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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医科背景下生物制药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 
孙淑军 

（阜阳师范大学） 

摘要：本文介绍详细介绍了新医科背景下制药专业应用管理人才培养的准确定位，并借助管理人才培训模式、课程结构、实施

订单培训、双教师加强团队建设、理论教学改革、建立培训教学体系，建立制药专业应用型人才培训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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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applied talents training mode in biopharmaceutical special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medicine 

Sun Shujun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This paper introduces in detail the accurate positioning of applied management personnel training of 

pharmaceutical special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medicine，and with the help of management personnel training mode，

curriculum structure，the implementation of order training，double teachers to strengthen team building，theoretical 

teaching reform，the establishment of training and teaching system，the establishment of pharmaceutical professional 

applied personnel training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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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人才培训计划是管理人才培训实施的宏伟蓝图，是学校

定位和人才培训方向准确定位的实用实践方式，是实现学校定位和

教学工作实施的基本保证，也是创新人才建设模式的保证。笔者总

结了生物制药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计划的实施情况。 

1 生物制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必要性 
1.1 培养应用型人才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 

随着家庭经济条件越来越幸福，人们越来越重视健康和安全。

近年来，吉林省大型制药企业、哈尔滨三联制药有限公司、哈尔滨

盛泰制药集团有限公司、牡丹江灵泰制药集团有限公司、江中制药

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儿童制药厂有限公司、哈尔滨欧替制药有限

公司等微生物研发产业链发展迅速。在企业发展过程中，需要大量

的高端设备制造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水平。地方高校应抓住机遇，

将本课程的教学定位与市场自身的需求和发展相结合，挖掘高校的

优势，促进本专业的蓬勃发展，为区域经济做出突出贡献。 

1.2 制药专业的办学理念是建立和培养应用型人才 

高校是合格人才的摇篮。高校要紧跟社会步伐，了解高素质人

才的需求，整合学校办学能力，确认办学定位和培养要求。与国内

一流高校相比，地方高校的转型发展具有教师水平薄弱、教学设施

简单、办学机制灵活、知名度和影响力低等缺点。因此，在应用型

人才建设层面下了很大功夫，将学校的专业与当地经济文化紧密联

系起来，注重地方经济对专业应用型岗位的需求，加强校企合作，

以公司为校外教育实践基地，为学生的专业能力服务。促进当地社

会经济发展。 

1.3 培养应用型人才有利于提高毕业生就业率 

近年来，毕业生的就业率一直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毕业生的

就业率不仅与许多毕业生的重要权益有关，也与数千万家庭的期望

有关，也与教育培训行业的改革建设成果有关。影响毕业生就业率

的主要原因是当学生进入学校时，他们的专业是否与当地社会经济

的发展相结合，是否有就业空间。制药专业的转型发展应以培养应

用型人才为主要培养方向，根据当地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合理制定

管理型人才培养方法。 

2 制药专业应用方面管理人才培养准确定位 
学校制药专业应用定位是培养经济社会发展和油田生产，培养

铁人精神和铁人精神特点，具有坚实的高端设备制造学科基础，利

用生理和药理性质解决药物生产复杂问题，具有创新精神和创业意

识，可在高端设备制造领域，特别是在现代生物工程药品生产企业

和药品流通企业、药品检验和临床药品等相关部门从事高端设备制

造产品生产、综合质量管理和控制、技术改造等方面的应用人才。 

制药专业作为学校应用管理人才培养的试点改革，也是地方和

附近社会应用人才培养的重要工作，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智力支

持， 终实现服务地方建设的目的。近年来，学校制药专业与大庆

福瑞邦微生物集团有限公司、内蒙古福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黑龙

江宝岛制药集团有限公司、大庆志飞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创建了长期

合作，取得了优异的成果。 

3 应用型人才培养计划的构建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市场经济发展体系的逐步完善，公司的

人才素质逐渐从专业知识转变为高素质的应用型。因此，这就要求

高校整合和完善原有的应用型人才培养计划。受优质教育资源和学

生素质的限制，地方本科大学在激烈的竞争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

培养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有效材料是合适的方式之一。 

在实施应用型人才培训计划的过程中，学校制药专业邀请了中

医药专业、高端设备制造技术学校专家和高端设备制造行业企业专

家参与。在专家的指导下，借助管理人才培训建设模式、课程结构、

订单信息管理人才培训、双教师加强团队建设、教学改革和实践培

训示范基地建设，适当确保高端设备制造双教师加强团队建设。 

3.1 培养模式 

学校新能源新材料工程交替培训和实验课程排名研究生教育前

三年，重点加强学生公共基础知识、学科专业知识、实验基本技能

和质量发展培训；第四年为毕业生实习（6 个月以上）、写毕业论文

（2 个月）等。前三年学习提高通识基础，确保理论方法基础，促

进学生人文素质和工业设计基础理论，提高学生及时解决问题、分

析解决问题、解决技能；使学生尽快接触新能源新材料专业岗位，

提高适应学生生产企业的实际水平。经过几年的实践，3 培养模式

有利于实现高素质工程应用型人才建设的准确定位，同时也得到了

公司的充分认可。 

3.2 课程设置 

课程模式是教学计划的主体，是人才建设精准定位的直接体现。

依靠学生的基础理论、实践能力、创新思维和提高实践课程 stem 课

程体系和科学性体现了培养人才的社会适应能力。学校新能源新材

料专业选择平台（通识课程）课程模式控制模块（课程模块），理论

教学和素质拓展训练阶段延伸到教学全过程。 

3.2.1 通识课程。一般课程包括公共基础课和学科基础课。公共

基础课程包括大学思想政治、外语专业、体育文化、计算机基础知

识和应用，需要完成 36 学分。基础课程包括线性代数、无机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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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制图、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幼儿教育研究方法、细胞生

物学、细胞生物学、工程热力学、化学物理等课程，需要完成 41.5

学分。 

3.2.2 课程模块。课程模块包括专业公选课程和学科基础课程。

专业选修课包括细胞生物学与基因工程技术、药物化学、药物化学、

药物化学与发酵工程等，需要完成 20 学分。基础课可分为药物化学

和纯天然药物。①药物化学定位选修包括：药物化学、化学制剂工

艺、兽医细胞生物学、碳水化合物工程、碳水化合物与发酵工程、

分析化学、微生物柱色谱分离与检验技术、制药机械等，需要完成

17 学分。②纯天然药物定位选修包括：兰科植物学、中药栽培技术、

纯天然药物化学、天然药物化学、药用价值拉丁语、分析化学、微

生物柱色谱分离检验技术、制药机械、天然药物化学、生物药物质

量管理工作和评论、药品营销管理等，需要完成 17 学分。 

3.2.3 实践课程。实践课程包括理解实习、基础课程工程造价设

计课程 plc 培训室、专业实习、写毕业论文/写毕业论文、技能培训

等。需要完成 31 学分（不含实验学分）。根据相关校企产学研战略

合作协议的要求，福瑞邦订单信息班的学生可以在福瑞邦集团公司

完成实习、实习、写毕业论文/写毕业论文。 

3.2.4 质量发展培训阶段。质量发展培训阶段包括应用文本、军

事思想和实践、艾滋病预防健康教育、大学生心理教育等。公共选

修课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艺术培养，在第二学年至第七学年

开设。学生创新探索包括创业创新项目、竞赛奖励、阅读活动、实

验室开放日等，至少完成 3 个学分点。 

3.3 大力推进订单班 

新能源新材料专业本着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为中小企业培养工

程应用型人才的精准定位，从 2013 年开始，对教学各个环节进行改

革，打造工程应用型订单信息型人才建设课程模式。 

学校新能源新材料专业与大庆福瑞邦微生物技术发展有限公

司、内蒙古福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等新能源新材料公司采取国际教

育合作，建立了福丰订单信息班和福瑞邦班，使新能源新材料本科

生进入大学校园作为企业员工，与医药、环境卫生仪器和工业自动

化对接，突出新能源新材料专业能力培养，为新能源新材料企业和

高素质工程应用人才运输。同时，根据岗位需求能力的发展转变，

及时调整教学计划，确保人才建设水平。 

3.4 双师双能型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无论是理论教学还是实践课，教师都是学生的主体，是影响人

才建设质量的控制因素。教师素质和水平将 终决定课程建设的方

向和结果 3。学校新能源新材料专职教师以年轻教师为主。在理论

教学中，培养工程应用型人才素质不足，缺乏整合加工厂生产的工

作经验。因此，学校大力开展双师双能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在新能源新材料专业双师双能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过程中，本

专业有一名教师考入硕士学位，并成功毕业；教师派辽宁中医药大

学参加一年的培训、学习和文化交流活动；两名教师获得执业药师

资格证书；三名教师到福瑞邦微生物技术发展有限公司、黑龙江宝

岛制药有限公司、大庆志飞生物医学工程有限公司等企业管理实践

培训，在药厂生产中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有 3 年医院药房药物

化学调制工作经验的教师。同时，生物学院积极与行业和公司建立

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聘请具有实践经验和教学任务的企业骨干或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作为双教师双能力全职教师教学，承担新药的开

发和开发，gmp 药化啤酒废水处理等课程的管理标准，既达到了完

善企业人才建设体系的目的，也为适当实施高素质复合型教学计划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5 理论教育教学改革 

学校课程建设的一般原则是扩大知识口径，扩大专业意义，突

出专业亮点。基本加强高质量课程、在线课程等资源建设，进一步

改变课程标准，全面优化技术人才培训计划和课程内容，提高技术

人才培训质量 4 的应用。 

制药专业根据企业需要调整理论培训教学内容，积极探索教育

教学改革，根据行业就业调整教学，工程师参与理论和培训教学，

教师和企业技术人员有针对性的专业与企业沟通课程，确保课程设

置符合市场需求 5。通过删除理论教学形式的单一内容，提高技术

前沿专业知识，整合实际生产，精心选择和优化课堂教学模式，整

合不同课程之间的内容重复，教师通过 MOOOM、混合学习、微观

教学，提高教师课堂效率和学生的学习兴趣，确保学习收入。 

根据教育部制药专业课程的教学理念，学校生物工程技术人才

培训计划作为加强个性成长、扩大专业意义的一种方式。公共选修

包括天然药物化学、纯天然药物和医学营销三个方向，发展专业知

识和素养，提高学生的兴趣和适应生活发展的技能。 

3.6 培训教学管理体系 

根据制药专业应用技术人才培养的准确定位，明确了学生必须

具备的基本能力和实践能力。培养融入生物工程产业发展所需的应

用型人才，主要包括：①实验动手能力。在掌握扎实理论专业的基

础上，学习微生物质量控制和评价技术和方法、动植物体外培养、

纯天然药物适当提取、分离和净化等基本实验技能。②实践训练。

包括药用动物疾病诊断、给药和建模、小动物体外培养和显微技术、

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等。同时，通过参加实习、实习等方式，培养学

生对生物工程产品的工艺判断能力，锻炼实践判断能力。③培养大

学生的实践技能。对策包括单独课程设置实验、课程设计、实习基

地、实践活动、课外学分、仪器设备共享等，鼓励组织参加大学生

创业创新竞赛计划和大学生创业竞赛技能竞赛，培养个人技术，培

养社会应用人才。 

3.7 企业和深层参与共同开发教材和推广 

产业服务是培养应用型技术人才的 终目标。除了准确定位人

才办学，满足行业和企业的需求外，人才共同开发教材也需要企业

和深度参与。因此，参照应用技术人员教育规范，建立了学校－行

业－公司三方领导人才创新技术人才培训模式，突出了行业和公司

在教学过程中的深入参与。在培训目标的制定过程中，对安庆、长

三角地区的微生物制药企业进行了充分的研究，确立了企业就业需

求的特点；邀请安庆微生物技术人员学习，安徽安科微生物集团有

限公司等专家学者进行了多次论证，制定了生物工程技术人才培训

计划（2016 版），在不断调查和充分征求企业需求的基础上，提高

了课程设置和技术人才培养目标的质量，及时修订了 2018 年和 2019

年版技术人才培养计划，成为全省其他 9 所制药专业大学具有明显

特色的技术人才培养计划。在课堂设计中，以加强培训教学技能和

创新为改进点，充分利用安徽北制药有限公司领导的微生物工程研

究所和多家制药企业领导的校企实践活动产业基地，通过深入合作

潜力公司参与儿童培训积极性，创造条件聘请生产管理专家共同开

发教材，建立了双参与、互补资源的校企合作技术人才培养体系。 

结语 
制药专业作为地方应用型技术人才培养大学，在师资强化队伍

建设过程中，探索和实践了人才创新技术人才培养模式。领导行业

和公司参与人才共同开发教材和质量改进，建立模块化理论和培训

教学，加强教学研究，加强教师建设，提高教学实验硬件支持技能，

改革学生实践培训教学模式，建立导师制度创新技术人才培训模式、

学科研究竞赛，推进双创技术人才培养。上述措施成效显著，适当

保证了技术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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