

（10）了解药品行业发展动态，具有药品企业经营运作的相关管理知识；

（11）具有资源节约、环境保护、清洁生产、安全生产的观念和基本知识；

（12）具有中医药基本思维和基础知识。

3.能力目标

（1）能熟练应用计算机撰写文档，制作报表，信息沟通，信息检索等；

（2）能借助互联网、工具书阅读和翻译本专业英文资料；

（3）具有基本数学运算、数据统计、数据分析能力；

（4）具有信息收集、信息处理、解决问题和社会应变的能力；

（5）具备编制简单的工作报告、技术文件等文字运用能力；

（6）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获取技能能力等可持续发展能力；

（7）具有创新创业能力，发展学生双创能力；

（8）具有团队合作、人际交往能力，具有竞争意识和创新能力；

（9）具有调节控制中药生产过程的工艺参数，对生产状况进行分析判断的能力；

（10）具有中药生产质量管理与安全控制能力，企业生产一线基层管理能力；

（11）具有依据药品质量标准，准确鉴定常用中药材及中药饮片真伪优劣的能力；

（12）具有按照标准操作规程进行中药饮片和中药提取物生产的能力，对常用炮制设备规范操



作和保养的能力；

（13）具有运用中药传统及现代制药技术生产加工固体、液体及半固体等常用剂型的能力，对

常用制药设备规范操作和保养的能力；

（14）具有依据药品质量标准对中药制剂原料、半成品及成品进行鉴别、检查和含量测定的能

力；

（15）具有对库房中常用中药材、中药饮片和中成药进行综合管理的能力，具有规划设计中药

库房和制订中药仓储标准操作规程的初步能力；

（16）具有适应中药产业优化升级和绿色生产、环境保护、安全防护的能力；

（17）具有综合利用计算机、人工智能、 智能制造等知识，实施中药产业领域数字化操作的能

力；

六、教学进程总体安排

（一）教学周安排表

学期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总计

军事 2 0 0 0 0 0 2

入学、毕业教育 0.5 0 0 0 0 0.5 1

劳动 0.5 0.5 0.5 0.5 0 0 2

课堂教学

（含机动、运动会）
14 17 16 15 14 0 76

实习（集中实验实训） 0 2 2.5 2 4 18 28.5

考试 1 1 1 1 1 1 6

公休假 1 0.5 1 0.5 1 0.5 4.5

寒暑假 5 7 5 7 5 0 29

总计 24 28 26 26 25 20 149

备注：军事实际为三周,双休日不休息。

（二）课程方案

培
养
模
块

序

号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
程
类
别

课
程
性
质

计划学时

学

分

按学期分配(学时)

讲

授

课
内
实
验
实
训

集中
实验
实训
(实
习)

总

计

第
Ⅰ
学
期

第
Ⅱ
学
期

第
Ⅲ
学
期

第
Ⅳ
学
期

第
Ⅴ
学
期

第
Ⅵ
学
期

公
共
基
础
课
程

通
识
课

价
值
塑
造

1 113001801 思想道德与法治 必 理+实 40 8 48 3 24 24

2 113001802
毛泽东思想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必 理+实 24 8 32 2 32

3 113001803 形势与政策 必 理 16 16 1 4 4 4 4



4 113002201
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概论
必 理 40 8 48 3 48

5
中国梦与核心价

值观
选 理

培养学生的中国梦与核心价值观、社会科学基础、自然
科学常识、创新与思维等知识，学生根据课程内容安排
自行选修，通过课程考核取得学分，学生最少取得 7
学分。

科
学
普
及

6 社会科学基础 选 理

7 自然科学常识 选 理

8 创新与思维 选 理

人
文
浸
润

9 301001901 艺术与审美 选 理

培养学生的艺术与审美、文学欣赏、“四史”之一、哲
学基础和公共关系等方面的知识，学生根据课程内容安
排自行选修，通过课程考核取得学分，学生最少取得 8
学分。

10 文学欣赏 选 理

11 113002101 “四史”之一 选 理

12 哲学基础 选 理

13 公共关系 选 理

耕
读
教
育

14 301002301

农耕文明、乡土民
俗、乡村治理、生
态文明、农业发展
史、大国三农

必
（

选）
理+实

各专业结合自身特点将农耕文化、绿色发展、粮食安全、
藏粮于技、生态文明、治水节水、健康养殖等思政元素
有机融入相关教学内容中，开设农耕文明、乡土民俗、
乡村治理、生态文明、农业发展史、大国三农课程，培
养学生“知农、爱农”情怀和“向下扎根、向上结果”
的“种子”精神，涉农专业为必修课，其他相关专业选
修课，学生最少取得 1.5 个学分。

健
康
教
育

15 114001801 体质锻炼 必 理+实 20 88 108 4 26 26 28 28

16 305001802 心理健康 必 理 32 32 2 16 16
开课时间由教研室

具体安排

能
力
培
养

17 112001803 写作与沟通 必 理 40 40 2.5 40

18 112001802 应用英语 必 理 120 120 7.5 60 60

19 105001801 信息处理技术 必 理+实 24 26 50 3 50

行
为
养
成

20 301001801
入学、毕业

教育
必 实践 30 30 1 15 15

21 305001801 军事 必 理+实 36 112 148 4 148

22 113002401 国家安全教育 必 理 16 16 1 16

23 305001803 劳动 必 理+实

培养学生良好劳动意识，其中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工
匠精神专题教育共 16 学时，具体开课时间由教研室安
排，劳动实践课详见行为养成课考核办法及标准。各专
业课程结合自身特点把劳动教育有机融入，并进行考
核。

24 114001802 早操 必 实
培养学生良好的锻炼意识，详见行为养成课考核办法及
标准。

25 301001805 文明礼仪 必 理+实
培养学生良好礼仪行为，详见行为养成课考核办法及标
准。

26 301001806 卫生与安全 必 理+实
培养学生良好卫生习惯和安全意识，详见行为养成课考
核办法及标准。

应修小计 424 138 142 704 66.5 297 200 68 124 15

个性发
展课

1 301002401 美育 必 理 16 16 32 2 32
由学生处、文理学
院共同制定考核办

法及标准。



2 舞蹈类 选 理+实
通过过程教育培养学生舞蹈特长，详见个性发展课考核
办法及标准。

3 声乐类 选 理+实
通过过程教育培养学生声乐特长，详见个性发展课考核
办法及标准。

4 书画艺术类 选 理+实
通过过程教育培养学生书画艺术特长，详见个性发展课
考核办法及标准。

5 体育类 选 理+实
通过过程教育培养学生体育特长，详见个性发展课考核
办法及标准。

6 专业专项技能 必 理+实
通过过程教育培养学生专业专项技能，详见个性发展培
养细则。

7 证书类 选 理+实
学生取得各种舞蹈、声乐、书画艺术、体育等证书，详
见个性发展课考核办法及标准。

应修小计 16 16 32
≥
10

32

创
新
创
业
课

1 301001802
职业生涯与发展

规划
必 理 20 20 1.5

10
(+10）

2 301001803 就业指导 必 理 20 20 1.5
10

(+10)

3 301001804 创新创业 必 理 20 20 40 2.5
20+
20

4 论文及专利 选 实践
通过过程教育培养学生论文和专利创作能力，详见创新
创业课考核办法及标准。

5 社会实践 选 实践
通过过程教育培养学生社会实践能力，详见创新创业课
考核办法及标准。

6 创新创业实践 选 实践
通过过程教育培养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能力，详见创新创
业课考核办法及标准。

应修小计 60 20 80 ≥10 20 40 20

专
业
技
能
课
程

专
业
课

专
业
基
础
课

1 108031801 中医学基础 必 理 50 50 3 50

2 108021804 药用化学基础 必 理+实 44 10 54 3.5 54

3 108032001 临床中药学 必 理 60 60 4 60

4 108031802
中药材规范化生

产
必 理+实 40 10 50 3 50

5 108031816 药用植物学 必 理+实 40 10 30 80 4
50
+30

6 108021814 仪器分析★ 必 理+实 50 30 80 5 80

7 108011804 中药药理学 必 理+实 50 10 15 75 4.5
60+
15

8 108011815
药事管理与法规

★
必 理+实 50 10 60 4 60

9 108021809
制药设备使用与

维护
必 理+实 30 50 80 5 80

10 108012202 方剂与中成药 必 理 50 50 3 50

11 108032201
中药制药环保与

安全
必 理 40 40 2.5 40

12 108031822 药学服务 选 理+实 10 40 50 3 50

小计 514 170 45 729 44.5 104 190 215 130 90

专
业
核
心

1 108031804 中药鉴定技术 必 理+实 50 10 30 90 4.5
60
+30

2 108031805
中药提取分离技

术
必 理+实 40 10 30 80 4

50
+30



课
3 108031809 中药制剂技术 必 理+实 50 10 30 90 4.5

60
+30

4 108031810
中药制剂检测技

术
必 理+实 40 20 30 90 4.5

60
+30

5 108031808 中药炮制技术 必 理+实 50 30 80 5 80

小计 230 80 120 430 22.5 170 180 80

专
业
拓
展
课

1 108011816 企业文化 必 理论 20 20 1.5 20

2 108031818 人体解剖生理学 选 理 30 30 2 30

3 108031819 医药市场营销 选 理 30 30 2 30

4 108031811 GMP 实务 选 理 30 30 2 30

5 108031802
药品微生物检测

技术
选 理+实 30 10 40 2.5 40

应修小计 140 10 150 10 30 30 90

综
合
能
力
培
养

1 108032203 专业认知实习 必 实践 30 30 1 30

2 108021823 专业综合实习 必 实践 120 120 4 120

3 108031815 岗位实习 必 实践 540 540 18 540

小计 690 690 23 30 120 540

合计 1384 414 1017 2815 180 451 492 453 460 400 555

备注：

1.体质锻炼课程中包含 1、2 学期课外活动 20 学时。

2.职业生涯与发展规划、就业指导各包括专题讲座或报告会 10 学时。

3.★表示专业群共享课。

（三）学时学分分配统计表

“四位一体”课程体系 学分 占总学分% 学时 占总学时% 备注

公共基础课程（通识课） 66.5 36.94 704 25.01

个性发展课 10 5.59 32 1.14

创新创业课 10 5.59 80 2.84

专
业
技
能
课
程

专业基础课 44.5 24.86 729 25.90

专业核心课 22.5 12.57 430 15.28

专业拓展课 10 5.59 150 5.33

综合能力培养 23 12.85 690 24.51

合计 180 100 2815 100

其
中

课内理论教学 1384 49.16

实验与实践教学 1431 50.84

合计 2815 100



七、课程设置及要求（课程目标及实施方法）

（一）公共基础课程

1.通识课

1）思想道德与法治

（1）学时学分：48 学时，3 学分。

（2）课程目标：

①帮助学生系统掌握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法治观和职业观，着重解决大学一年级新生面

对新生活、新转变所出现的思想困惑、道德困惑、法律困惑、职业困惑等理论问题；

②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法治观和职业观，增强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认识和信心；

③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和责任使命，为学生解决人生问题、道德问题和法治问题提供科学

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

主要内容：主要讲授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法治观、职业观，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关系，帮助学生筑牢理想信念之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弘扬中国精神，尊重和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提升思想道德素质和法治素养。

（4）实施方法：课堂讲授、讨论辩论、主题演讲、观看视频、实践体验、网络学习。

（5）考核方式：平时考核+期末考核、线上考核+线下考核。平时考核：考勤、实践、作业、笔

记、课堂表现。期末考核：测验。线上考核：自学、小测验、作业。线下考核：考勤、实践、课堂

表现。

（6）成绩记载方式：第一学期：五级等级制；第二学期：百分制。

2）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1）学时学分：32 学时，2 学分。

（2）课程目标：

①让学生理解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的形成过程、主要内

容、精神实质、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②提升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③让学生厚植家国情怀、增强使命担当，积极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实践。

（3）主要内容：主要讲授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集中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的形

成过程、主要内容、精神实质、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重点阐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4）实施方法：课堂讲授、讨论辩论、主题演讲、观看视频、实践体验、网络学习。



（5）考核方式：平时考核+期末考核、线上考核+线下考核。平时考核：考勤、实践、作业、笔

记、课堂表现。期末考核：测验。线上考核：自学、小测验、作业。线下考核：考勤、实践、课堂

表现。

（6）成绩记载方式：第三学期，百分制。

3）形势与政策

（1）学时学分：16 学时，1 学分。

（2）课程目标：

①帮助学生系统掌握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社会、外交等重大发展形势，国际经济、

政治、文化等重要时政热点，帮助大学生系统掌握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新时代的中国

发展理念、思想与战略；

②引导学生全面正确认识党和国家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增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信心和社会责任感；

③培养学生坚定的政治立场、较强的分析能力和适应能力，牢固确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

（3）主要内容：主要讲授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

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政策观、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基本国情、国内外形势及其热点难点问题，帮助学

生准确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深刻领会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历史性变革以及面临

的历史性机遇和挑战，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时代责任

和历史使命。

（4）实施方法：课堂讲授、讨论辩论、观看视频、网络学习。

（5）考核方式：平时考核+期末考核、线上考核+线下考核。平时考核：考勤、作业、笔记、课

堂表现。期末考核：测验。线上考核：自学、小测验、作业。线下考核：考勤、课堂表现。

（6）成绩记载方式：第一、二、三、四学期：五级等级制。

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1）学时学分：48 学时，3 学分。

（2）课程目标：

①帮助学生全面准确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背景、科学体系、精神实

质、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历史地位和实践要求，牢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

②培养学生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的科学思维，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

代化最新成果分析现实社会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③引导学生增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感，坚定马克思

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信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进一步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3）主要内容：主要讲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背景、科学体系、精神实

质、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历史地位和实践要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充分反映新时代伟大实践和伟大变革。

（4）实施方法：课堂讲授、讨论辩论、主题演讲、观看视频、实践体验、网络学习。

（5）考核方式：平时考核+期末考核、线上考核+线下考核。平时考核：考勤、实践、作业、笔

记、课堂表现。期末考核：测验。线上考核：自学、小测验、作业。线下考核：考勤、实践、课堂

表现。

（6）成绩记载方式：第四学期，百分制。

中国梦与核心价值观、科学普及课

培养学生的中国梦与核心价值观、社会科学基础、自然科学常识、创新与思维等知识，学生根

据课程内容安排自行选修，通过课程考核取得学分，学生最少取得 7 学分。

人文浸润课

培养学生的艺术与审美、文学欣赏、“四史”之一、哲学基础和公共关系等方面的知识，学生

根据课程内容安排自行选修，通过课程考核取得学分，学生最少取得 8 学分。

耕读教育课

各专业结合自身特点将农耕文化、绿色发展、粮食安全、藏粮于技、生态文明、治水节水、健

康养殖、劳动光荣、工匠精神等思政元素有机融入相关教学内容中，开设农耕文明、乡土民俗、乡

村治理、生态文明、农业发展史、大国三农等相关模块化课程，培养学生“知农、爱农”情怀和“向

下扎根、向上结果”的“种子”精神，涉农专业为必修课，其他相关专业选修课，学生最少取得 1.5

个学分。

健康教育课

1）体质锻炼

（1）学时学分：108 学时，4 学分。

（2）课程目标：“育人为本、健康第一、全面发展、服务社会”

①提高对身体和健康的认识，掌握有关身体健康的基本知识和科学健身的方法；

②增强自我保健意识，能选择人体需要的健康营养食品，形成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增强体质、

促进身体健康，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保持良好的心态；

③熟练掌握两项以上健身运动的基本方法和技能，能科学地进行并指导体育锻炼，提高运动技

术水平，充分发挥自身的体育才能并能掌握常见运动创伤的处置方法，能把这一体育项目作为终身

锻炼的手段。

④增强体质健康和心理健康养成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能运用适宜的方法调节自己的情绪，并

在运动中体验成功的乐趣和克服困难的信心、增强社会适应能力。

⑤关心集体，团结互助，正确处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表现出良好的体育道德和合作精神。

（3）主要内容：开设一般体能、专项体能、健康教育、球类、田径、体操类、健美操、啦啦操、



花样跳绳、体质健康测试、核心力量训练。包括各选项项目的基本运动技术与技能；体育锻炼知识

和方法；竞赛裁判法与体育健身理论知识；体质健康测试等内容。

（4）实施方法：通过课堂理论教学、课堂赛事欣赏、室外课堂教学、日常体育锻炼、专项体育

训练、体质健康测试、各级体育竞赛等形式进行组织教学。

（5）考核方式：考勤、笔试、平时运动、测试、竞赛等成绩综合考核。

（6）成绩记载方式：百分制。

2）心理健康

（1）学时学分：32 学时，2 学分

（2）课程目标：

①知识目标：帮助学生了解心理学的有关理论和基本概念，明确心理健康的标准及意义，了解

大学阶段人的心理发展特征及异常表现，掌握自我调适的基本知识。

②技能目标：掌握自我探索、心理调适及心理发展技能。如学习发展技能、环境适应技能、压

力管理技能、沟通技能、问题解决技能、自我管理技能、人际交往技能和生涯规划技能等。

③素质目标：增强学生心理保健意识和心理危机预防意识，掌握并应用心理健康知识，培养学

生认知能力、人际沟通能力、自我调节能力，提高心理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3）主要内容：从大学适应、心理健康相关知识、认识自我、调控情绪、应对挫折、优化个性、

人际交往、探索爱情、团体心理辅导等开展教学。

（4）实施方法：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线下专题讲座和班级面对面解疑答惑，线上课程教学。

（5）考核方式：线下考核+线上学习情况及考试考核。

（6）成绩记载方式：百分制、五级制。

能力培养课

1）写作与沟通

（1）学时学分：40 学时；2.5 学分。

（2）课程目标

①知识目标。了解职场应用文写作的基本知识；了解并掌握常用职场求职文书、职场社交文书、

职场事务文书、职场会议文书、职场调研文书的结构和写作要求；了解职场口头表达和人际沟通的

基本要求。

②能力目标。能熟练撰写与自己专业密切相关的职场应用文，具备职场工作相应的书面表达与

口头表达能力，具有职场沟通、组织策划、团队协作、汇报展示、评价总结等方面综合能力。

③素质目标。在教学中以立德树人为根本，贯穿爱国精神、民族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文化自信的教育。在专项学习训练中培养实事求是、严谨规范、平实准确的文风和自信大方、诚恳

待人、恰当表达的沟通技巧。在综合实践训练中培养团队合作意识、职业意识、创新意识，增强学

生职业核心能力和就业竞争力。

（3）主要内容：



①专项学习训练。包括认识应用文、职场求职文书、职场社交文书、职场事务文书、职场会议

文书（选学）、职场调研文书、职场人际沟通与职场演讲。

②综合实践训练。根据学生实际情况选择开展 2-4 次（备用活动方案包括职场面试、职场推介、

经典诵读、学习分享、主题演讲、编写手抄报、趣味辩论等）。

（4）实施方法：按照“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以职场为情境，以能力为核心；服务学

生就业，着眼持续发展”的理念，以“专项学习训练+职场情景化综合训练”为核心，实行线上线下

混合教学，提升学生语文应用能力和综合素质。

（5）考核方式：课堂考勤+专项学习训练（书面作业、课堂表现）+综合实践活动+线上学习+

期末小测（机动）。

（6）成绩记载方式：五级等级制。

2）应用英语

（1）学时学分：120 学时，7.5 学分。

（2）课程目标：

① 知识目标：掌握必要的英语语音、词汇、语法、语篇和语用知识；掌握必要的跨文化知识，

理解文化内涵，汲取文化精华。

② 能力目标：具备必要的英语听、说、读、看、写、译技能；能够有效完成日常生活和职场情

境中的沟通任务；能够辨别中英两种语言思维方式的异同，具有一定的逻辑、思辨和创新思维能力；

掌握有效的语言学习方法和策略，提高英语综合应用能力。

③ 素质目标：提高职业素养，培养工匠精神；树立正确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具备跨文化技能；

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通过文化比较加深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增强文化自信。

（3）主要内容： 基础英语+ 职场通用英语+文化素养提升英语。

① 基础英语：围绕校园生活、社会问题、人生规划三个层面主题，引导学生学会交流，学会思

考，学会表达。

② 职场通用英语：围绕求职、面试、实习、入职、职场礼仪、职业规划等职业相关主题，帮助

学生规划职场、规划未来，确定人生发展方向。

③ 文化素养提升英语：围绕礼仪、习俗、禁忌、肢体语言、一带一路、教育等主题，帮助学生

了解和感悟中西方优秀文化的内涵，正确认识和对待文化差异。

（4）实施方法：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情景导入、任务驱动、模块化教学，练、学、拓、评一体

化。

（5）考核方式：过程性考核（考勤、学习态度、基本知识、基本技能、拓展创新、德育等） +

终结性评价（能力等级测试、个人作品展示等）。

（6）成绩记载方式：百分制和五级等级制。

3）信息处理技术

（1）学时学分：50 学时，其中讲授 24 学时，课内实训 26 学时；3 学分。

（2）课程目标：



①理解计算机系统的基本组成结构，计算机软件系统和硬件系统的特点，能根据实际情况选择

合适的软件产品和硬件设备；

②熟悉常用操作系统的使用；

③熟悉常用办公文档处理、电子表格制作、演示文稿制作等软件的使用；

④掌握计算机的网络与安全的基本知识和基本设置；

⑤熟悉浏览器的使用；

⑥掌握 Internet 基本知识和常用信息检索方法；

⑦具备基本的信息素养和社会责任；

⑧了解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情况。

（3）主要内容：主要包含计算机发展历史，计算机功能与分类；计算机软件与硬件功能与组成；

操作系统使用；文档处理软件使用；电子表格软件使用；演示文稿制作软件使用；计算机网络与

Internet 应用；信息检索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信息素养和社会责任等内容。

（4）实施方法：项目引导、任务驱动、线上线下混合教学。

（5）考核方式：过程性考核（考勤、课堂表现、线上学习、平时作业、课后拓展等）+终结性

评价（相关职业资格证书、上机考试等）。

（6）成绩记载方式：百分制、五级等级制。

行为养成课

行为养成课是以规范学生的日常行为作为学生发展的要素，以学生日常行为准则作为活动载体，

以过程记录作为考核手段，积极引导学生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养成良好学风、树立正确人生观。

行为养成课主要包括：入学、毕业教育，军事，国家安全教育，劳动，早操，文明礼仪，卫生

与安全。其中，入学、毕业教育、军事、国家安全教育、劳动专题教育学时计入总课时，其他课程

为过程教学课，只计学分，不计课时。学生在校期间应完成 20 学分。

考核方式：见下表。

行为养成课学分分值一览表

行

为

养

成

课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别
课程内容及考核办法 分值

依据及认定

机构

入学、毕业教育 必修
入学教育 15+毕业教育 15，由二级学院组

织实施。
1 各学院

军事 必修
理论 36+实践 112，共计 148 学时，由学

生处组织实施。
4

学生处、

各学院

国家安全教育 必修
国家安全教育 16 学时，由马克思主义学

院组织实施。
1

马院、

各学院

劳动 必修

参加义务劳动 20、30、40 学时/学期，分

别记 0.5、1.0、2.0 学分。
2/学期 学院学工办

劳动专题教育分为劳动精神专题教育、劳

模精神专题教育、工匠精神专题教育三部

分，共计 16 学时。

1 学生处



早操 必修
以早操出勤为依据，60 天、75 天、90 天

/学期，分别计 0.5、1.0、2.0 学分，
2/学期

体育课教学

部

文明礼仪 必修
学生自由报名，组班学习，培训 20 课时，

记 1.0 学分。
1 学院学工办

卫生与安全 必修

宿舍卫生评比优秀 8 周/学期，计 0.5 学

分，13 周/学期，记 1.0 学分，17 周/学

期，记 2.0 学分。

健康知识讲座（如艾滋病等传染病预防）

4学时，安全知识讲座（如消防、交通、

避震等）6学时。

2.5/学期 学院学工办

1）入学、毕业教育

（1）学时学分：30 学时；1 学分。

（2）课程目标：

① 使学生充分了解学校，增强学习兴趣和信心，了解自己所在学院及专业，能自觉遵守学校的

各项规章制度；

②树立正确的心态，增强其步入社会的信心，做到文明离校。

（3）主要内容：理想信念教育、爱国爱校教育、诚信纪律教育、安全文明教育、职业道德教育

等。让新生了解学校及专业情况，遵守学校规章制度，提高毕业生安全防范与鉴别是非的能力，培

养大学生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4）实施方法：座谈、讲座、参观。

（5）考核方式：考勤、过程表现、学习报告等成绩综合考核。

（6）成绩记载方式：五级等级制。

2）军事

（1）学时学分：148 学时；4 学分。

（2）课程目标：

① 掌握队列动作的基本要领，养成良好的军人作风，增强组织纪律观念、培养集体主义的精神，

促进综合素质的提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储备合格后备兵员和培养预备役军官打下坚实基础。

② 了解军事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熟悉我国现代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地位作用及科学含义，

树立科学的战争观和方法论，增强国防观念意识。

③ 了解国际战略格局的现状、特点和发展趋势，正确认识我国的周边安全环境现状和安全策略。

④ 使学生提高国防观念、掌握国防知识、激发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增强保卫国家安

全的意识，自觉履行国防义务。

（3）主要内容：教官指导下的完成基本军事技能训练，开展国情、军情、形势讲座教育；普法

教育、校纪校规教育报告会；中国国防；国家安全；军事思想；现代战争；信息化装备；共同条令

教育和训练；防卫技能与战时防护训练；战备基础与应用等。

（4）实施方法：组织军事理论讲授、军事技能训练、国防教育专题报告等。理论教学主要采用

讲授或观看视频，技能训练主要是场地训练。



（5）考核方式：军事理论考试、训练过程考查、会操表演效果等成绩综合考核。

（6）成绩记载方式：百分制。

3）国家安全教育

（1）学分学时：1 学分，16 学时

（2）课程目标：

①通过学习，让学生全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重要论述，准确理解总体国家

安全观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核心要义。

②通过学习，引导学生系统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升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树牢国家利益至

上的观念。

③通过学习，使学生增强学习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增强维护国家安全

的能力。

（3）主要内容：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形势、我国国家安全工作的战略部署和重点任务；总体国

家安全观的理论体系、筑牢各重点领域安全屏障、新时代大学生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实践要求；

新时代大学生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要求。

（4）实施方式：理论讲授、案例分析、分组研讨、专题讲座、社会实践。

（5）考核方式：平时成绩+期末成绩、线上考核+线下考核。平时成绩：考勤、实践、作业、笔

记、课堂表现。期末成绩：测验。线上考核：自学、测验、作业。线下考核：考勤、实践、课堂表

现。

（6）成绩记载方式：第二学期，五级制。

4）劳动

（1）学时学分：96 学时（16 理论+2 周实践），4 学分

（2）课程目标：

①知识目标：坚定树立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理解劳动、劳动理念、劳动价值、劳动精神、工匠

精神的内涵；认识劳动的意义，感悟劳动情感；掌握日常生活劳动、生产性劳动与服务性劳动的基

本内涵、特点和意义；了解相关劳动法律及政策。

②能力目标：增强诚实劳动意识，树立正确劳动观和择业观；在学习、工作中弘扬劳动精神，

强化塑造公共服务意识；有意识的培养职业素养，形成良好的劳动习惯，提升创造性劳动能力；自

觉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③素质目标：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向劳动模范学习，在实践中努力成为合格的劳动者；

积极学习产业新业态、劳动新形态，在实践中积累职业经验，提升就业创业能力；真正懂得劳动创

造价值、 劳动关乎幸福人生的道理，强化服务社会理念，树立到艰苦地区和行业工作的奋斗精神。

（3）主要内容：劳动与劳动者的认知、劳动价值观的树立、劳动习惯的养成、劳动知识的积累、

劳动技能的培养、新时代的劳动关系。

（4）实施方法：课堂讲授，影视学习，实践劳动，专业实训，企业实训，专题讲座。

（5）考核方式：过程性考核+成果性考核。



（6）成绩记载方式：五级制。

2.个性发展课

个性发展课：是指学生在校期间参与各类文体活动及获得的各种文体活动成果和技能成果。成

果认定以相关组织机构公布的文件或证书为准，对合作企业认定的成果须教务处审核。

个性发展课包括美育、舞蹈类、声乐类、书画艺术类、体育类、专业专项技能和证书类。学生

在校期间应该完成 10 个学分。

个性发展课程学分分值一览表

个性发

展课

课程名称
课程

类别
课程内容及考核办法 依据及认定机构

美育 必修

通过学习主要强化学生文化主体意识，培

养具有崇高审美追求、高尚人格修养的高素质

技术技能人才。考试合格计 2 学分。

文理学院、

学生处

舞蹈类

选修

积极参加学校、学院组织的活动，过程符

合组织要求，记 1 学分。代表学校、学院参加

比赛并获奖，个人赛奖记 2学分，团队赛奖每

人记 1 学分，获得社会机构赛奖，按证书类计

算。

学校社团、学院社

团、学校协会、团

委、二级学院

声乐类

书画艺术类

体育类 选修

参加国家级及以上比赛，获得单项或者团

体前八名名次的，计 3 学分。

参加省级比赛，获得单项或者团体前四名

名次的，计 2 学分，同时破省纪录的，再计 1

学分。

参加学校田径运动会，获得单项或者团体

（接力项目）前四名名次的，计 1 学分，最多

计 2 个奖项。同时破校纪录的，再计 1 学分。

参加校级其他体育比赛，获得单项或者团

体前四名名次的，计 1 学分。

入选学校体育代表队，参加省级及以上比

赛的，计 1 学分。

体育部、二级学院

专业专项技

能
必修

取得国家级比赛一、二、三等奖分别记 6、

4、3 学分；取得省级一、二、三等奖分别记 4、

3、2 学分；取得行业从业资格证书记 2 学分/

个；取得学院技能资格证书记 1 学分/个；取

得四六级证书记 3 学分/个。

二级学院确认，教

务处负责登记

证书类 选修
取得各种舞蹈、声乐、书画艺术、体育等

级运动员等证书的，均计 2 学分

二级学院确认，教

务处负责登记

1)美育

（1）学时学分：32 学时，2 学分。

（2）课程目标：

①知识目标。帮助学生理解并掌握美育的基本理论知识。掌握美与美育、审美活动、艺术之美、

书法之美、文学之美、自然之美、生活之美和影视之美的核心概念。

②技能目标。全面提升学生文化理解、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创意实践等核心能力，丰富学生

的精神文化生活，培养学生对中华优秀审美文化的热爱，陶冶情操、完善人格。



③素质目标。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培育深厚的民族情感、激

发想象力和创新意识、拥有开阔的眼光和宽广的胸怀，培养造就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

（3）主要内容：《美育》是一门重要的人文课程，本课程讲解各种审美活动，全面描述了美的

内容，包括美与美育、审美活动、艺术之美、书法之美、文学之美、自然之美、生活之美和影视之

美，以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为目标，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塑

造美好心灵，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4）实施方法：课堂讲授、实践活动、观看视频、网络学习。

（5）考核方式：理论考核 50%（文理学院）+实践考核 50%（学生处）。理论考核：课堂考勤

+课堂表现+课程作业+课堂笔记等方面，主要由文理学院执行实施。实践考核：学生参与校内外演讲

活动、摄影比赛、朗诵比赛、文艺演出、征文比赛、绘画比赛、观影活动、科技展览、美术（博物）

展览、各类讲座等十项审美活动，以参与度、获得奖励等作为考核依据，具体细则由学生处负责实

施并提供成绩证明。

（6）成绩记载方式：五级等级制。

3.创新创业课

创新创业课：是指学生在校期间在论文、专利、作品、社会调研、参与创新创业活动或自办企

业等方面取得的成果。学生在校期间，除完成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就业指导课和创新创业课 5 个学

分外，其他学分由相关部门负责实施并认定。

创业创新课学分分值一览表

创

新

创

业

课

项目 名称 分值 依据及认定

论

文

核心期刊 8 相关依据

普通刊物 4 相关依据

学校、社团刊物 0.5/次 最多每学期 3 分

专

利

发明专利（不分排名次序） 8 专利证书

实用专利（不分排名次序） 5 专利证书

社会

实践

假期社会调研 2/次 各学院认定

假期企业锻炼 2/次 企业证明，各学院认定

创

新

创

业

职业生涯与发展规划 1 理论教学

就业指导 1 理论教学

创新创业 1 理论教学



1
与专业融合开展创新创业实践

项目实训

自主创办企业 8 营业执照

参与学院企业管理 2 各学院认定

创业建议书 3 各学院专家组认定

创新意见书 3 各学院专家组认定

参与教师项目 2 项目组证明，各学院认定

企业行业项目解决方案 3 项目评审意见书

创新设计产品 3 省级教育部门证书

1）职业生涯与发展规划

（1）学时学分：20 学时，其中讲授 10 学时，专题讲座或报告会 10 学时；1.5 学分。

（2）课程目标：

①明确大学生活与未来职业生涯的关系，为科学、有效地进行职业规划做好铺垫与准备，形成

初步的职业发展目标；

②掌握搜集和管理职业信息的方法；能够在生涯决策和职业选择中充分利用资源；能思考并改

进自己的决策模式，并能将决策技能应用于学业规划、职业目标选择及职业发展过程；

③学会分析已确定职业和该职业需要的专业技能、通用技能以及对个人素质的要求，并学会通

过各种途径来有效地提高这些技能。

（3）主要内容：职业生涯规划与职业理想；职业生涯发展条件与机遇；职业生涯发展目标与措

施；职业生涯规划管理与调整。

（4）实施方法：课堂讲授、问题讨论、模拟体验、案例分析、小组讨论、专题讲座。

（5）考核方式：案例分析报告、作业、个人职业规划等成绩综合考核。

（6）成绩记载方式：五级等级制。

2）就业指导

（1）学时学分：20 学时，其中讲授 10 学时，专题讲座或报告会 10 学时；1.5 学分。

（2）课程目标：

①学会及时、有效地获取就业信息，提高信息收集与处理的效率与质量；

②掌握求职过程中简历和求职信的撰写技巧，掌握面试的基本形式和面试应对要点，掌握适合

自己的心理调适方法，更好地应对求职挫折，调节负面情绪；

③掌握权益保护的方法与途径，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

④建立对工作环境客观合理的期待，在心理上做好进入职业角色的准备，实现从学生到职业人

的转变；积累相关技能，发展良好品质，成为合格的职业人；



（3）主要内容：了解就业形势与政策法规；掌握基本的劳动力市场信息、相关的职业分类知识；

提高学生的自我探索技能、信息搜索与管理技能、求职技能及各种通用技能。

（4）实施方法：课堂讲授、问题讨论、案例分析、专题讲座。

（5）考核方式：案例分析报告、作业、自荐书撰写等成绩综合考核。

（6）成绩记载方式：五级等级制。

3）创新创业

（1）学时学分：40 学时，其中讲授 20 学时，创新创业实训 20 学时；2 学分。

（2）课程目标：

①启蒙学生的创新意识，了解创新型人才的素质要求，掌握开展创新活动所需的基本知识。

②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以提高创新能力为核心，带动学生整体素质自主构建和协调发展。

③正确认识创业在社会中的作用，指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创业观，鼓励毕业生把创业作为理性职

业选择。

④培养学生创业精神，掌握创业需要具备的基本知识和技能，通过模拟教学，让学生体验创业

过程。

⑤介绍自主创业的政策和法律法规。

（3）主要内容：创新和创新意识的培养；创新思维和创新方法的开发和提升；创业团队的组建；

创业机会的识别和选择；创业风险的规避；创业资源的整合；创业计划的撰写；企业创办及管理。

（4）实施方法：知识讲授；案例分析；小组讨论分享；专题讲座；能力训练；各类创新创业大

赛；创新创业探索活动。

（5）考核方式：课堂表现、案例分析报告、创业设计撰写、实践锻炼报告等成绩综合考核。

（6）成绩记载方式：五级等级制。

（二）专业（技能）课程

1.专业基础课

1）中医学基础

（1）学时学分：50 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50 学时。3 学分。

（2）课程目标：

①能够结合生活实际举例说明中医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以及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在生活中的

运用；

②能够运用中医常规用语及临床病症、症状来表达相关事物，如风寒表证、肝阳上亢证；

③能结合藏象学说、经络学说和人体体质特征来辩证人体常见病的病发部位、病势；

④能够运用中医的基本辨证论治，初步确定人体常见病的治疗法则；

⑤能够运用养生、防治、康复如针灸推拿等中医常用技术的理论指导实践；

⑥形成传统中医药文化自信，树立弘扬传统文化意识。

（3）教学内容：



①学习中医学的哲学基础知识，包括阴阳学说、五行学说、气血精津液学说及其在中医学中的

应用，学习中医学的思维方式；

②学习中医学对人体生理方面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包括藏象学说、经络学说、

体质学说；

③中医学对疾病及其防治的认识，学习疾病的发生原因、发病机理、病变机制、预防和治疗的

理论、知识和方法，包括病因、病机、防治原则和中医诊法等。

（4）实施方法：课堂讲授、问题讨论、案例分析、基本技能训练。

（5）考核方式：考试课。作业、能力测试等结合进行考核。

（6）成绩记载方式：课内百分制。

2）药用化学基础

（1）学时学分：54 学时，其中讲授 44 学时，课内实训 10 学时。3.5 学分。

（2）课程目标：

①能够对有机化合物和无机化合物进行区分；

②能够对不同有机化合物进行官能团辨别、书写和区分，如乙醇、乙醛、乙酸；

③能够对常见药物中的官能团进行辨析，如阿司匹林；

④能够熟练使用药用化学基础实验中用到的几种仪器，如酸碱滴定管；

⑤对实验中的具体现象进行准确描述，并进行独立操作；

⑥树立实事求是、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和良好的实验素养。

（3）教学内容：

①学习药用基础化学的基本知识（如有机化合物的分类、不同有机化合物的区分、有机化合物

在医药学中的应用等）；

②学习不同官能团化合物的基本结构和化学性质、结构和化学性质之间的联系；

③从“验证性、综合性、设计性”三个层次开设药用基础化学实验，使学生学会基本实验仪器

的使用，如容量瓶、滴定管、分液漏斗等；基本溶液的配制，如氢氧化钠溶液、稀硫酸溶液、盐酸

滴定液等；

④学习对实验记录进行正确书写。

（4）实施方法： 讲授、实验实训。

（5）考核方式：考试课。考勤、课堂问答、作业、实验操作、实验报告、理论考试等成绩综合

考核。

（6）成绩记载方式：课内百分制。

3）临床中药学

（1）学时学分：60 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60 学时。4 学分。

（2）课程目标：

①能够熟悉中药的基础知识理论，特别是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归经、毒性等药性理论；药



物的产地、采收与贮藏；药物的配伍规律；重视对药物炮制的研究；中医辩证与用药、治则之间的

关系；

②能对 300 多味中药的性味归经、功效应用、性能特点、用法用量、使用注意及现代药理作用

进行实际应用；

③通过自学、小组汇报完成部分章节的内容（消食药、止血药、安神药、驱虫药等），以培养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同时增加学生的集体观念；

④树立中医药文化自信、科学的学习观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念。

（3）教学内容：

①学习中药的概念及其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辩证与用药、辩证与治则、药性（四气、五味、

升降沉浮、归经、毒性与辩证、君臣佐使配伍等；

②学习中药常规用语，中药的配伍、用药禁忌、用药剂量等；

③学习各论部分中药的性味归经、功效、临床应用、用法用量及使用注意等，如：解表药、清

热药、泻下药、活血化瘀药、补虚药等；

④见习实训，将理论和实践结合，增加学生的认同感。

（4）实施方法： 讲授、小组讨论。

（5）考核方式：考试课。考勤、课堂互动、作业、小组汇报等成绩综合考核。

（6）成绩记载方式：课内百分制。

4）中药材规范化生产

（1）学时学分：50 学时，其中讲授 40 学时，实验实训 10 学时。3 学分。

（2）课程目标：

①能进行药用植物规范化栽培的基地及环境条件的选择；

②学会提高产量与品质的具体措施；

③学会多种药用植物的繁殖方法，学会药材种子识别方法并识别常见药材种子 20 种；

④学会药用植物的规范化田间管理技术规程，能进行药用植物的播种、扦插和嫁接等繁殖技术；

⑤知道本地区药用植物的标准化培育及学会加工利用技术。

（3）教学内容：

①学习植物生长发育基础知识；

②进行多种植物繁殖技术的学习；

③学习田间管理技术；

④学习药材采收及初加工技术；

⑤学习常见代表性药材栽培技术。

（4）实施方法：课堂讲授、问题讨论、野外中药材栽培生产实践。

（5）考核方式：书面考核加实践考核。书面考核包括课堂表现、作业、期末考试；实践考核包

括实践表现、中药材栽培能力测试、实习报告等。



（6）成绩记载方式：课内五级制。

5）药用植物学

（1）学时学分：80 学时，其中讲授 40 学时，实验实训 10 学时，集中实习 30 学时。4 学分。

（2）课程目标：

①了解植物的基本结构（六大基本构造），对药用植物的特性与特征能详细描述；

②掌握药用植物的形态和分类；对常见的药用植物科、属、种能进行区分和书写，对特定的表

达方法进行专业描述；

③熟悉常见药物的药用部位、功效和生长习性；通过实习锻炼之后按照六大部位对植物进行准

确的描述；

④掌握常见药用植物的野外采集及蜡叶标本的制作技能；能采用常用的标本压制法对标本进行

制作和保存，至少在 1 年内不会发生霉变和生虫；

⑤认识常见药用植物 200 种，快速准确的进行辨别和区分，准确率达到 98%以上。能对植物的

药用价值和药用部位能进行区分和鉴别。

（3）教学内容：

①学习植物学的基本分类方法，掌握药用植物六大器官的形态特征和结构特点；

②掌握药用植物重点的 30 个科属的植物特征与形态特征；

③熟悉各药用植物器官类型、各科常用药用植物特点及其主要化学成分。如：豆科、唇形科、

菊科、蔷薇科等；

④能够准确描述药用植物各个器官特征和内部构造。能够将待鉴定的药用植物分类到科；

⑤能够准确识别常见药用植物 200 余种；

⑥具有发现中药材新资源和继续学习的能力。了解药用植物发展简史、研究内容等。

（4）实施方法：课堂讲授、野外药用植物标本采集、野生植物识别。

（5）考核方式：书面考核加实践考核。书面考核包括课堂表现、作业、线上测试；实践考核包

括实践表现、药用植物识别能力测试、实习报告等。

（6）成绩记载方式：课内百分制，集中实训五级等级制。

6）仪器分析

（1）学时学分：80 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50 学时，实验实训 30 学时。5 学分。

（2）课程目标：

①能够应用仪器分析相关术语来描述仪器分析工作中的相关理论和实践，并提供至少一个该理

论或实践的相关案例；

②能够应用仪器分析技术和方法对某一药物原料或制剂进行定量或定性分析，例如利用高效液

相色谱法检测丹参滴丸中丹参酮 IIa 的含量；

③基本上无差错地对某一药物原料或制剂进行仪器分析检验(如维生素 C 片中 Vc 含量进行测

定)，并能书写一份检验报告或实验报告；



④在仪器分析的方法中会根据分析目标的不同选择合适的仪器分析方法，完成一个检验项目、

写篇文章或检验方案；

⑤对仪器分析实施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或故障，提出解决办法，如何解决高效液相色谱仪使用时

柱压过高、漏液等问题；

（3）教学内容

①学习仪器分析工作的基础知识（如电化学分析技术原理、紫外-可见吸收光谱分析技术原理、

红外吸收光谱分析技术原理、气相色谱分析技术原理等）；

②学习不同分析仪器的结构构造与使用操作，如：pH 计、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高效液相色

谱仪等；

③典型药物的定性、定量分析方法与方法验证的内容；

④学习各种分析数据处理方法，如：面积归一化法、内标法、外标法等；

⑤学习仪器分析的综合检验技能和实验记录与结果判断。

（4）实施方法：讲授、实验实训、案例分析。

（5）考核方式：考试课；考勤、课堂问答、作业、实验操作、实验报告、理论考试等成绩综合

考核。

（6）成绩记载方式：课内百分制，集中实训五级等级制。

7）中药药理学

（1）学时学分：75 学时，其中讲授 50 学时，实验实训 10 学时，集中实习 15 学时；4.5 学分。

（2）课程目标：

①培养学生职业素养和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

②学会中药传统分类中常用单药的药理作用、临床应用及不良反应的相关知识；

③根据生理机能变化，能指导患者临床合理用药；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

④培养学生中药药理实验的基本技能与技巧；

⑤培养学生对中药在健康养生方面的推广和合理使用。

（3）教学内容：

①学习中药药性理论的现代研究（如中药的四气、五味、升降沉浮等现代药理作用），影响中

药药理作用的因素；

②学习中药传统分类中常用单药主要化学成分（解表药麻黄、清热药如黄芩、泻下药如大黄、

祛风湿药雷公藤等）、与功效相关的药理作用、临床应用及不良反应；

③学习中药药理的机制和物质基础，常用单药的作用特点；

④学习常见单药的正确使用及指导合理用药；

⑤学习中药药理实验的基本技能与技巧。

（4）实施方法：课堂讲授、问题讨论、基本技能训练。

（5）考核方式：考勤、课堂问答、作业、随堂测试等成绩综合考核。



（6）成绩记载方式：课内百分制。

8）药事管理与法规

（1）学时学分：60 学时，其中讲授 50 学时，实验实训 10 学时；4 学分。

（2）课程目标：

①熟悉我国药事管理的体制和药事管理工作的三要素（含执业药师资格制度）；

②熟悉我国现行的《药品管理法》及《实施条例》的主要内容；

③熟悉我国新药研究及药品注册管理主要内容；

④熟悉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管理及 GMP、GSP 基本内容；

⑤熟悉中药现代化管理内容。

（3）教学内容：

①学习药品、药事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制度的核心要点；

②学习药品监管、经营、使用、生产、研制等制度；

③知道药品、药事相关管理制度的实施背景；

④学习特殊药品的管理制度；

⑤学习中药现代化管理的内容。

（4）实施方法：课堂讲授、问题讨论。

（5）考核方式：作业、期末考试等结合进行考核。

（6）成绩记载方式：课内百分制。

9）制药设备使用与维护

（1）学时学分：80 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30 学时，实验实训 50 学时。5 学分。

（2）课程目标：

①具有安全意识、机电知识，遵照 GMP 的要求，做到安全生产；

②对于已学类别的典型设备，以用途、结构和性能为基础，根据传递过程的基本规律、单元操

作的基本原理和该设备的工作原理，进行规范使用、清洁和维护，达到高效、优质、经济生产；

③对于同类非典型设备和未学过的设备类别，运用所学知识技能，根据设备结构、说明书或厂

家培训，可以做到快速上手，短期内自编设备使用、清洁和维护的操作规程；

④可以进行设备的简单维修；

⑤具有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

（3）教学内容：

①安全生产常识，GMP 对设备（使用、清洁、维护和维修）和生产管理（生产操作和包装操作）

的要求；

②材料、零部件、常用工具，管路的组成和连接、容器的结构、机器的各组成部分，机组、生

产线或系统的基础知识；

③流体流动、热量传递、物质传递三种传递过程的基本规律；制剂成型原理；



④各单元操作的基本原理，包括流体输送、过滤、沉降、流态化、加热、冷却、蒸发、提取、

干燥、制冷、空调、制水、粉碎、过筛、混合、制粒、压片、胶囊充填、制丸、洗涤、灌装封口、

灭菌、包装等单元操作；

⑤输送机械、过滤机、沉降器、离心机、换热器、制冷设备、空调系统、制水设备、提取设备、

浓缩设备、干燥设备、粉碎机、筛分机械、混合机、制粒机、压片机、胶囊充填机、制丸机、配液

设备、洗涤设备、灌装封口机、灭菌设备、包装机械等的典型设备的结构、工作原理；

⑥典型设备的使用、清洁和维护操作规程；设备的简单维修。

（4）实施方法：课堂讲授、问题讨论、制药基础训练。

（5）考核方式：书面考核加实践考核。书面考核包括课堂表现、作业；实践考核包括实践表现、

制药设备操作能力测试、实习报告等。

（6）成绩记载方式：课内百分制，集中实习五级等级制。

10）方剂与中成药

（1）学时学分：50 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50 学时；3 学分。

（2）课程目标：

①掌握方剂与中成药的概念及其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一定数量的成方；

②掌握 113 首一类方剂与中成药的分类、组成、功效主治、临床应用及中成药的剂型选择、用

法用量，能对方剂与中成药进行基本的处方分析；

③熟悉本学科的发展概况，熟悉 74 首二类方剂与中成药的分类、功效主治、组方分析、临床应

用及部分中成药的用法用量、剂型选择；

④了解 43 首三类方剂与中成药的方名、功效主治、剂型。

（3）教学内容：

①学习方剂与中成药的内容和任务、发展简史；

②学习方剂与治法，方剂的组成与变化；

③学习中成药的基础知识；

④掌握解表剂、泻下剂、清热剂、温里剂、补益剂、固涩剂、安神剂、开窍剂、理气剂、理血

剂、外用剂等的基本知识。

（4）实施方法：课堂讲授、问题讨论。

（5）考核方式：作业、期末考试等结合进行考核。

（6）成绩记载方式：课内百分制。

11）中药制药环保与安全

（1）学时学分：40 学时，其中讲授 40 学时；2.5 学分。

（2）课程目标：

①通过认岗掌握中药生产企业安全生产、岗位安全、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②掌握中药生产基本安全理论（例如危化品安全使用、安全用电理论、高压容器安全使用等）；

https://baike.so.com/doc/7890912-8165007.html
https://baike.so.com/doc/9024369-9354140.html
https://baike.so.com/doc/6404772-6618434.html
https://baike.so.com/doc/9148765-9481922.html
https://baike.so.com/doc/1456989-1540365.html
https://baike.so.com/doc/1456989-1540365.html


③能够识别 50 种以上的安全标识符号及 20 种以上的安全生产隐患；

④熟悉环境质量标准；

⑤掌握控制环境污染的措施与内容。

（3）教学内容

①学习安全生产立法情况与医药化工生产特点；

②学习危险化学品的特点及安全使用；

③学习燃烧、爆炸与消防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措施；

⑤学习静电的特性与危害

⑥学习工业防毒技术与电气安全使用；

⑥学习压力容器安全技术与制药单元安全操作；

⑦学习我国环保方针、法规、环境质量标准；

⑧学习药品生产过程中控制环境污染的措施。

（4）实施方法：课堂讲授、案例分析。

（5）考核方式：考查课；根据考勤、作业、论文与课堂问答等综合考核。

（6）成绩记载方式：五级等级制。

12）药学服务

（1）学时学分：50 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10 学时，实验实训 40 学时；3 学分。

（2）课程目标：

①能够为患者进行简单的医疗检查，能够具有处方分析与调配技能；

②能够对各种常见疾病进行问病荐药，能够对患者进行常用药物合理用药指导。

③具有为大众健康服务的精神和安全用药的责任感；

④养成严谨、负责、耐心、细心的工作态度，善于沟通合作、敬业乐业的职业素质及精益求精、

追求卓越的职业精神；

（3）教学内容：

①掌握药学服务相关的基本概念、基本礼仪，明确药师的职业道德；

②熟悉药学信息服务的发展和特点；

③掌握常用药物临床应用，熟悉其不良反应、药物相互作用等；

④熟悉常见疾病的诊断依据和临床表现；

⑤了解常见疾病的治疗方案。

（4）实施方法： 讲授、实验实训。

（5）考核方式：考查课；考勤、课堂互动、作业、实验操作、实验报告等成绩综合考核。

（6）成绩记载方式：五级等级制。

2.专业核心课

1）中药鉴定技术



（1）学时学分：90 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50 学时，实验实训 10 学时，集中实习 30 学时；4.5

学分。

（2）课程目标：

①掌握常见中药的来源、主产地、采收加工、性状鉴别、显微鉴别、主要成分或有效成分、理

化鉴别等；

②熟悉中药采收、加工和贮藏的基本知识及对中药质量的影响；

③了解市场假劣药材的动态及中药鉴定技术的发展动态；

④识别常见药材 350 种，其中包括来源比较广泛的几类科属（豆科、菊科、蔷薇科等）

⑤能运用中药鉴定技术进行常用中药的真伪优劣鉴定。

（3）教学内容：

①掌握中药来源鉴定、性状鉴定必备的基本知识、能够准确描述 100 种药材的基本特征；

②熟悉常见中药来源、主产地、采收加工的基本知识，能够识别常见 350 种药材，能运用中药

鉴定技术进行常用中药的的真伪优劣鉴定；

③掌握常见的 300 种药用植物的功效和药用部位，对入药部位的特性，性味，归经进行详细的

描述；

④利用显微镜技术能对常见的 100 种中药材进行鉴别，对粉末和固体特征进行描述，对药材特

有的指征进行描述和鉴别；

⑤通过绘图能详尽的描绘出药材鉴定中的特征性物质和形状；熟练使用显微镜，掌握显微镜的

调节和维修保养。

（4）实施方法：课堂讲授、问题讨论、中药材形状鉴别基础训练。

（5）考核方式：书面考核加实践考核；书面考核包括课堂表现、作业、随堂测试；实践考核包

括实践表现、中药材性状鉴别、实习报告等。

（6）成绩记载方式：课内百分制，集中实训五级等级制。

2）中药提取分离技术

（1）学时学分：80 学时，其中讲授 40 学时，实验实训 10 学时，集中实习 30 学时；4 学分。

（2）课程目标：

①培养学生药品生产的专业素质和爱岗敬业的职业素养；

②具有常见临床药物提取、分离、纯化所必须的基本知识；

③对于常用的药物提取设备操作、使用、维护正确率达 80%以上；

④对于常用的药物纯化设备操作、使用、维护正确率达 80%以上；

⑤对于药物干燥设备操作、使用、维护正确率达 80%以上；

⑥对于提取物纯度检查、判断正确率达 80%以上；

⑦对于提取物质量鉴别、判断正确率达 80%以上。

（3）教学内容



①学习药物化学成分的结构特点；

②学习药物活性成分理化性质；

③学习药物活性成分提取、分离方法；

④学习药物活性成分鉴定方法；

⑤探索药物防病治病的原理；

⑥学习依植物亲缘关系寻找、扩大药用植物资源的方法；

⑦为临床应用寻找和发掘新的生物活性成分；

⑧探究药物在加工、炮制、贮藏过程中的成分变化规律。

（4）实施方法：课堂讲授、问题讨论、基本技能训练。

（5）考核方式：书面考核加实践考核；书面考核包括课堂表现、作业、期末考试；实践考核包

括实践表现、实习报告等。

（6）成绩记载方式：课内百分制，集中实训五级等级制。

3）中药制剂技术

（1）学时学分：90 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50 学时，实验实训 10 学时，集中实习 30 学时；4.5

学分。

（2）课程目标：

①培养严谨的工作态度和团结协作精神；

②依据药品生产工艺筛选原辅料正确率达 60%以上；

③能对药品生产处方进行分析正确率达 80%以上；

④单独进行液体制剂生产，工艺流程正确率达 85%以上；

⑤单独进行固体制剂生产，工艺流程正确率达 85%以上；

⑥单独进行药品单项质量检查正确率达 80%以上;

⑦单独进行压片机、胶囊填充机、制粒机、干燥设备操作的正确率达 80%以上；

⑧单独进行粉碎机、筛分机、混合操作正确率达 80%以上；

⑨单独进行灭菌操作正确率达 80%以上；

⑩分析制剂生产中出现的问题分析正确率达 60%以上。

（3）教学内容：

①学习中药制剂的基本概念、术语；

②学习中药生产标准、生产管理规范的内容；

③学习中药生产环境、人员、原料、设备的鉴别要求；

④学习中药生产管理的方法；

⑤学习糖浆剂、口服液乳剂混悬剂的生产方法和质量检查方法；

⑥学习固体制剂的生产方法和质量检查方法；

⑦学习液体制剂主要生产设备的操作、使用、维护方法；



⑧学习固体制剂主要生产设备的操作、使用、维护方法。

（4）实施方法：课堂讲授、问题讨论、制剂基本操作训练。

（5）考核方式：书面考核加实践考核；书面考核包括课堂表现、作业、期末考试；实践考核包

括实践表现、中药制剂操作能力测试、实习报告等。

（6）成绩记载方式：课内百分制，集中实训五级等级制。

4）中药制剂检测技术

（1）学时学分：90 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40 学时，实验实训 20 学时，集中实习 30 学时；4.5

学分。

（2）课程目标：

①能够运用《中国药典》一部及四部通则对待检测样品的检验项目进行查阅；

②使用相关仪器进行待测项目的检测，如水分测定，可以独立搭建甲苯法测水分的测定装置；

相对密度测定，可以使用比重瓶进行相对密度测定；

③查阅药品标准进行中药材、中成药检测时供试品、对照品的制备，如当归药材薄层鉴别、复

方丹参片薄层鉴别等；

④应用中药制剂检验的相关检验、技术和方法对某一中药材或中药制剂进行定量或定性分析，

如中药固体制剂的常规检查、杂质检查及含量测定，并准确书写检验记录及检验报告；

⑤针对检验过程中出现的和药品标准不符的现象可以进行正确分析、提出解决措施；

⑥树立“实事求是、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和“质量第一、安全至上、依法检验”的职业道德。

（3）教学内容：

①学习中药制剂检测的基本知识：中药制剂检测的概念、分类、特点及影响因素等；药品标准

《中国药典》的查阅、中药制剂检验的依据和程序等；

②学习中药制剂的鉴别技术：性状、显微、理化、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色谱等鉴别方法；

③学习中药制剂的常规检查技术：水分、崩解时限、重（装）量差异、相对密度、可见异物等；

④学习中药制剂的杂质检查：杂质限量计算、炽灼残渣、灰分、氯化物、重金属等检查；

⑤学习对中药制剂的含量进行检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薄层扫描法、高效液相色谱法、气

相色谱法等；

⑥学习检验记录、检测报告的书写并对检验结果进行判断。

（4）实施方法：讲授、实验实训。

（5）考核方式：考试课；考勤、课堂问答、作业、实验操作、实验报告、理论考试等成绩综合

考核。

（6）成绩记载方式：课内百分制，集中实训五级等级制。

5）中药炮制技术

（1）学时学分：80 学时，其中讲授 50 学时，实验实训 30 学时；5 学分。

（2）课程目标：



①能够理解中药炮制的基础知识及中药炮制的目的；

②能够使用相关炮制器具进行中药炮制：山楂的不同炒制品（炒黄、炒焦、炒炭）；

③能够应用 6 种加辅料炒制技术（米炒、麸炒、土炒、砂炒、蛤粉炒、滑石粉炒）；

④关注药物炮制原理及最新炮制工艺；

⑤了解饮片生产企业炮制规范及要求，能对饮片企业各种表格进行准确填写；

⑥培养“精益求精、质量第一”的工匠精神和“爱岗敬业、吃苦耐劳”的职业素养。

（3）教学内容：

①学习中药炮制的基础知识：中药炮制的含义、起源及发展；中药炮制的有关法规、炮制行业

的社会地位及发展趋势等；

②学习中药炮制的目的及对药物的影响：增强药物疗效；降低或消除药物的毒性或副作用；改

变或缓和药物的性能；改变或增强药物的趋向；便于调剂和制剂；矫味矫臭等；

③学习中药炮制的机械设备：净制、软化、切制、炒制等设备；

④学习中药炮制技术：净选加工技术（挑选、筛选、风选、水选、去根、去皮、去核等）、药

材软化技术（淋洗、浸泡、湿热软化、酒软化等）、炒制技术（炒黄、炒焦、炒炭、米炒、麸炒、

土炒、砂炒等）、炙制技术（酒炙、醋炙、盐炙、姜炙等）、煅制技术（明煅、煅淬等）、水火共

制（蒸、煮、燀）、其他制法（发酵、制霜等）；

⑤学习中药炮制的综合实验技能及不同炮制品的判断。

（4）实施方法： 讲授、实验实训。

（5）考核方式：考试课；考勤、课堂互动、作业、实验操作、实验报告、理论考试等成绩综合

考核。

（6）成绩记载方式：课内百分制，集中实训五级等级制。

3.专业拓展课

1）企业文化

（1）学时学分：20 学时，其中讲授 20 学时；1.5 学分。

（2）课程目标：

①能够理解企业文化的基础知识，如企业文化的概念、6 个基本特征及 8 大功能等；

②对于企业文化的类型进行掌握；

③能够对企业文化的结构及不同结构文化的作用进行辨析，如物质层、行为层、制度层和精神

层各有什么功能；

④能够分析企业家与企业文化之间的关系，如华为总裁任正非和华为的企业文化；

⑤可以对各行各业的企业文化进行搜集并分析其文化的类型和作用；

⑥树立爱岗敬业、维护企业形象的意识。

（3）教学内容：

①学习企业文化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②学习企业文化的类型与结构；

③了解企业家与企业文化的关系；

④学习品牌与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变革。

（4）实施方法： 讲授、实践讨论。

（5）考核方式：考查课；考勤、课堂互动、小组汇报等成绩综合考核。

（6）成绩记载方式：五级等级制。

2）人体解剖生理学

（1）学时学分：30 学时，其中讲授 30 学时；2.0 学分；

（2）课程目标：

①能够描述人体解剖生理学的有关基本概念、细胞膜的组成和结构、细胞的基本功能、各器官

的结构及其功能和调节，皆为学生必备的医学基础知识、重点内容，要求能熟练掌握、准确表达、

灵活运用于日常生活或疾病；

②说出细胞器的主要结构及其功能，各部位骨和肌的名称、位置和形态，各系统的组成与结构，

各器官的位置和形态以及生理学与其他学科的相互交叉，使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能用自己的语言表

达其基本概念、过程、生理意义及其影响因素；

③知道生理学的新进展和新方法，使学生了解其基本概念及其过程，为深入研究提供手段。

（3）教学内容：

①学习细胞的基本结构与功能；

②学习运动系统的组成、结构和功能；

③学习血液系统的组成、结构和功能；

④学习呼吸系统的组成、结构和功能；

⑤学习消化系统的组成、结构和功能；

⑥学习泌尿系统的组成、结构和功能；

⑦学习神经系统的组成、结构和功能；

⑧学习内分泌系统的组成、结构和功能；

⑨学习生殖系统的组成、结构和功能；

（4）实施方法：课堂讲授、问题讨论、基本技能训练。

（5）考核方式：作业、期末考试等结合进行考核。

（6）成绩记载方式：五级等级制。

3）医药市场营销

（1）开设时间：理论讲授 30 学时。2 学分。

（2）课程目标：

①具备社交礼仪知识，良好的职业道德；

②能了解顾客心里、平易近人、沟通能力强；



③会进行市场调研、市场分析；

④能根据实际情况运用适当的营销策略进行药品销售；

⑤能够掌握药物的市场销售规律。

（3）教学内容：

①学习营销理论与市场分析，包括绪论、医药消费者市场和购买者行为分析、医药营销环境；

②学习营销调研与市场机会，包括医药市场调查与预测、医药市场细分与目标市场；

③学习营销战略与策略，包括医药产品策略、医药产品定价策略、医药产品分销渠道策略、医

药市场促销策略；

④学习营销实践技能与管理，包括医药推销的技能、医药市场营销组织、计划、控制；

⑤学习医药国际市场营销。

（4）实施方法：讲授、实践操作、案例分析。

（5）考核方式：考试课。考勤、课堂问答、作业、实践操作技能、理论考试（平时测验、期末

考试）等成绩综合考核。

（6）成绩记载方式：五级等级制。

4）GMP 实务

（1）学时学分：30 学时，其中讲授 30 学时；2 学分。

（2）课程目标：

①熟悉药品生产环境与厂房设施；

②掌握物料与产品管理；

③掌握药品生产管理；

④掌握药品质量管理；

⑤掌握药品验证与确认。

（3）教学内容：

①知道 GMP 的实施意义、主要内容；

②学习 GMP 认证的主要要求；

③学习 GMP 药品生产管理；

④学习 GMP 药品质量管理；

⑤学习 GMP 药品验证与确认。

（4）实施方法：课堂讲授、问题讨论、参观。

（5）考核方式：考查课；作业、期末考试等结合进行考核。

（6）成绩记载方式：五级等级制。

5）药品微生物检测技术

（1）学时学分：40 学时，其中理论讲授 30 学时，实验实训 10 学时；2.5 学分。

（2）课程目标：



①具有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

②会利用显微镜进行微生物形态观察；

③会配制培养基并灭菌；

④会进无菌检查和限度检查实验；

⑤会进行接种、倒平板实验操作；

⑥会制作微生物不染色和染色标本片；

⑦会微生物试管斜面菌种保藏技术；

⑧会对微生物进行平板计数操作。

（3）教学内容：

①学习细菌、放线菌、酵母菌、霉菌及病毒的形态、结构、繁殖及群体特征；

②学习消毒、灭菌的概念和方法；

③学习微生物遗传变异规律及菌种保藏方法；

④学习微生物生长繁殖需要的营养条件和环境条件；

⑤学习药品无菌检查的方法和要求；

⑥学习药品的限度检查方法。

（4）实施方法：课堂讲授、问题讨论、基本技能训练。

（5）考核方式：书面考核加实践考核；书面考核包括课堂表现、作业、期末考试；实践考核包

括实践表现、药品微生物检测基础能力测试、实习报告等。

（6）成绩记载方式：五级等级制。

4.综合能力培养

1）专业认知实习

（1）学时学分：30 学时，实验实训 30 学时；1 学分；

（2）课程目标：

①熟悉药用植物基础知识、中药材及中药饮片、仪器分析等专业基础实践技能；

②熟悉各类中药材原料的基本生产技能；

③熟悉主要中药仪器分析设备的操作方法；

④增强学生自觉学习的意识，培养团队协作的团队精神。

（3）课程内容

①对 300 多味中药的性味归经、功效应用、性能特点、用法用量、使用注意及现代药理作用进

行实际应用；

②学会药用植物的规范化田间管理技术规程，能进行药用植物的播种、扦插和嫁接等繁殖技术；

③认识常见药用植物 200 种，快速准确的进行辨别和区分，准确率达到 98%以上；

④掌握常用的中药仪器分析设备操作、使用、维护；



⑤熟悉中药制药的现状，中药对人类的贡献。

（3）实施方法：讲授、实训基地参观解说、企业人员讲座等。

（4）考核方式：根据实习态度表现、实践技能现场考核和实习记录、实习总结等进行综合考核。

（5）成绩记载方式：五级等级制。

2）专业综合实习

（1）学时学分：120 学时，实验实训 120 学时；4 学分。

（2）课程目标：

①学会中药鉴定技术、中药制剂技术、中药制剂检测技术、中药炮制技术、中药提取分离技术、

制药设备使用与维护、中药制药环保与安全、药品微生物检测技术等专业课程的核心技能及药品生

产的基本方法及技术；

②学会专业核心课技能的操作要点及注意事项；

③学会专业课所用的主要制药设备的使用和维护的基本方法及生产技能的操作流程；

④学会实验室操作的有毒有害物质的防护和操作的安全知识；

⑤培养学生认真负责的职业精神、增强学生团队协作的生产意识。

（3）课程内容

①利用显微镜技术能对常见的 100 种中药材进行鉴别，对粉末和固体特征进行描述，对药材特

有的指征进行描述和鉴别；

②学会固体制剂的生产方法和质量检查方法；

③掌握专业课所用的主要制药设备与分析设备的使用和维护，并掌握其基本方法及生产技能的

操作流程；

④掌握对中药制剂的含量进行检测：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薄层扫描法、高效液相色谱法、气

相色谱法等；

⑤掌握中药炮制技术：净选加工技术（挑选、筛选、风选、水选、去根、去皮、去核等）、药

材软化技术（淋洗、浸泡、湿热软化、酒软化等）、炒制技术（炒黄、炒焦、炒炭、米炒、麸炒、

土炒、砂炒等）、炙制技术（酒炙、醋炙、盐炙、姜炙等）、煅制技术（明煅、缎淬等）、水火共

制（蒸、煮、燀）、其他制法（发酵、制霜等）。

（4）实施方法：讲授、实训基地生产实操、企业人员讲座等。

（5）考核方式：根据实习态度表现、实践技能现场考核和实习记录、实习总结等进行综合考核。

（6）成绩记载方式：五级等级制。

3)岗位实习

（1）学时学分：540 学时，18 学分；实习 18 周。

（2）课程目标：

①具有团体合作精神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②遵守企业和岗位规章制度；

③能和本岗位工作人员共同协作圆满完成工作任务；

④能圆满完成毕业设计；

⑤完成岗位实习计划中规定的各项任务。

（3）教学内容：

①通过调研，描述企业单位的基本业务流程；

②学习中药制药企业不同剂型生产工艺流程图；

③进行中药制药企业 GMP 管理实践；

④学习中药制药设备的使用与维护；

⑤完成岗位实习计划中规定的各项任务。

（4）实施方法：进入企业进行岗位实习。

（5）考核方式：根据实习考勤、实习表现、实习记录、实习总结、实习答辩等进行综合考核。

（6）成绩记载方式：岗位实习答辩五级等级制，集中实训五级等级制。

八、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本专业拥有一支结构合理、实践经验丰富的师资队伍，拥有专兼任教师 34 名，其中专职教师

14 名，行业能工巧匠兼职教师 20 名；具有博士研究生学位 3 人，占比 21.42%；具有硕士研究生学

位 8 人，占比 57.14%；其中教授 3 人，副教授 5 人，高级职称专任教师占比 57.14%；双师型教师

11 人，占比为 78.57%。教师结构科学合理，形成了以老带新、以新促老、新老结合、专兼互补的良

性运行机制。

（二）教学设施

校内教学设施齐全，多媒体教室、智慧教室等设施完备，校园网络体系全覆盖；校内实训条件

完善，包括中药炮制实训室、中药鉴定实训室、中药调剂实训室、中药化学实训室、现代化药理实

训室、药物检验实训室、药品营销实训室、药物制剂模拟车间、制剂分析实训室、现代化的仿真模

拟药房、仪器分析室等现代化、高水平的实训中心；完全满足中药制药专业实验实训要求，提高教

师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效率；

按照我院建立的校企联合、校校合作和资源共享机制，进一步拓宽现有校外实训基地的功能与

作用，为中药制药专业服务；学院与西安天成制药厂、西安嘉禾制药厂、东科麦迪森制药厂、同仁

堂医药营销企业、陕西怡康药业、老百姓大药房、北京同仁堂等近 60 家药品生产、经营企业成为学

生的校外实训基地；此外，本专业为学徒制试点专业，与陕西江河制药、杨凌步长药业和陕西东科

制药三家知名药企深度合作，联合开展教育部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试点研究，工学结合，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就业质量；

（三）教学资源



该专业教材选用教育部和行业推荐的优秀教材、面向 21 世纪卫生部高职高专规划教材和十三五

规划教材；院图书馆有本专业相关的图书资料及专业期刊，其中有图书 2000 余种，10000 余册，专

业期刊 15 种，学院相关电子图书及多媒体教材、课件，以满足教学需要；

（四）教学方法

本专业结合课程特色，利用学院线上教学平台开展信息化教学；所有专业核心课和专业平台课

必须在学院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平台上线并运行，建成数字化课程网站；专业核心课线上线下混合

式教学使用率达 80%以上，作业和辅导能够在线完成；

（五）学习评价

本专业在教学评价中，坚持过程性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综合学习态度、能力水平和综合素

养；应采用阶段评价、目标评价、过程评价，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评价模式，关注评价的多元性，

结合课堂表现、学生作业、平时测验、实验实训、期末考核情况，综合评价学生成绩，在评价中注

重对学生在实践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对在学习和应用上有创新的学生应予特别鼓励，

全面综合评价学生能力；

鼓励激励教师考试采用在实验实训室进行，以完成具体技能型实训项目实操代替试卷笔试的考

试方式改革，专业核心课程考试实现实操考试为主，专业平台课 50%实现实操考试。

（六）质量管理

依据教育部《高等职业学校中药制药专业教学标准》、国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

《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按照岗位需要和职业资格准入标准的要求，以培养职业综合技能

为核心，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原则，确立了中药制药专业“四位一体”的人才培养

培养目标，结合专业培养目标、“学徒制”试点项目培养目标又确定了以促进中药制药专业学生专

业知识、素质与技能全面发展为目的的新的“三阶四岗五融合”课程体系；

在教学组织管理、安排上，紧扣培养目标和人才规格及专业岗位的要求，实施“校企合作”“工

学结合”、“理实一体”、“六维度学徒制”的人才培养模式，与医药卫生、保健、服务等部门紧

密合作，充分体现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特点；充分利用我院药物与化工分院现有较为完善的教学管

理制度和质量监控体系，通过建立落实教学督导制、青年教师导师制、听课评课制、学生评教反馈

制、教师量化考核制等一系列教学规章制度，加强日常教学工作监管，使教学质量监控制度化、常

规化，确保中药制药专业教学科学规范运行。

九、毕业要求

（一）学时要求

本专业毕业要求 2799 学时；

（二）学分要求

本专业毕业要求最低 179 学分，其中价值塑造课、健康教育课、能力培养课和专业课学分为 122.5

分，科学普及课最低学分为 7 分，人文浸润课最低学分为 8 分，耕读教育课最低学分为 1.5 分，行



为养成课最低学分为 20 分，个性发展课最低学分为 10 分，创新创业课最低学分为 10 分；

十、附录

（一）制定（修订）依据

根据《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制定（修订）2024 级招生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通知》（杨职院发

〔2024〕67 号）要求，在深入调研社会人才需求情况基础上，与企业行业专家共同研讨，确定人才

培养目标及职业岗位，分析每个岗位需要完成的工作任务及对应的职业能力，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

体系，完成本方案的编制；

（二）制定（修订）说明

1.为了更适应技能培养要求，将部分课程由理论考试课调整为实践考试，如《中药鉴定技术》、

《制药工程原理与设备》等；并结合“学徒制”试点项目落实专业教学标准，准确定位专业人才培

养目标与培养规格，合理构建课程体系、安排教学进程，明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资源、教

学条件保障等要求；

2. 根据《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制定（修订）2024 级招生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通知》在培养方

案中，明确了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的比例；

（三）编制人员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陈胜发、罗长浩、龙凤来、胡普辉、梁媛、范晨；

陕西江河医药有限公司：党创世

陕西兴盛德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王银龙

执笔人：陈胜发

审核人：龙凤来 王云云

（四）附表

1.人才培养方案论证意见表

2.人才培养方案变更审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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