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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我国中药学人才培养模式化在改革中的研究与应用实践

何丰泰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陕西 咸阳 712000

【摘 要】：本文阐明我国中药学相关专业教学改革总体目标和教学基本思路，总结了我国中药学相关专业人才综合培养管

理模式教学改革课题研究与教学实践，提出按照我国现代西医中药学专业学科特点创制研发新药、合理调配用药、社会化中

药学专业管理发展趋势，构建以现代中药学科为主，理、工、农、贸等相渗透，综合协调发展的专业人才培养教学模式新改

革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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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我国高等学校中药学专科教育经过几十年的快速

发展，教学内容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专业课程设置不断优化

拓宽，各学科不断走向交叉、渗透和深度融合，初步基本建

立并发展形成了一个具有自身办学特色的高等中药生物学

科教师群体和教学课程体系。但高等学校中药学专科教育的

改革发展仍未完全彻底脱离以初二中药学一中中化学为的

传统中药教育教学模式，面对 21世纪的中药生物技术的快

速发展和严峻挑战，许多高等中医药专科院校已充分认识到

中药生物学在高等中药学教育领域的重要性和位置，但在学

科教学内容和学科课程体系中还未完全得到一个充分体现。

生物学科各专业知识、基因学和生物工程技术在推动我国国

际中药学科各专业技术领域学科教育改革中的广泛应用与

深入研究及其发展才只是刚刚开始重新起步，教育的重要性

和先导技术力量及其作用仍然远远未能真正发挥得到有效

性和充分发挥。因此，构建新型的高等学校中药学学科教育

专业人才培养专业知识能力培养体系结构，深入开展一门系

列面向 21世纪高等学校中药与制药专业教学人员专业人才

知识培养的新模式重点课题教学研究也就显得尤为十分必

要。

1 中药学专业教学改革目标

通过深入学习研究 21世纪高等中药学专业学科发展趋

势，探讨探索实现高等中药学学科专业人才学科培养教育模

式的新政策途径、新政策方法，坚持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

深入推进学生素质教育，不断着力提高中药教育教学质量，

充分体现高等学校中医药专业教育学科特色，积极探索推进

高等中药学学科专业人才学科培养教育模式、教学内容和专

业课程体系、教学管理手段和学科教学方法等的改革，进一

步完善优化中药专业教育学科培养结构，合理配置中药教育

学科教学资源，以适应市场经济人才需求变化为发展导向，

以带动中药专业教学改革，促进中药专业教育学科融合发

展；以带动专业教师学科文化发展，带动专业师资队伍文化

建设；以专业师资队伍文化建设，带动专业课程、教材方式

改革与学科建设。为适应地方政治经济社会建设和国民社会

经济发展突出需要积极培养大批一类具有高尚专业人文精

神、良好社会科学素养、较强理论实践创新能力和具有创新

开拓精神的高级技术实用型和研究型高等中药学学科专业

工程技术管理人才。

2 中药学专业教学改革的基本思路

（1）适应我国现代实用中药的跨学科技术发展，培养

一批实用型和技术创新型专业人才按照适应现代实用中药

的跨学科技术创制研发新药、合理分配用药、社会参与药学

事业管理（社会药事科学管理）发展趋势，构建以现代中药

学科为主，理、工、农、贸互相渗透，综合协调发展的医药

人才培养管理模式；巩固改革原有的中药学学科教育"专才"

人才培养模式观念，树立与广大中药学学科教育兼容并包的

"通才"人才培养模式理念，充分发挥现代中药学各个学科的

综合优势，促进现代中药学与医、工、农、贸结合，为未来

我国医药知识经济的科学发展应用提供专业人才培养支持。

以厚实实基础、宽口径、多方向和高分流的医药人才培养管

理模式，构建一批适应 21 世纪我国知识经济社会发展形势

需要的培养实用型和技术创新型专业人才。

（2）精简、融合药学相关专业课程内容，优化专业课

程具体结构通过精简中医融合药学相关专业课程内容，注重

促进中药学与我国现代科学工程技术，尤其中药是与现代生

物技术的紧密结合，进一步优化开展精简中药学一类学科专

业课程具体教学内容和专业课程体系体制改革，构建以精简

中药学课程为主，兼顾中药化学、生物学，结合现代农学、

工程学、管理学等多个学科知识点的模块课程结构。

（3）推行实践教学方法和实践教学技术手段上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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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广大学生动手实践活动能力的的培养，并借鉴国内外以

"问题为中心"的现代教学方式，积极开展并继续推行"启发式

"、"问题式"等现代教学方法；积极推行"中药实物实地"的新

教学方法，即是改变以往的单一具体课堂教学灌输式和以传

统实践教学方法和作为载体结合教学实物在药用标本植物

园、中药药理标本实训中心等实地实验教学的现代教学方

法；充分运用教学多媒体、实物教学投影等现代教学技术手

段，强化课堂教学互动直观性，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根据学

校实践教学改革总体要求及不同专业教学特色，重视学生实

践体育教学各个环节，培养广大学生的实际教学动手实践能

力和实际教学工作实践能力，全面提高实践教学质量。

（4）加强中药横向联系，促使中药产、学、研有机结

合，建立省级中药材研发生产（gap）技术产业基地和中药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为中药专业基地建设持续发展壮大提供有

力保障。

3 中药学相关专业人才选拔培养管理模式体制改革

课题研究与应用实践

（1）探索本科专业人才定向培养教学模式研究改革方

案研究，优化医药学科整体结构，合理定向设置本科专业培

养方向几年来，为充分适应我国地方大型医药企业经济社会

发展，面向地方医药企业经济社会建设和和谐社会发展需

求，进一步调整优化医药学科整体结构，合理配置学科教学

资源，以“前期趋同、后期分化”为教学原则，按照一中药

材药品生产一药二中药企业新药药品研发一中医药品销售

生产一中医药品销售流通一中医药品生产使用等专业人才

需求合理设置本科专业培养方向；为了充分发挥我校中药学

专业学科的人才优势，以厚实实基础、宽口径、多专业方向

（包括中药企业新药药品研发管理方向、中药材药品种植与

生产加工管理方向、中药药品制药生产工程管理方向、中药

药品使用管理方向、中药药品贸易经营管理服务方向等）的

专业人才培养新发展思路，重新研究修订我校中药学本科专

业人才教学计划，制订了一套面向 21世纪我国地方高等学

校中药学本科专业人才定向培养教学模式研究改革方案。

（2）进一步深化加强各个学科、师资队伍学科建设加

大改革创新力度多年来，学院一直十分重视各个学科建设，

紧紧抓住我院学科发展方向、学科学术带头人、学科人才梯

队、学科重点项目四个重要环节，结合各个专业不同学科发

展特点，以"科研型、近缘性、多学科方向"为教学原则，加

大了各个学科之间的学术融合和学科重组。

（3）加强推进高校学生中药专业课程实践教学创新能

力综合素质教育培养，推进中药课程实践教学方法、教学理

论实践训练手段改革创新教学改革这一课题重点研究进一

步深入不断强化高校中药药学专业课的教学实践专业课程

教学改革研究环节，加大中药专业课程实践教学改革课题研

究推动力度。在深入推进中药专业课程实践教学计划管理编

制条例修订与教学方案编制调整改革工作开展过程中，始终

着力坚持重点突出中药专业课程基础教学实践见习、生产课

程教学经践实习、毕业课程教学经践实习等三个主要实践专

业课程教学改革研究环节，在我校学生任何课余时间内都有

可能在我校全国首个中药学院药学专业标本课题研究培训

中心以及全国首个中药专业药学标本观摩学习实验室实地

进行观摩学习，充分发挥了我校全国中药药学标本研究中心

在深入推进全国中药专业药学标本类专业实践课程教育实

践教学改革工作中的重要主导作用，提高中药专业课程教学

实践实习教学质量。

（4）加强重点实验室、实践实验教学重点基地体制建

设与管理改革体制研究积极主动探索和大力推行我省院级

重点实验教学基地体制改革，着手加快进行省级中药学重点

专业实验教学基地实验室、实验教学基地物资合一统管的体

制改革创新工作。以省级化学基础课（药用化学基础生物化

学）重点实验教学基地示范研究中心工程建设项目为工作龙

头，进一步继续加大对重点专业中药学科重点实验室、中药

药用标本实验中心、药用炮制植物园等的项目建设支持力

度，分期分批对我院原有建设中药药用分析、中药药用制剂、

中药药用工程、中药食用药理、中药药用鉴定植物学、药用

炮制植物学、中药药用炮制药物学、中药药用化学等十个实

验室项目进行更新改造和升级扩建，使原有实验室的仪器和

教学条件基本可以达到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设要求。

4 总结

我国药学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着一场革命性的大变革，国

际和国内的医药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医药知识经济的蓬勃兴

起，对其发展提出更高的教学要求，高等学校中医药职业教

育机构应从服务我国现代医药科学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高度

上不断更新药学观念，充分利用我国中药作为资源采集大国

的自身优势，大胆进行改革，培养一批适应 21 世纪我国中

药学社会发展的高层次素质医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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