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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药剂学课程思政的探索与实践
倪 敏，唐小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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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专业课进行课程思政已经成为高校教育“立德树人”的重要渠道，是目前高校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药剂学是高职高专药学
专业的核心课程，在药学专业人才培养中占据重要地位。本文通过分析该课程开展思政教育的必要性，挖掘药剂 学中的课程思政
映射与融入点，并对药剂学课程思政开展途径进行初步探索，进一步实现教书与育人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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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用好课堂
教学这个主渠道，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
长发展需求和期待，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 行，形成

协同效应。”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要坚持立德树人，把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书育人全过 程[1]。这就要
求高校教师在注重知识传播的同时，充分发挥主流价值的引领作用，
着力将教书育人的内涵落实在课堂教学中。作为医药卫生类高职院校

专业课教师，如何开展好本专业
课程教学中的思政教育是其必须认真思考并深入研究的重要 课
题。药剂学是高职高专药学专业的核心课程，本文对其课程
思政进行初步探索与实践。
1 药剂学课程思政的必要性

药剂学是研究药物制剂基本理论、处方设计、制备工艺、质量
控制和合理应用的综合性技术科学，为培养药品生产、医疗服务
和临床应用等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奠定基础。用药关系
到人们的生命健康，不仅要求学生掌握专业的知识技能，树
立“药品质量”安全意识，而且要恪守“做良心药、放心药”的准则，具
备较高的职业道德素养。公共药害事件的频繁发生，在很大程度上
与药品生产企业及相关人员缺少职业道德和专业精神有关。因
此，我们有必要将思政教育融入课程教学，将职业道德教育贯穿整
个阶段，告诫学生在制药过程中，谨记“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
先做人，再制药，真正做到做好药、做良心药，守护消费者的健
康[2]。
2 药剂学课程思政的映射与融入点

在专业课程教学中嵌入思政教育，对专业课教师来讲是很

大的挑战。做好这个环节，需要教师对教材进行二次开发，对每 个知
识点结合历史或者时政热点挖掘映射与融入点，将思政教 育渗透
到专业课程教学中，形成协同效应，达到思政教育润物细无声的目
的。
2.1 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提高学生法制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将“做良心药，做放心药”原则贯穿整个课堂。在讲述“胶囊剂”
时引入“毒胶囊事件”，2012 年 4月，经有关部门检测，修正药业
等 9家药厂 13个批次的胶囊剂药品质量检测有毒。原因是无
良商家用工业废料生产的“工业明胶”替代“食用明胶”来做药用
胶囊。而生产企业明知这种胶囊危及患者身体健康却也 投入药品
生产中，丧失了企业的道德底线，置企业的社会责任 于不顾，侵犯
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毒胶囊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以
此教育学生不能唯利是图，置道德和良心而 不顾，危害社会，一定
要有崇高的职业道德、良好的职业素养和极强的责任心。
2.2 遵守标准化操作规程，培养学生岗位职责意识

在讲述“注射剂”的生产时，引入 2007年上海华联制药“甲
氨蝶呤事件”。制药人员违规操作，将几种不同种类的注射剂品种
在一条生产线上生产。因为清场不当，将硫酸长春碱尾液混 于甲
氨蝶呤中，污染多个批次的药品，造成重大药品生产质量 责任事故。
在讲述“制药卫生”内容时，引入 2006年的“欣弗”事件，青海西
宁部分患者使用欣弗后出现胸闷、心悸、心慌等临床症状。原因在
于，该公司欣弗注射液未按批准的参数灭菌，降低 了灭菌温度，缩短
了灭菌时间，增加了灭菌装载量，从而影响了灭菌效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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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探索，将有助于培养具有家国情怀、责任担当、精湛技能
的新时代药学技能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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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震惊中外的药害事件，告诫学生在制药过程中，
严格按照 GMP要求，遵守各岗位标准化的操作规程，不得随意更
改批准的设备参数和生产工艺。在工作岗位，决不生产制造假劣药品，
不做虚假报告，培养其岗位职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2.3 提高学生对我国中医药宝库的自豪感，增强其文化自信

在讲述“散剂”内容时，引入中药的一级保护品种——云南
白药，创制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凭借神奇的疗效，畅销 海内
外。云南白药集团以品牌价值 315.23亿元，入围2018中国品牌
价值百强榜。

在讲述“丸剂”内容时，引入可快速控制心绞痛的麝香保心
丸，2015 年登上了世界权威杂志，得到世界的公认，为中医药登上
世界舞台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引入我国经典中成药之安宫牛 黄丸，
介绍安宫牛黄丸在凤凰卫视记者刘海若车祸治疗中的作 用，使学生
了解中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对自己选择的专业具 备信心，增强
学生从事医药行业的自豪感。
2.4 实践中认真谨慎、精益求精，培育工匠精神

释义同仁堂对联“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
减物力”，培养学生严谨求实、精益求精的态度。通过固体制剂先
进智能生产线的介绍，让学生认识到当前我国在制药工业方面取得
的快速进步，增强学生对我国科技进步的自豪感。中国正加快由
“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的步伐，弘扬工匠精神势在必行。
2.5 体会科技工作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作风

介绍中国科学家屠呦呦，经历近 20年潜心研究，提取分离
得到了治疗疟疾的特效药青蒿素，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奖。她的研究
长达几十年，在寻找青蒿素的艰难跋涉中付出了常人难以忍受的艰
辛和汗水，体现了一个科学家最宝贵的意志品质。使学生体会到艰
苦奋斗、自力更生是任何时代对科技工作的要求。
3 药剂学课程思政开展的途径
3.1 思政教育在理论教学中的开展

理论课上，我们用几分钟时间采用视频、图片、动画、微课 等形
式，设置课程思政环节，结合课程知识有针对性地对学生 进行政治
思想、道德法律、职业素养、质量意识、安全意识、工匠精神等方面
的引导。不是简单的说教，而是由教师提出社会热点问题，引发学生
思考与讨论。比如，以影片《我不是药神》介绍分析我国当前新药开
发的状况，仿制药研究水平与印度的差 距，激发学生对新药开
发的兴趣，为我国生物医药的做大做强 而努力。

介绍疫苗时，将学生分组，以分工协作、合作探究的方式针对
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及问题疫苗、长生疫苗事件进行讨论，最后每组
得出自己的相关结论。通过分小组讨论，教师和学生的角色发生了变
化，培养学生的自主创新思维，提高其学习的主动性，培养学生
团队合作意识，拓宽学生视野。
3.2 思政教育在实验教学中的开展

药剂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实验、实训课时占总课时
的近 50%，实验教学也是进行课程思政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严谨的科学态度、规范的操作是实验成功的重要保障。

在实验室，学生要遵守实验室的规章制度，严格按照规范

进行实验操作。实验课要求学生穿白大褂、不化妆、扎头发，做
好防护措施；实验前后要洗手，在做热原等实验时，还要进行消毒处
理；实验器具要进行清洗，实验产品要注意回收[3]。要求学生养成
良好的卫生习惯，防止污染下水管道和环境，培养学生 的安全意
识和环境保护意识。

在实训车间，学生必须遵守实训车间的管理制度，进入实训车
间要穿好工作服，戴好工作帽及鞋套。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严格
按照《设备安全操作规程》进行操作。按照GMP的要求，做好生产
前准备及生产后清场工作。把工匠精神作为教学 活动的主线，要求
学生在实际操作中认真谨慎、精益求精。
3.3 思政教育在课堂外的开展

思政教育在课堂上是首要的，受众面也是最广的。但仅靠课
堂教学是远远不够的，理应延伸到课堂之外。学生经常用QQ或者
微信和老师联系，也会关注老师发布的微信朋友圈和 QQ动态
[2]。课余时间，教师可以通过QQ、微信，发布一些与教学有关的内
容，也可以转发一些行业的动态或者最新的研究进展，提醒学生把
学习目标放到更高的层次，激发学生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的激情和
主人翁意识。

另外，要加强与实习生的沟通，交流其岗位工作以及工作职责，
并积极进行引导。做到在实习岗位不迟到、不早退，遵守实习单位
的各项管理制度；在带教教师的指导下，灵活将课堂 所学知识应
用到实践中，顺利完成实习任务。尤其是在顶岗实习中，一定要严
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对待各项工作，始终保持严谨认真的工作态
度；并努力提升自己的职业道德修养和专业素养，增强社会责任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
来，教育引导学生立鸿鹄志，做奋斗者”[4]。我们将思政课堂从教
室延伸到社会大课堂，让思政工作在课堂内外扎根生长、开花 结
果。
4 结语

药剂学是一门有着悠久历史的学科，又与现实生活紧密相关，
社会热点话题层出不穷，其思想政治资源丰富，开展课程思政的优势
显而易见。充分利用课程的育人功能，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培
养学生爱国情怀、人文素养、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下阶段，我们
将继续深入挖掘药剂学课程每个章节的思政元素，并协同思政教师
和行业专家建设课程思政精品项目，录制课程思政微课，整合教学
资源并编写课程思政教材等，充分展现课程思政建设成果，以实现
高等教育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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