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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开发校企合作课程是提高药学类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的有效手段，但现阶段仍存在校企合作积极性不
高、教师技能培训不足、课程资源建设有限、评价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产业学院是深化产教融合、构建校企长效合

作的有效载体。文章以江苏海洋大学生物医药产业学院为例，探讨基于现代产业学院的药学类校企合作课程建

设。实践表明产业学院能充分发挥人才、技术、设备等资源优势，建立校企合作课程实施机制，完善课程配套平台

建设，显著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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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药品与人类的生命健康
息息相关。这就要求药企在药品生产过程中必须落

实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Ｇｏｏｄ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Ｐｒａｃ
ｔｉｃｅ，ＧＭＰ）以保证药品质量，从而保障患者的用药安
全。近年来，特别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医药行业对

高素质应用型药学人才的缺口持续扩大［１］。就目

前的人才培养状况而言，多数高校药学专业在人才

培养过程中均存在一定程度的问题，比如校内教学

与医药产业发展与应用型人才的要求存在差距，毕

业生在入职企业后对ＧＭＰ理解不到位、对严控药品
质量的理念认识不足、在校所学知识无法充分满足

企业的需求。面对现实问题，大力推进校企合作，实

现人才从学校到企业的无缝对接就具有了重要的实

践意义。

就培养模式而言，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是培养以

社会需求为导向的应用型人才的最有效途径，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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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通过将在校知识教育与企业实践工作相融合，

有效实现了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的无缝对接。就课

程体系而言，作为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关键环节，基

于校企合作培养模式，将课程体系构建与人才培养

目标及企业用人需求相结合，同时将药企ＧＭＰ理念
引入校企合作课程体系，打造高质量的校企合作课

程，这是提高药学专业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

有效策略。

!

　校企合作课程的定义及发展面临的问题

校企合作课程是指由高校专职教师和企业兼职

教师共同参与，以人才培养目标和未来岗位需求为

依据，进行课程体系开发、课程教材研发、教学大纲

编写、教学资源共享、教学内容讲授、实验教学及教

学效果评价等多维度联合的课程。校企合作课程是

一种双赢的人才培养实践，一方面企业通过联合培

养可延揽符合实际生产需求、具备实操经验、能够快

速适应岗位的应用型医药人才，以优化人力资源、推

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高校可以通过精确对

标企业对高端应用型人力资源的具体要求，对学生

开展针对性的知识技能培训，使学生充分了解企业

生产活动和行业发展前沿，提升他们的职业技能与

素养，从而精准提升药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质量。

就目前的实践状况而言，很多高校已开设了药学类

校企合作课程，其主要形式如下：①充分利用企业资
源搭建药学专业课程实验教学的实施平台［２］；②改
革药学专业化学类课程的实验教学，邀请企业相关

人员根据药学工作岗位设置实训项目和实验课程，

设计开放性实验［３］；③校企合作共同完善实习实训
教学基地建设，开放企业生产场地，承担学生实习、

实训教学，使企业培训内容对接校内课程［４］。尽管

高校在稳步推进上述课程改革，但由于药学专业的

理论研究和医药企业的生产实践之间存在不小的距

离，高校和企业分离度较高，未能真正实现深度开

展，现有课程的教学效果依然不甚理想，实现产研有

效结合仍存在诸多现实困难。

１１　缺乏稳定合作机制，呈现“校热企冷”态势
稳定的人才培养体系是保障教学效果的制度基

础。校企双方缺乏稳定的校企合作培养机制，其主

要原因是高校和企业具有不同的目标激励机制：企

业以经济效益为目标，而高校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任

务。在目前的校企合作模式下，要打造一门校企合

作课程，在人才培养方案修订、课程体系构建、教学

大纲编写等环节，均需占用企业一定的人力和精力，

不可避免地会对企业兼职教师的本职工作造成一定

影响。由于保障企业利益的相关政策及激励措施还

不够完善，企业对人才培养的投入在短期内无法获

得收益，多数企业缺乏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如

此，课程的开发任务就高度依赖高校一方，企业参与

方式只是以建立实践教学基地、开展实习实践类课

程等传统手段为主，部分校企合作甚至只是临时性

的，双方缺乏长期合作的有效载体和保障机制。总

之，企业和高校难以真正深入和全面合作，多流于形

式，最终使得校企合作呈现“校热企冷”的态势。

１２　教师技能培训不足，师资队伍建设亟待提升
师资力量是教学质量的决定性因素，校企合作

课程更是对双方师资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授课

教师既要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又要熟悉企业的生产

实践，这对学校全职教师和企业兼职教师而言都是

一个较大的挑战。就校内师资队伍而言，承担课程

开发、建设任务的主要是青年教师，他们虽然具备扎

实的理论知识，但大多是“从学校走进学校”，缺乏

校企合作课程所需要的实践经历。青年教师这一

“不足”虽可通过在企业接受相关培训获得一定改

善，但短期进修还是难以真正掌握企业生产的核心

技能。因此，双师型教师的缺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

了校企合作课程建设的进度和质量。就企业师资队

伍而言，其构成力量均为一线高水平技术人员，实践

经验丰富、专业素质过硬，但普遍没有接受过教学能

力的相关培训。而高校内的各种提升教学能力的培

训，由于教学时间安排、课程对象设置等，也不能很

好地适用于企业兼职教师。此外，企业兼职教师在

实际教学过程中也较少自主提升自身教学能力，这

就导致了教学水平的停滞不前。

１３　课程资源建设有限，授课难达预期目标
课程资源建设是开展教学活动的重要基础。随

着校企合作课程的逐步深化，课程资源建设的重要

性日益显现，但目前校企合作课程的资源仍存在较

大问题。第一，教材编制落后，缺乏专门的教材。教

材是教学资源的核心组成部分，现有校企合作课程

大多没有编制专门教材，而是沿用传统本科理论课

教材，内容较为陈旧，缺乏时效性、前沿性和针对性，

无法反映企业需求和最新业态。第二，线上课程资

源匮乏，无法满足信息化时代的教学需求。随着信

息化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普及和深入，尤其是疫情

防控期间高校为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教学资源形

式日益多样化，除了传统的线下课堂教学，线上教学

平台也在不断丰富发展。然而，现有校企合作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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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主要依托传统纸质教材，多以线下授课的方式实

施，线上课程资源建设亟待完善。此外，目前校企合

作课程还是以实习、实训等形式居多，如共建实验教

学平台、实习实训基地等，但大多是依托校内资源共

建的实训基地，仅能实现对企业环境的实验室模拟，

学生无法对企业文化、企业管理制度等形成具象认

识。这种缺乏灵活性的共建形式，令学校教育难以

根据行业变化及时做出调整和改变。笔者认为，通

过加强以就业市场为导向的教学资源建设、开发校

企合作课程教材、丰富各种线上课程等方式，可有效

扩充课程资源，以更好地培养适应药企生产一线需

要的应用技术型人才。

１４　课程开展方式单一，教学效果不够显著
课程开展方式是课堂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

的重要抓手。就教学各方面而言，目前校企合作课

程大多采用传统的校内授课模式，授课主体仍是校

内教师，企业人员仅是少量参与，在教学内容、教学

方法以及考核评价机制等方面均无更新。就师生互

动而言，授课模式仍以“大课堂、灌输式”为主，课程

内容多、知识点零散、教学方法落后，呈现“教师满

堂灌、学生被动听”特征，难以调动学生的自主性、

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就课程考核方式而言，传统

的试卷考核仍占据主导地位，学生学习效果主要通

过试卷成绩呈现，而考试内容覆盖面窄，且侧重对理

论知识的考查，忽略了过程性考核评价，难以对学生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实践应用能力进行

有效考核，无法全面反映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最

终无法对教学质量进行有效监测。

"

　基于现代产业学院开展校企合作课程建设的三
维优势

　　现代产业学院是促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有
效平台。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０日，教育部和工信部联合
发布《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试行）》，明确提出

“为了培养适应和引领现代产业发展的高素质应用

型人才、复合型人才、创新型人才，以应用型高校为

重点，在特色鲜明、与产业紧密联系的高校建设若干

与地方政府、行业企业等多主体共建共管共享的产

业学院”［５］，产业学院建设由此进入国家级示范项

目推动的新阶段。２０２１年，教育部遴选出第一批
５０个获批建设的国家级现代产业学院。现代产业
学院通过校企协同开展专业规划，共同制定人才

培养方案，合作建设课程体系，开展教学活动和实

习实训，引导高校主动面向区域、面向行业、面向

产业办学，使教育适应产业发展，真正实现校企

“双主体”育人，从而为校企合作课程的开发奠定

稳定的基础。

２１　开展校企合作课程有利于打造长效运营机制，
建立长期稳定合作

校企共建产业学院的共识性前提是双方均认为

它优于传统的校企合作模式，因此校企之间能够建

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形成“分工合作、协同育

人、共同发展”的应用型人才培养长效机制。具体

而言，第一，产业学院设立负责开发校企合作课程的

专门机构，制订校企合作课程建设管理办法，推动它

走向组织化、制度化、规范化。第二，按照专业对应

岗位的素质要求，校企联合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在重

构课程体系的基础上更新教学内容，共同组织教学

活动，共建常态性评价机制，有效追踪校企合作课程

的教学效果，以便不断发现教学问题，通过对问题的

动态清零方式持续完善课程建设。

２２　开展校企合作课程有利于整合校企双方资源，
打造高水平师资队伍

师资质量的提升对培训资源供给的专业性、丰

富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与传统校企合作模式相比，

产业学院以高校、企业为两大稳定教学资源，在此基

础上建立校企师资共享共育机制，打造高效的校企

合作课程团队，实现课程融合。就课程教学团队而

言，校内专职教师可通过在产业学院所服务的企业

挂职，通过深入生产一线提高自身教学水平；企业兼

职教师则可通过参加高校组织的各种形式的教学能

力培训，不断提升自身理论水平、积累教学经验。校

企专家的双向互动交流有利于打造“双师双能型”

的师资队伍，不断锤炼教师团队的教学能力。以此

为基点，校企双方教师在课程建设过程中能更加注

重结合学生的知识背景，开发出更适合产业学院学

生的课程，培养出产业发展真正需要的应用型人才。

２３　开展校企合作课程有利于完善课程评价体系，
切实提高教学质量

建设完善的课程评价体系，既要依托于职能明

确的组织机构，又要求在体系设计时不断调整评价

指标、丰富评价维度。和传统校企合作模式相比，产

业学院是具备完善的组织管理架构、设有独立的教

学管理部门，具有规范化的教学管理制度，对学生知

识掌握情况和教师授课情况进行过程性追踪与质量

考核的系统性评价体系。产业学院对课程考核评价

方式的改革着力于两点：第一，在学生考评方面，注

重应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逐步增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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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性考核和实践能力在考核体系中所占的比重。第

二，在教师考评方面，校内专职教师和企业兼职教师

都要接受产业学院教学管理部门的检查、监督和考

核。此外，产业学院就合作课程的教学质量还建立

多方评价机制，即由学生、同行教师、学校督导专家、

校外专家、合作企业等主体共同对授课教师的教学

质量进行全方位评价。

#

　基于生物医药产业学院的校企合作课程建设

生物医药产业既是江苏省重点发展的十大战略

性新兴产业之一，也是连云港市地方支柱产业。为

更好地服务地方医药企业，对接区域优势特色产业

集群以及生物医药产业领军企业，江苏海洋大学与

国内医药龙头企业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联合

创建了生物医药产业学院。该产业学院以人才培养

质量为中心，以地方医药产业需求为导向，建立多元

化管理体系，优化校企合作课程体系，完善课程配套

平台建设，创新课程思政体系，营造开放多元的课堂

环境，优化教学评价体系，有效解决了传统校企合作

课程开发过程中存在的企业参与度不够、授课水平

较低、评价机制不健全等问题。

３１　搭建组织管理架构，完善运营管理制度
在江苏海洋大学校党委的领导下，生物医药产

业学院构建了多元化的管理体系（图１）。生物医药
产业学院的具体举措是设立管理委员会，负责确定

学院改革方向、人权、事权、财权等重大事项决策；学

校、企业不同层级管理部门形成深度共建的治理体

系，从专业建设、人才培养、师资培养等方面全方位

提高学院的治理能力；成立教育培训中心、药物研发

中心和综合办公室。其中，教育培训中心下设教育

教学部，成立教育教学管理委员会，负责制定校企合

作课程相关制度，如企业选派兼职教师制度、学校教

师工程能力培训制度、兼职教师的评价和管理制度、

教学质量评价制度、课程持续改进制度等，在课程建

设实施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提出切实有

效的改进措施。

３２　优化校企合作课程体系，建立课程实施机制
生物医药产业学院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中

心，根据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趋势及岗位需求，不断优

化校企合作课程体系，打造符合新时代需要的课程

实施机制（图２）。传统校企合作课程体系通常包括
三部分：学校课程、校企共建课程以及企业课程。

本校生物医药产业学院以应用为导向，将课程体

系优化重组为公共基础类、素质拓展类、学科基础

图１　生物医药产业学院的管理架构

类和专业能力类四大课程模块，并在课程体系中

引入 ＧＭＰ理念，学院通过凝练基础课程、充实专
业课程、加强实验实践课程、开设专业前沿课程，

促进课堂知识与企业实际的精准对接，提升学生

对理论进行迁移性应用的能力，切实提高学生的

专业素质和技能水平。

联合选配师资是校企共建课程的起点。首先，

由企业筛选具有相关专业背景和生产经验的兼职教

师，与校内专职教师共同组建课程教学团队。其次，

教学团队联合修订教学大纲、确定课程目标、理顺课

程结构、更新课程内容、创新授课方式、结合企业文

化引入思政元素、合理分配理论和实践课时比例、联

合讲授课程、联合实习实训、建立完善的评价体系。

最后，授课结束后，由教学团队联合进行质量评价，

以便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推进课程建设的

动态化建设。

不断完善的课程配套平台是校企共建课程的优

势。生物医药产业学院充分利用学校与企业资源，

积极完善课程配套平台的建设，包括理论教学平台

建设以及专业实践、科研创新、工程应用等实践平台

的建设。首先，学院通过重构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

法、创新思政教育、推进教材建设，持续推进理论教

学平台的创新和建设。其次，学院坚持学科专业与

产业链无缝对接，在原有校内实践平台基础上，结合

恒瑞实习实训基地，积极组建工程应用平台，拓展专

业实践和科研创新平台，打通校企之间实践资源的

共享通道，提升学生的实践、创新和应用能力。最

后，通过多维度的校企协同教育合力，将企业需求与

人才培养有机结合，实现教师与企业、理论与实践、

应用与创新、学生与企业、校内平台与校外基地、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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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文化与企业文化之间的深度融合，有效提高学生

实践创新应用能力，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满足药企对

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为连云港地区医药产业的快速

发展提供人才支撑［６］。

图２　校企合作课程建设模式

３３　融入企业文化元素，创新课程思政体系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贯穿

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７］。课程思政

是新时代背景下党中央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新

要求，是对课程德育的政治提升。校企合作课程思

政的开展自有其独特之处。具体来看，教师结合企

业文化讲解企业社会责任，让学生充分了解企业在

谋取最大经济利益的同时，还要从促进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目标出发，为其他利害关系人履行某方

面的社会义务［８］，从而引导学生建立正确的职业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例如，恒瑞医药一直秉承“创

新、务实、专注、奋进”的价值观，坚持“科技为本，为

人类创造健康生活”的使命，历经５０多年的发展，
目前已成为国内最具创新能力的现代化制药企业之

一。根据不同课程的性质、结合学生各阶段的特点，

生物医药产业学院在开展校企合作课程建设的过程

中，将企业文化逐步融入课程思政建设。第一，对于

新入学的低年级学生，在导学类课程的教学过程中，

利用新生刚刚接触专业领域的好奇心，学院组织学

生参观恒瑞企业，介绍企业发展历程、行业岗位工作

内容和工作职责，给予学生更好的专业引导和职业

启蒙，增强学生对专业、职业的兴趣，帮助他们初步

明确职业方向。第二，在专业理论类课程教学过程

中，根据课程授课内容，教师可引入企业具体产品的

研发实例，把企业文化中的质量标准、坚持创新、拼

搏奋斗、锐意进取等精神传递给学生。同时，教师还

可结合行业技术难点、国内外同类产品的差异，让学

生理解目前企业需要什么样的技术人才，从而让他

们认识到学好专业知识的重要性。第三，在实习实

践类课程教学过程中，让学生直接体验企业工作的

环境和氛围，教师可引入企业文化中的工作责任、团

队协作、生产纪律等内容，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行为

习惯和思维方式，强化责任和纪律意识，在潜移默化

中对学生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帮助学生顺利实现从

学生到职员的角色转变。

３４　丰富课程实施模式，构建多元课堂环境
生物医药产业学院积极利用校企合作平台，改革

医药人才培养模式，大力支持联合开发教材，鼓励联

合参加学科竞赛和创新大赛，以企业技术革新项目作

为创新竞赛和毕业设计（论文）选题，实行真题真做，

将企业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融入教学环节中，使

得课程体系在时序设计方面与医药企业的生产流程

相一致，将理论课程与实践环节有机融合，注重培养

学生解决医药生产实践问题的能力。此外，生物医药

产业学院全面推行案例式、项目化教学，建设基于校

企合作的教学案例库，联合深化教学改革，创新教学

方法，积极推广应用翻转课堂、雨课堂、对分课堂等新

型教学手段，构建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教学模式，积极

融入思政元素，构建开放多元的课堂环境。

３５　完善课程评价体系，督促教学持续改进
生物医药产业学院优化协同育人机制，构建校

企联合、产教融合的全方位、立体式质量评价体系，

既体现学校教学的统一性要求，又注重因材施教和

学生个性化发展的全方位培养。第一，理论课程考

核改变原有静态、单一的考试模式，采取闭卷、有限

开卷、开卷、小论文、大作业等多种课程考核方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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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环节考核增加企业环节的考核，以岗位工艺流程

为依据，设计考核点，由学校导师和企业导师根据学

生企业实践过程共同进行学业评价，注重对学生实

践能力特别是岗位胜任能力的考核。第二，除了内

部教学过程的质量监控机制，生物医药产业学院

还通过结合毕业要求达成评价、毕业生跟踪反馈、

社会评价等多种方式，对本专业毕业生培养目标

的达成情况进行定期分析，根据分析反馈的结果

评价毕业生是否符合社会和市场的需求，以对本

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实施过程进行持续改进。

'

　结语

校企合作是药学专业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药

学专业发展的强力推手。江苏海洋大学生物医药产

业学院充分发挥人才、技术等资源优势，围绕地方医

药产业发展需要，进行了校企合作课程的建设探索，

形成了高效的校企合作开发课程团队，建立了校企

合作课程实施机制，完善了课程配套平台建设，创新

了课程思政体系，构建了开放多元的课堂环境，优化

了教学评价体系，取得了较为显著的人才培养成效。

实践表明，这种人才培养模式为医药企业输送了大

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对地方高校应用型药学类人

才的培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校企合作课程的建

设，为新时代应用型药学类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具有

“示范性、可行性和可推广性”的案例，值得进一步

推广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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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ＥＢ／ＯＬ］．［２０２２０９１６］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ｅｄ．
ｇｏｖ／ｅｓｓａ？ｓｒｃ＝ｒｎ

［１７］ＮｏｎｙｅｌＮＰ，ＷｉｓｓｅｈＣ，ＲｉｌｅｙＡＣ，ｅｔａｌ．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ｉｎｐｈａｒｍａｃｙｔｏａｄｄｒｅｓｓｒａｃｉｓｍａｓ
ａ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１，８５（９）：８５８４

［１８］ＣｏｒｒｉｇａｎＭＭ，ＧａｎｄｈｉＮ，ＭｏｏｒｅＴ，ｅｔａｌ．Ｔｈｅｂｒｉｄｇｉｎｇ
ｐｈａｒｍａｃ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ｕｍｍｉｔ：Ａｕｎｉｑｕｅｃｏｎ
ｖｅｎｉｎｇｗｉｔｈｐｕｒｐｏｓｅ［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
ｔ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２，８６（５）：９１９５

［１９］ＥｎｇｌｅＪＰ，ＢｕｒｋｅＪＭ，ＡｓｈｊｉａｎＥＪ，ｅｔａｌ．ＡＣＣＰ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ｈａｒｍａｃｉｓｔ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ｅｓ：Ａｄｖｏｃａｔｉｎｇ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ｅｒ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ｅｓ［Ｊ］．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ｈａｒｍａｃｙ，２０２０，３

（１）：１２４１３２
［２０］ＣｈａｉｒＰＡＣ，ＡｌｌｅｎＤＤ，ＢｏｙｌｅＣＪ，ｅｔａｌ．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ｏｕｒ

ｐｈａｒｍａｃｙ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ａｃ
ｔｉｃ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２０１９２０２０Ａｒｇｕｓｃｏｍ
ｍｉｓｓｉｏｎ［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２０２０，８４（１０）：８２０５

［２１］蒋蓉，丁瑞琳，邵蓉．美国执业药师继续教育课程和实
施管理体系对我国的启示［Ｊ］．中国药房，２０２１，３２
（１５）：１８００１８０４

［２２］刘燕莉，王勇．日本药师持续职业发展模式及其启示
［Ｊ］．中国药房，２０２２，３３（７）：８８５８９０

［２３］ＡｒｉｆＳＡ，ＢｕｔｌｅｒＬＭ，ＧｅｔｔｉｇＪＰ，ｅｔａｌ．Ｔａｋｉｎｇａｃｔｉｏｎｔｏｗａｒｄｓ
ｅｑｕｉｔｙ，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ｐｈａｒｍａｃｙｃｕｒｒｉｃｕ
ｌｕｍａｎｄ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３，８７
（２）：８９０２

［２４］樊陈琳，姚文兵，吴晓明．基于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对我国高等药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思考［Ｊ］．中国药
学杂志，２０２０，５５（２４）：２０８５２０８９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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