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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药学从业者是一批特殊的专业技术人员，未来将从事包括药

品研发、生产、流通、销售、使用、监督管理等不同环节的工作。

能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快速的优质药品，取决于我们培养

的药学工作者是否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修养。立德

树人，德育为先。面对当代药学学生在以改善健康为出发点的新

时代呈现出的新岗位诉求，职业道德教育应不断创新、整合资源、

协同德育力量。

1　药学职业道德教育的组成

1.1 专业技能与职业道德的结合

不同药学岗位对从业人员都有职业道德的要求。学生在提升

专业水平的同时也需要不断提高对职业道德的认知，才能在从业

之后更好地履行岗位职责，实现岗位价值。

在药品生产过程中，药学工作者不仅需要具备与岗位要求相

适应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同时要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在实践过程

中不断约束和规范生产过程和自身的行为。生产出质量符合法定

药品标准同时又是维护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质量所需要的药品是

对药品生产者的基本道德要求。在药品流通过程中，从业者要严

格遵守药品经营法律法规，并切实执行具体规范要求，而不能只

做形式不注重实际。如“波立维”假药案中，正规药品经营企业

在审核供应商资质的过程中只是看了“三证一照”而并未核实证

照的真伪，导致从不具备法定资质的供应商处购进药品并销售，

最终购进的药品被证实为假药，既对购药者的健康造成了具大威

胁也损害了行业的诚信。严格把控药品采购、储存和运输环节，确

保药品质量特性的延续是对药品流通环节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在

药学服务环节要按照“安全、有效、经济、合理”的原则选择药

物，在服务过程中主动、耐心、细致地指导患者用药，用正确的

药及正确地用药。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药品的价值。

1.2 创新创业与职业道德的结合

在药学学生的创新创业实践中融合职业道德教育，可以引导

学生将课内的健康人文与创新结合在一起，提升学生们的人文创

新潜力。基于人文培养的创新教育，一方面可以让学生树立为人

类健康事业而拼搏的精神，另一方面可以培养学生的人际交往能

力和团队协作精神，进而成为全面发展的应用型药学人才。

2　系统化的药学职业道德教育途径

2.1 注重培养学生喜欢专业、热爱专业的兴趣和情感

研究发现，对专业充满浓厚的兴趣和情感是专业学习的永恒

动力，它也将在工作中转换为工作责任感，学生对所学专业一旦

建立浓郁的兴趣和发自内心的热爱情感，对于其职业道德培养有

着事半功倍的效果。专业兴趣和情感培养路径与实践可以通过以

下途径：①开展专业思想教育，新生入校时及时通过观看知名医

药企业介绍视频，参观中药标本馆和专业实验室等方式让学生熟

悉所学专业。②构建中医药校园文化体系，潜移默化式地培养学

生的专业情感，如中医药文化墙、名家故事、中医药传统技艺展

示等方式。③以现场观摩(参观中药相关企业、中医馆)或角色体

验(野外采药)的方式引导学生慢慢由浅入深参透领悟中药知识的

内涵以及发展状况。因此，中医药职业道德的培养首先必须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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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药学专业人才不仅需要丰富的专业知识、精湛的专业技术，更为重要的是需要具有优质的职业道德素养，可以工作中传达

出对生命的尊重。在培养高水平、高素质的应用型药学人才的过程中，不仅需要遵循一般职业道德形成的规律，更要兼顾专业的特点，切实融入

职业道德的内容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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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对中药行业的专业兴趣和专业情感。

2.2 优化职业道德教育方式方法

与专业理论教育不同，职业道德教育应该注重职业道德的养

成，其过程主要是内化为学生自身的需求和自觉的道德行为。只

需给学生画画重点、背诵一些职业道德教育原理及要点就可以

考试考核过关，是不符合职业道德教育规律的方式方法。这说明

当前的职业道德教育方法和考核评价方式存在严重的不适合问

题。据学生毕业后调研反馈的信息显示，职业道德的养成是否达

标往往是在职业道德两难选择的困惑中表现出来，工作责任感、

专业操守、爱岗敬业精神等通常只有在关键的时间节点上才能

显示出来。

2.3 树立正确职业道德观念，加强课堂职业道德教育

在专业教育教学过程中融入思政元素。德育教育不能是空洞

的说教，其与专业理论知识相互渗透，学生通过学习专业知识，认

同行业职业道德，能够促进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学习。在这个过程

中，不断更新优化教学内容，补充扩展医药职业思想道德新内涵，

收集蕴含中医药文化精神和药品质量第一理念的典型案例，融入

治病救人、童叟无欺、良心药、放心药、精益求精的医药职业思

想道德教育的理念和精神，聘请企业优秀员工任职业道德导师，

借助中药标本馆，开展中药科普知识宣传，组织开展职业道德竞

赛活动，体现文化育人、专业育人。

2.4 校园中医药文化育人，陶冶职业情操

校园中医药文化可以通过文化墙、名家塑像、时珍楼、香樟

路等方式，在无形之中影响学生们的职业认同感和行为习惯的养

成，培养其包容性及综合性。因此，在校园文化建设中重视湖湘

中医药文化元素的渗透，注重全员、全方位、全过程育人，提高

中医药行业学生的职业素质和道德修养，从而使学生们养成正确

的医药职业道德。

2.5 重视实训、实习阶段，强化药学职业道德行为

实训、实习是药学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

是学生在职业生涯开始之前参与社会实践，加强与社会、与服务

对象接触的主要途径。因此，实训和实习阶段是药德教育不可或

缺的一环。学生可以在实习期间进行实习单位关于对从业人员药

学职业道德要求的调查访问，从而对岗位的职业道德特征有直观

的理解。如调查的内容可以包括员工应具备哪些基本的职业道德

素质；如果员工职业道德水准低下，对工作会有什么影响。

3　结语

综上所述，药学专业学生职业道德的培养并非一两个人的事

情，也不是短时间就能实现的事情，需要多部门、多环节、校内

校外、课内课外长时间的熏陶及润物细无声式的渗透学习，不断

探索培养方式，挖掘职业道德培养载体，逐步达成职业道德行为

的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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