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０５１４　　　通信作者：何迅，Ｅｍａｉｌ：２８１２８７８５８６＠ｑｑ．ｃｏｍ

基金项目：贵州省高等学校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项目，编号２０２２１３３；贵州医科大学本科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重点项目，编

号ＪＧ２０２２０１６

以实践能力提高为导向的药事管理学课程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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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药事管理学具有显著的社会科学性质且高度强调实践性。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为导向，教学团队构建
了实践课程体系模块、创新改革多元化实践教学方法、联合各主体以强化实践育人，让学生在实践中感知、应用和

创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创新与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课程内的实践活动还促进了课堂教学与

课程思政有机结合，充分发挥立德树人的作用。多维度形成性学习评价体系可加强学生实践技能及职业素质等综

合应用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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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深化
药品、医疗器械流通体制改革、完善国家药物政策、

强化药品安全监管、加强医药技术创新、全面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推进医药领域发展创新［１］。药事

管理是国家对药品领域的综合管理，是构成我国医

药卫生事业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２］。药事管

理学课程聚焦药品安全战略需求，以《药品管理法》

为主线，以药品研制、生产、经营、使用等领域的法制

化管理活动或过程为对象，总结其基本规律，指导药

学事业健康发展［３］。该课程作为药学类专业的核

心课程之一，是助力培养新时期健康产业药事管理

人才的基础，其学科性质也强调实践性。教师分析

思考当前药事管理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对

策，是服务“健康中国”战略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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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高校学生缺乏对药事领域社会现象的理

解及体会，很难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去解决药事管

理中的实际问题。药事管理学作为社会科学，教师

只有将它放到社会实践中去，才能让学生更好地理

解和掌握相关知识，因此教师如何在药事管理学课

程中引入实践教学，是该门学科面临最困难的教学

环节。不同于其他药学学科，该课程应用环节在于

社会管理部门，而不是实验室，因此很难像其他药学

学科设置药学实验课程进行实践教学［４６］。药事管

理学作为研究药事活动及其规律和方法的一门综合

性学科，其实践教学的成败直接决定了本门课程的

教学效果。

#

　药事管理学开展实践教学的必要性

药事管理学是药学专业的核心课程，旨在培养

药学人才的法治观念及良好的职业道德，从而确保

社会大众用药安全。本课程基于培养应用型药学人

才的办学定位，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需要创建以

社会实践为主的课程教学模式。然而，在实际的教

学中，由于药事管理学带有人文社会学科属性，部分

教师对该课程的认识和理解存在严重偏差［７］。加

上药事管理学课程教学内容繁多冗杂，各章节缺乏

明显的联系，任课教师备课压力大，教学多采用传统

的理论传授模式，很少在课程大纲中增加实践内容。

实践教学环节薄弱，课堂学习效果不佳，学生的药事

管理能力明显不足。传统课堂教学中教师单纯讲授

理论知识，这种灌输式的教学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

生创新意识的培养及理论指导实践能力的形成。以

社会实践为主的课程教学模式打破传统药事管理学

单向灌输式为主的授课方式，该模式以传授药事管

理理论知识为基础，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为核心，以培

养药事行政管理、药品监督、生产经营管理、药品研

发、医院药师和社会药师等职业人才为目标。然而，

这些职业工作能力无法单纯从课本及课堂上学到，

学生需要通过实践教学这个桥梁，才能将所学理论

知识转化为实际能力［８９］。因此，专业教师需转变

教学思维，建立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一体两翼”的

实践教学模式，加强课程实践性和应用性教学，着力

培养学生实践技能及创新素养，激发学生学习的积

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

　药事管理学课程实践教学设计

２１　挖掘药事管理学课程中的实践教学元素
药事管理学课程具有较强的社会实践性，且强

调要培养学生采用社会科学视角观察和解决药学工

作问题的能力。药事管理学实践教学体系的建设与

完善的首要步骤就是扎实构建实践课程体系模块。

基于教学内容及职业素养等内容和标准，教学团队

整合专题内容并设置相应模块并付诸实施，指导学

生对药品生产、流通及监管等整个过程及各个环节

有直观且深入的理解［１０］。笔者选用冯变玲教授主

编的《药事管理学》（人民卫生出版社，第７版）作为
教材，该教材将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及社会热点案

例相结合，深入挖掘各章节中的实践教学元素，突出

章节知识重点，并加强知识点之间的关联，为开展实

践教学奠定了基础。

２１１　药品管理基础实践模块
该模块涵盖药品管理制度、药品管理法律、药品

注册管理等章节。教学引入我国基本药物制度、覆

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基本医疗保险用

药、药品“零加成”等惠民政策，及典型的药品注册

案例，教师分析药品注册的程序、要求及法规依据的

教学实践案例。“药品监管”主题模块的实践课程，

使学生学习药品监管的法律法规工作职责、职能范

围。模拟药品注册的全过程，包括资料准备、申报、

审批等环节的应用型知识点。教师引导学生掌握国

家所颁布的各项规章政策，自觉拥护党的领导。该

模块让学生了解如何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用药安

全，将假劣药事件发生率降到最低，提高学生法律意

识，加强法治观念，并且让他们明确药品分类，让学

生探讨如何进行新药研制及创新。新药创新是药学

事业发展的驱动力，学生应学习西方发达先进制药

技术，发展壮大我国药学事业。

２１２　药品生产与质量管理实践模块
该实践模块包括药品生产管理、药品生产质量

管理规范（ＧＭＰ）等章节内容。教师组织学生参观
药品生产企业，让他们了解 ＧＭＰ的实施情况，观察
药品生产流程和质量监控点。开展虚拟仿真 ＧＭＰ
实训及大型药厂实地调研，明确在指导药品实际生

产活动中实行 ＧＬＰ、ＧＭＰ和 ＧＣＰ等规范的重要性。
以此学生实践后会懂得奉公守法、恪守求真务实的

职业道德的重要。

２１３　药品经营与管理实践模块
该模块主要涉及药品经营管理、药品经营质量

管理规范（ＧＳＰ）等章节内容。教师指导学生实地调
研零售药店，在药店进行实习，使学生了解药品零售

及批发企业运营必备条件、各种药品存储管理的相

关知识。学生对社会热点案例进行小组讨论，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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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与药品的关系，药品经营质量管理的必要性和

重要性，以此塑造学生的职业道德与法治观念。

２１４　特殊药品与药物警戒实践模块
该模块涉及特殊管理药品的知识内容，教师通

过课前问题“戒毒药品是否属于特殊管理药品”的

引入，再次明确药品与毒品的联系及特殊管理药品

的界定。课堂上教师模拟药物警戒过程，包括药品

不良反应的监测、报告、处置及评价管理，开展以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为主题的小组专题讨论，教

师指导学生运用专业知识识别毒品，告诫学生远离

毒品，培养学生树立自觉主动拒绝毒品，远离毒品的

法治观念。

２１５　药品知识产权与信息管理实践模块
该模块主要涉及药品知识产权保护、药品信息

管理等章节内容。教师指导学生进行药品专利的查

询和分析，使学生了解药品专利的保护范围及申请

流程。引入“格列卫专利权保卫战”案例，指出药品

专利、专利权保护范围、保护期限等概念与学习任

务。学生通过学习形成法治意识，加强自我知识产

权保护。教师引导学生探讨药品信息管理与安全用

药之间的联系，明确加强药品信息管理对安全用药

的重要作用，使学生了解加强药品信息管理有利于

提高用药安全水平。学生只有明白熟练掌握药品信

息，并把这些知识运用到门诊药学配方工作中，才能

让病人享受到更优质的服务，同时杜绝虚假的广告

宣传。

２１６　医疗机构药事管理实践模块
该模块包含医疗机构药事管理、临床用药管理

等章节内容。教师组织学生到医院药剂科实习，开

展临床药学服务工作，指导学生学习处方点评和药

品合理使用知识，培养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同时开展小组专题讨论，让学生从医疗机构药事管

理学角度探讨开展处方点评对临床合理用药及用药

干预的工作意义。以此培养学生良好的药师职业道

德，救死扶伤的职业精神。

２２　药事管理学实践内容的教学实施
教学团队在教学过程中引入社会实践环节，打

破传统药事管理学单向灌输式为主的授课方式，提

升学生的学习效率和质量，培养学生的创新性和批

判性思维，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和专业志趣，将知

识、能力、素质培养有机融合［１１１２］。该实践活动使

学生掌握具有“创新性”和“挑战度”的知识，使他们

具备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和批判思维，敢于深度剖

析、大胆质疑、勇于创新。教学团队以实践教学任务

为导向进行教学设计，学生根据既定的教学目标，自

行学习课程内容，设计实施方案并付诸实施，教师在

整个过程中负责质量控制和指导。这一教学模式的

改变，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与此同时，课程内的社会实践活动

还促进课堂教学与课程思政有机结合，社会实践活

动从“爱国情怀、法治观念、职业道德、独立思考、志

愿服务”五个维度构建课堂思政的教育体系，充分

发挥立德树人的作用，培养学生爱国情怀、民族自豪

感和文化自信，增强学生法治观念，培养学生良好的

职业道德情操，增强学生为人民用药安全服务的意

识［１３］。该课程教学模式新颖，拓展了学生知识的广

度和深度，培养了学生综合应用知识的能力，提高了

教学质量，充分体现课程教学的“两性一度”，有助

于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２２１　教学案例、社会实践与课程思政有机结合
药事管理学课程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时效性。

在课程教学中，教师搜集当前关注度高、热点的典型

案例为基本素材，并建立案例库。根据课程内容，以

问题为引导，将相关案例与课本知识点结合起来，深

入剖析案例中体现的理论知识，将学生引入含有相

关问题的具体实践情境中，并对具体的实践案例展

开教学、探讨及调研，促使学生积极主动投入实践训

练中，从而提升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及多维度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教学过程中教

师向学生展示的实际生活中的案例或者事件，应具

有典型意义，且与课程相关理论知识直接相关。例

如，陆勇白血病患者代购印度仿制药案、“欣弗事

件”、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发现青蒿素、山东疫苗

案、格列卫专利权保卫战等。在课程思政的融入方

式上，教师可结合课堂上引入的热点案例及实践元

素，通过多种教学方式把“爱国情怀、法治观念、职

业道德、独立思考、志愿服务”五个维度的思政元素

恰当地融入课程［１４］。

２２２　建立药事管理学实践教学模拟实验室，丰富
实践教学手段

药事管理学实践教学模拟实验室是一种创新的

教学模式，其教学内容丰富多样，教学形式灵活多

变。教师将抽象、冗杂的理论知识进行具体、实在的

客观展示和实际操作，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和效率，还可以提升学生实践技能及职业素质等综

合应用能力。模拟药房包括实物药房与计算机模拟

药房，教师通过模拟医院药房药品使用和管理流程

进行教学，将抽象晦涩的药事管理学理论教学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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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课堂转移到模拟药房中，边教学边讲解边展示，有

助于学生了解药品调剂全过程、加深对药品的感性

认知、熟悉药品管理政策，使学生在有限的课程实践

时间内更快地掌握药学知识，为患者提供药学服务。

在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的同时，也为他们将来适应

医药类工作奠定基础。本校医药卫生管理学院已建

设ＧＭＰ、ＧＳＰ虚拟仿真实训平台，教学团队将虚拟
仿真教学平台引入到实训教学中，通过３Ｄ虚拟技
术模拟 ＧＭＰ车间实训环境、生产操作各个环节，让
学生“亲身体验”ＧＭＰ车间生产的整个过程，既培养
了学生的实践能力，也为ＧＭＰ实训课程的有效开展
提供有效方法，从而提高教学效率。ＧＳＰ虚拟仿真
实训建立批发企业、零售企业以及零售连锁三个模

块，实训教学中教师根据具体要求去选择任何一个

模块，可以实现 ＧＳＰ管理及认证的相关操作，让学
生熟练掌握 ＧＳＰ在医药企业运营中的重要性及要
求。虚拟仿真教学平台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互

融合，实现立体化教学，为理论学习和实验操作提供

过渡性学习支持，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２２３　社会实践调研有效充实药事管理学实践教学
药事管理学具有社会科学属性，离开社会实践

的药事管理学教学犹如无源之水。社会实践调研作

为药事管理课程教学的重要环节，目的是将理论知

识与实践活动有机结合起来，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

和积极性，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１５］。社会实践调研

可增进学生对药事管理学理论知识的认知及理解，

同时培养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推动专业教育与社

会服务紧密结合。教师在课前将学生分组，结合药

事管理学理论知识，以药事管理相关实践问题作为

调研选题。例如开展社区药学服务现状调研，包括

开展合理用药咨询、门诊处方点评、抗生素及激素使

用监测情况等。教师指导每个小组根据选题完成课

题研究方案和技术路线设计，包括设计问卷调查、开

展实地调研、组织对专家进行访谈等。学生完善研

究方案和技术路线后，运用药事管理学课程的研究

方法，通过规范的研究设计进行社会调研实践，得到

实验数据再进行整理分析，最终撰写成研究论文并

进行ＰＰＴ汇报交流。教师根据小组成员参与报告
情况，结合研究论文内容对小组进行综合评分。以

此逐步培养学生运用课程理论知识和社会科学研究

方法来分析与解决药事管理工作中实际问题的能

力。进一步深化药学自然科学类课程和经济学、管

理学、法学等社会科学类课程的文理双向渗透。

"

　建成多维度形成性学习评价体系

药事管理学又是一门涉及多学科交叉的理论性

学科，需要学生具备很强的综合解决药学管理问题

的能力，然而传统单一的教学考核模式很难让学生

在短期内达到培养目标［１６］。教学团队采用个性化、

多样化的评价方式，包含随堂测验、小组专题讨论、

研究报告、分组社会实践调研等，实现了对学生课堂

内外的评价；加强综合性评价，多环节多维度考查学

生的学习投入、学习成果和差异化表现。多维度形

成性评价方式（图１）从课前、课中以及课后全方位
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课堂参与度，把学生在课

堂教学期间的综合表现作为平时成绩，再根据学科

特色及培养方案将平时成绩与期末考试成绩以相应

的比例计入该学科的总评成绩中，从而综合反映学

生理论与实践能力。同时，多种评估手段的引入还

可以跟踪教学过程，督促学生逐渐培养自主学习能

力，有效反馈学生的实践综合运用能力，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多维度形成性学习评价体系在塑造药学生

药事管理综合素养、法治精神和家国情怀方面已发

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图１　多维度形成性学习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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