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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与药学类专业课程融合教育的设计与实践
———以“药物制剂技术”课程为例

兰小群

（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广东 东莞 523960）

摘要：药物制剂技术是药学类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关键学科，也是与临床应用关系最为密切的学科之一。在药物制剂技术课程中

融入思政元素既是课程思政改革背景下的时代需求，也是药学类人才培养的切实要求。本文从课程思政目标、思政元素与专业课程的融

合设计、思政元素融入药物制剂技术教学的实践、课程思政的教学模式四个方面对药物制剂技术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进行了初步设计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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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把思

想政治教育贯穿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发

挥好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对于职业

院校来说，以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将思政教育融合到职业

教育的各个方面，培养职业道德良好、行为品质优良、三观端正

的合格大学生，是职业院校向社会和企业输送高水平技能型人才

的重要保证。

药物制剂技术是研究药物制剂的配方理论、生产工艺、生产

技术以及产品质量控制的综合性应用技术课程，是药学类专业的

核心课程之一。医药行业与人民生命健康息息相关，药学类专业

人才在培养其社会责任感、职业道德的要求往往更高于对其专业

知识本身的要求，因此，如何“润物细无声”般地把思政教学融

入药物制剂技术课程，培养高水平强技能的药学类人才就成为首

要任务。

一、课程思政目标

本课程立足于学校对接东莞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战略，满足

粤港澳大湾区大健康产业的发展需求，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的办学定位，结合高职药学专业岗位技能需求，坚持“知识、技

能、素质并行”“理论、实践、素质培养递进”教学理念，系统

设计理论实践教学体系和职业素质养成教育系统，构建理论实践

紧密结合，融知识、能力和素质教育于一体的课程体系，并以课

程思政为抓手加强素质教育，着力培养具有职业道德、创新精神

和实践能力的药学专业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从而实现“药德为先、

药规为本、药技为重”人才培养目标。

本课程教学内容与药品生产实践紧密结合，主要通过创设模

拟实践教学和校内外真实实践教学环境，采用理实一体化教学方

式，通过案例、翻转课堂和实践体验等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中

结合不同剂型生产特点，强化教学团队的立德树人意识，以文化

自信、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等思政目标为

导向，对标课程标准和人才培养目标，深入挖掘知识点中蕴含的

思政教育元素，形成课程思政案例资源库，教学团队进行教学设计，

在理论实践教学过程中各有侧重开展课程思政教学，并大力支持

学生参加各类专业竞赛和创新创业比赛，实现学生创新能力及思

政素养的培养，体现“德技并重、德技兼修”的育人思路。

药学类专业人才课程思政培养目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药学类

专业教育活动的价值追求和期望，同时是引领药学专业课程思政

教学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由于药学类人才的培养与我国健康

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因此，药学类专业人才培养可以促进我国

健康事业的发展，也能满足我国老年化社会发展的需求。

二、思政元素与专业课程的融合设计

（一）打造多元化的团队师资

本团队与企业专家协同育人，积极与校企共同制定人才培养

方案及课程建设计划。如通过进修培训、教研室活动，团队成员

积极挖掘思政教育元素，在集体备课、上课、说课等方面互相探

讨和交流，使课程思政更专业化、全面化。

（二）整合资源并丰富课程思政教学体系

在原有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的基础上融入课程思政，注

重学生爱国、爱岗、爱人民的职业素养养成教育，以药学行业的

诚信、奉献、团结的道德品质，在药学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岗位

技能要求项目中融入药学改革先锋人物事迹、药品行业法律法规

等素材，对应“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模式，培育出德技并修的药

学专业高素质技能人才。

（三）以赛促教，育训结合

1. 在理论教学的同时鼓励学生参加企业实践活动，并积极主

动地创造条件使更多的学生参与到企业对应的实践工作岗位上，

实现企业对人才需求的无缝对接。建立校企双方共同评价机制，

建立多种考核评价方法相结合的过程性考核体系。

2. 以各种创新创业大赛和专业技能比赛为契机，积极组织和

指导学生参加比赛，以赛促学，育训结合，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

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

三、思政元素融入药物制剂技术教学的实践

从《药物制剂技术》各章节内容中凝练了“思政元素”并融

入知识点中，通过教学实践整合成教学案例，在传授知识的同时

实现价值引领，达到如“盐溶于水”的效果。

（一）爱国情怀融入制剂技术

在讲到药物制剂的基本技术时，通过举例“曲焕章创制云南

白药”的故事，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云南白药创制 1902 年，曲

焕章经过多年的反复试制、改进和验证，创制出对治疗跌打损伤、

内脏出血有奇特功效的云南白药（百宝丹）。抗战期间捐献三万

瓶百宝丹给两军全体官兵，对台儿庄战役的胜利作出贡献。通过

曲老的故事，进一步加深学生对药学专业的了解，激发学生对我

国医药卫生事业的热爱，树立为国家、社会发展做贡献的理想、

信念和信心，从而促进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培育紧密结合。

（二）唯物主义思想融入制剂技术

在浸出制剂（酊剂）的教学中，课前推送问题，让学生思考

如何正确理解浸提因素中的粉碎度、浸提温度及浸提时间对浸提

效率的影响；课中给出答案时，同时向学生揭示辩证唯物主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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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中量变到质变的规律。

在液体制剂（低分子、高分子、胶体溶液）的教学中，课前

围绕表面活性剂知识点推送生活中常用洗面奶、沐浴露等的处方

和价格，让学生试分析处方成分与价格的关联；课中通过学生课

前收集的生活案例讨论总结，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提

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学习气雾剂时，教师首先设置问题：当哮喘患者发病时应优

选用哪一种剂型药物急救？引导学生会根据哮喘患者发病特点联

系到药物给药途径，进而联想到气雾剂、粉雾剂等呼吸系统给药

的剂型。教师设置延伸问题：临床和生活中哪些具体制剂能有效

控制哮喘？引导学生回忆其他课程如《药理学》知识，在不同课

程之间建立桥梁，帮助学生在不同专业课学习中树立“整体观”。

（三）传统文化融入制剂技术

在教学软膏剂中，联系中药软膏的历史，让学生了解到传统

文化的魅力，增强文化自信。中药膏方历史悠久，传承千年。其

中，外用膏方是中医外治法的体现与浓缩。膏药外治法使用方便、

费用低廉、作用温和，已成为很多家庭的常备药品。

在栓剂的教学课上，通过讲述栓剂的悠久使用历史，培养学

生的民族自豪感。通过引入医药历史上著名的“医圣”张仲景所

独创的“蜜煎导方”，即“取一勺蜂蜜，放进一只铜碗”，用微

火煎熬，并不断地用竹筷搅动，渐渐地把蜂蜜熬成黏稠的团块，

冷却后，再捏成一头稍尖的细条形状，然后将尖头朝前轻轻地塞

入病人的肛门……以此，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对知识点

的理解，又使学生接受了祖国医药文化的熏陶，名人故事的导入

给予学生更多的力量。

（四）创新精神融入制剂技术

在浸出制剂（煎膏剂）的课上，向学生介绍煎膏剂的发展，

让学生以史为镜，开拓创新。膏方伴随着中医药的历史发展，源

远流长，自先秦时期以来，从外用到内服，从治病到防病，各个

阶段的作用都有着独特鲜明的变化，治疗范围越来越多样化，用

于提高人们身体的健康水平。膏方是中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建立在辨证论治基础上的一种治疗手段，也是中医药的一朵奇

葩，通过膏方发展故事引发同学们的民族自豪感，对传统煎膏创新，

追求质量和品质。

在药物制剂新技术与新剂型（脂质体）的教学中，通过杜克

大学研究的新型抗冠状病毒纳米颗粒疫苗，引出中药纳米粒、脂

质体等新技术，让学生了解新型制剂技术的最新研究。基于此，

学生了解到国内外脂质体的发展概况、脂质体的应用，可培养学

生要不断创新，提高中药产业竞争力，加速中药现代化发展。

（五）职业道德融入制剂技术

在无菌制剂（注射剂）的教学中，在介绍注射剂质量要求和

生产工艺时，通过引入“欣弗”和“鱼腥草注射液不良反应事件”

等 案例，培养学生的岗位职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引导学生树立“科

学严谨、质量第一”的职业理念。

在固体制剂（散剂）的教学中，通过回顾散剂发展历史，以

五石散为例渗透思政教育。中医药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与病魔作

斗争中不断探索和长期社会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传统医药，是临床

实践和理论并重的医学，它对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和文化传承作

出了巨大贡献。不能盲目认为“中医药只有经验而无理论基础”，

更不能因为中医药治病起效慢和治病机理无法用现代科学解释清

楚等怀疑或否定中医药的科学性。因此，学生应重视阅读经典名

著和中医药专业论文，解决当前中医药所遇到的疑点和难点问题，

培养学生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并将认真严谨的习惯应有到自己今

后的学习和工作中。

除了要掌握理论知识，学生的实操能力也不容忽视。在对学

生的实训考核中，准确传达“要制药，先做人”的职业道德教育精神，

药品是特殊商品，与人们的生命健康息息相关，在实践考核中强

调将专业知识与药德教育、职业操守密切融合。

四、课程思政教学模式

（一）智慧课堂

智慧课堂是开展课程思政的主模式，药物制剂课程思政智慧

课堂是结合多媒体的理论教学课堂。智慧课堂也是教师重点开发

的领域，教师要依据课程中需要掌握、熟悉、了解的内容，按次

重点分析挖掘出其承载的思政元素，要实事求是基于事实。教师

通过案例教学法、任务驱动法、讨论教学法、启发式教学法等方

法对课程内容进行设计，使上述的思政元素与药物制剂技术课程

融为一体。

（二）线上教学

线上教学主要以智慧课堂课后布置的线上作业的形式进行，

主要通过在线观看中国慕课上药物制剂技术的相关内容、在中国

知网上翻阅药物制剂技术的相关内容并做出反馈文章、在各大视

频网站观看有关制剂制作的视频。基于此，一方面可以提升学生

的专业知识水平，另一方面也可以增长学生的视野，了解更多课

本之外的知识，进一步促进学生对学习药物制剂技术的兴趣。

（三）校企合作

向企业输送高质量人才是职业教育的目的，而药物制剂技术

课程思政的目的更是向企业输送有能力有素质的专业型人才。药

学类课程注重学以致用，而校企合作基地是该类人才的重要平台。

通过校企合作方式，能让学生及时重温课堂上学到的知识，增强

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同时也能在岗位上培育学生的团队合

作精神和职业道德。

五、结语

药物制剂技术作为一门必修专业课，是连接中医和中药的纽

带，高度体现了中医药文化内涵与药物制剂技术的传承与发展，

是高质量的课程思政载体。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案例教学法、启

发式教学法、实训操作法、理实一体化教学法、实践教学法、任

务驱动法等教学方法和融入爱国情怀、唯物主义思想、传统文化、

创新精神、职业道德、工匠精神等思政元素，既可以调动学生的

学习兴趣和积极性，又能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增强学生社

会责任感和文化自信。作为专业课教师，只有通过不断学习专业

知识和挖掘提炼知识体系中所蕴含的思想价值和精神内涵，才能

把思政元素真正地融入专业课中，完成好专业课课程思政改革的

任务。

参考文献：

[1] 杨一 . 中职学校《无土栽培学》课程思政的探讨 [J]. 现代

农村科技，2023（11）：82-84.

[2] 曹显进 . 制药实验实训教学法 [J]. 职业，2021（10）：73-

74.

基金项目：2022 年广东创新科技职业学院课程思政项目“药

物制剂技术课程思政”（项目编号：KCSZ202205）

作者简介：兰小群（1981-），女，汉，江西高安人，硕士，

副教授，研究方向：高职医药健康类专业教学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