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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为药事管理学课程教学提供建议。方法：从高等院校药事管理课程教学现状分析该课程所

面临的问题，从2015版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大纲对药事管理科目所做修改出发，探讨如何提高药事管理学

课程教学质量。结果与结论：为了提高培养质量，建议药事管理课程教学应该优化教学设计，改进教学

方法，丰富教学手段，跟进实训实践，开展调研式教学，改革考核方式；同时逐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培养学生的药学服务能力，以契合新医改形势下实用型药学人才培养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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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teaching mode of pharmacy management. 
Methods: The problems of the course were analyzed based on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teaching mode in pharmacy 
management courses. How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pharmacy management courses was explored based 
on the revision of the pharmacy management subjects by the Syllabus of the Licensed Pharmacist Qualification 
Examination of 2015 Edition. Results and Conclusion: In order to fully cultivate students' pharmacy service 
capabilities, it is suggested to optimize teaching design, improve and enrich teaching methods, implement practical 
training and practice, conduct research-based teaching, reform assessment methods, gradually strengthen the 
faculty buildup and cultivate the pharmacy service capabilities of students so as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practical pharmaceutical talents in line with the new medical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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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大纲改革的药事管理学课程
教学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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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事教育·

执业药师是指学历和工作年限符合报考条

件，经全国统一考试合格，取得执业药师资格证书

并经注册登记，在药品生产、经营或使用机构中执

业的药学技术人员。执业药师考试作为药学专业技

术人员的准入资格考试，其重要性不言自明。为贯

彻落实国家新一轮医改和国家药品安全工作对完善

执业药师制度提出的方针、政策要求，适应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调整的需要，促进执业药师资格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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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发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和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于2015 年2 月修订并公布实施第七版

《国家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大纲》（以下简称新大

纲）[1]。自2015年开始，以新版考试大纲为依据组

织国家执业药师资格考试。

1   研究背景
新大纲中，执业药师考试仍分为两个类别：

药学类和中药学类，每类考试各含4个考试科目：

药学类含药学专业知识（一）、药学专业知识

（二）、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药事管理与法规4

个科目；中药学类含中药学专业知识（一）、中药

学专业知识（二）、中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药

事管理与法规4个科目。在具体内容和要求上，新

大纲本着“以用定考、以用为先”的原则，相比较

原大纲，尤其突出了执业药师在执业过程中必须具

备的专业知识和解决现实问题的综合应用能力的要

求，将考核重点确定为执业药师发挥药品质量管理

和药学服务(以指导合理用药为核心)两方面综合能

力所必需的专业知识与技能。药事管理与法规作为

药学类、中药学类执业药师的共同考试科目，新大

纲也对其作出了一些调整：体例上，变原先的药事

法规汇编为主的体例为执业药师合法执业所需的问

题导向式的药事法规解释和说明，将具体的法律法

规汇编作为附录；试卷结构也有所调整，题量上，

将原先每卷140 题调整为120 题，总分由100分调整

为120分；题型上，增加了C型题，即综合分析选

择题；选项分布上，将五选项调整为四选项以凸显

药事管理与法规科目的特点[2]。通过优化试卷和试

题结构，增加综合实践能力考核的内容，更好地达

到考出能力、考出水平的效果。

当前的执业药师考试大纲改革促使高校药事管

理学课程必须将教学重点转向应用，即药学服务上。

课堂教授的知识应尽可能与今后执业药师工作需求紧

密衔接，有利于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顺利通过执业

药师考试，更重要的是，使其具备开展药学服务工

作的基本素质。所以，药事管理学课程教学中也应

该围绕“以用为先”的主线来重建课堂教学方法。

2   目前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基于本人的课堂教学感受，当前药事管理学

课堂教学有以下几点不足。

2.1   授课内容繁杂枯燥，难以激发学生兴趣

药事管理学课程具有覆盖面广、内容繁杂、

结构细微、知识抽象、文字叙述多、政策性强等特

点，涵盖药学行业诸多领域和众多药学相关组织。

目前我国高等院校的药事管理学教学主要以课堂讲

授模式为主，教师填鸭式灌输知识点，学生对课程

内容兴趣有限，对知识点难以透彻、深入地理解，

尤其部分重难点内容，要想取得良好教学效果仅靠

传统学习方法是远远不够的。

2.2   考点、重点不明确，课堂教学中也普遍缺少

知识点的串联

由于药事管理学学科性质偏社会学科，且覆

盖面广泛，内容细微繁杂，使得学生预习复习时无

的放矢；另外，大部分任课教师在课堂上也只满足

于单个知识点的介绍，缺少多个相关知识点乃至跨

学科知识点间的串联讲解，学生脑海中无法形成知

识链，记忆不深刻，等到本科毕业后需工作满三年

才允许报考的执业药师考试时，对药事管理学科的

知识点已经相当陌生。

2.3   相比其他药学专业课，学生对药事管理学课

程普遍重视度不高

药事管理学虽是执业药师资格考试的重要内

容，是联系药学自然科学知识与实践的桥梁，构成

了我国药学高等教育框架的重要部分，但其在药学

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一直较低，与经典的药学课程如

药理学、药剂学等地位不可同日而语，课时安排

少，更重要的是未安排实践学时，一定程度上剥夺

了授课的趣味性和直观性，自然使课程的重要性在

药学生心中大打折扣。

2.4   教师队伍建设有待提高

因为我国药事管理学科起步晚，药事管理学

高层次专门人才输出凤毛麟角，导致药事管理教

研室普遍缺少本专业高学历背景的授课教师[3]。就

我校来说，药事管理授课除两个专任教师外，主

要由附院临床药学教研室教师兼职授课，优点是

教师来自一线，对诸如医疗机构药事管理、临床

试验等内容非常熟悉，授课效果反馈较好，但也

确实存在一些缺点，譬如教师对有关章节如药品

生产管理、药品经营管理、药品管理立法、药品

知识产权保护、药品申报审批等内容了解有限，

从而影响授课效果。

3   教学改革探索
基于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大纲改革和药事管理

教学中的不足，笔者试图探索契合新医改形势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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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型药学人才培养的药事管理课程教学方法。结合

我校药学院实际情况，为了激发学生的课堂兴趣，

提高其课堂主动性、积极性，帮助学生理解药事管

理学相关难点重点，全面地培养学生的药学服务能

力，为以后通过执业药师考试、提供过硬的药学服

务奠定基础，初步提出改革药事管理学教学方法。

3.1   修订教学大纲，优化教学设计

药事管理学涵盖内容广泛，涉及药品生产、经

营、使用管理、药品注册、知识产权、法律法规、

药品信息管理等多个方面。有限的学时决定了课堂

讲解不可能全面深入，所以如何优化课程内容、突

出重点难点，从而制订合理的药事管理学教学大纲

至关重要[4]。由于该学科教学内容中涉及众多的药

事政策、监管机构及相关法律法规，故而更新变化

较为频繁，教学大纲也应及时调整。在制订教学大

纲的过程中可参考执业药师资格考试中《药事管理

与法规》大纲的内容，找到教学大纲与执业药师考

试大纲的结合点，串联相关知识点。另外，根据药

学服务的宗旨，要求执业药师今后要在用药指导、

药学监护、用药评价、药品信息情报、药物不良反

应监测、药物咨询等方面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为

了使学生尽早适应这种岗位职责的变化，教师在药

事管理学课程教学中应尽可能花较多精力和时间讲

解与临床用药联系密切的重点内容，如“药品上

市后再评价与监测管理”一章中“药品不良反应

的相关概念和分类” “药品重点监测管理”“药

品不良反应的报告与处置”等内容，贴近今后工

作要求，应当重点讲解。同时考虑增加相应内容

的选修课，如用药案例评价、处方审核实例[5]、

药物警戒与ADR监测、药物经济学等课程，将由于

课堂时间限制没有发散开的内容在选修课上进一步

讲解，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从业技能，提高药

学服务质量和水平。

3.2   改进教学方法，丰富教学手段，提高课堂教

学质量

将 问 题 导 入 法 （ P B L ） 、 案 例 学 习 法 [ 6 ]

（CBL）、Sandwich教学法[7]、情景式教学法[8]等应

用于相关章节的授课，还可借助微课、慕课等互联

网平台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激活课堂氛围，提高教

学效果；另外，“药事管理学”作为药学科学的一

个应用性很强分支学科，涉及药品生命周期的方方

面面，为了让学生对今后的工作有进一步的认识，

系统地了解药学工作的性质，考虑按照课程进度，

适时邀请制药、营销、医疗、监管、协会等领域专

家开展讲座，与学生们做面对面的传教和交流。学

生近距离接触学科一线的专家，增强了对知识的理

解和敬畏，更加激发了学习的兴趣。

3.3   增加实践课时，开展调研课程

增设如GMP实训教学[9]、药品注册实训教学[10]、

GSP实训教学[11]、模拟医院药房[12]等实训课程。实

际上，药事管理学部分课程实践性很强，理论、

实践双管齐下将得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很多字面

上较难理解的知识点，在模拟教学的过程中容易

有所启发。调研式教学法通过考察和调研，实践

中学习并检验书本知识，从而弥补理论教学中存

在的不足，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观能

动性。譬如学习“中药管理”一章时，可组织学

生就近调研中药材市场[13]；学习处方药和非处方

药分类管理知识点时，可安排到周边零售药店调

研[14]；学习“医疗机构药事管理”一章时，可将

学生分为几个小组，分派到门诊药房、住院药

房、静脉药物配置中心、药库等部门参观调研，

再安排交流和讨论[15]。实训或调研课既能强化感

官印象，又提高了学习的趣味性，更直观地帮助

学生理解和记忆教学内容，学习和实践同时进

行，相互推进，从而使理论与实践融会贯通。另

外，也充分调动起学生的注意力和积极性，拓宽

课程学习的范畴，使学生初步理解运用调研研究

法来解决和分析药事管理学科中的问题。更重要

的是，借机锻炼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提高自我

学习能力，强化交流、表达、协作等相关能力的

培养，为学生毕业实习和走向社会打下基础[16]。

3.4   改革考核方式

传统的药事管理学考试内容偏理论、轻实

践，采取笔试形式，题型主要包括名词解释、选择

题、简答题和论述题等。很少涉及依据案例、病例

等具体情境进行回答的内容，更关注理论知识点的

考核而忽略了实践能力。这实际上与执业药师今后

的工作定位是背道而驰的。借鉴新大纲，新增C型

选择题，即通过一个临床实情，结合病例、实例或

案例铺开，并有独立的备选项。这种题型，类似于

北美执业药师考试，试题大多取材于案例实例，更

贴近执业药师的工作实际，更能考察应试者的综合

分析能力及药学服务实践能力。不再单单考核单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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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而转向考核药学服务的素质和能力。除了

专业知识外，良好的沟通和服务能力也是一名优秀

执业药师必备的。因此，除了笔试考核外，可以考

虑增加实操内容的考察，采用具体情境模拟，以考

察学生的实践能力[17]。

3.5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为使教学工作适应执业药师考试和药学学科

发展，学校应逐步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鼓励教师

参加执业药师资格考试，支持教师外出进修，参加

培训以及到药品生产、经营、使用一线单位挂职锻

炼[18]；同时聘请一些懂理论、有实践的药品生产企

业、经营企业、医疗机构的药学技术人员担任兼职

教师，以弥补师资力量的不足，优化教师队伍[19]。

截至2017年10月底，我国执业药师注册人数为

402328人，平均每万人口执业药师人数为2.9人，

相比世界药学联合会标准6.2人还有较大的差距，

执业药师依然处于不饱和状态且缺口较大[20]。为人

民群众培养技术过硬、素质优良的药师是实现全民

健康的重要一环，是我国药学高等教育的一大愿

景，也是《药事管理学》课程的教学目标之一。今

后，我国药师的角色定位应该越来越倾向于从事

临床实践、监护患者用药安全的岗位职能，直接向

患者提供有价值的药学服务[21]。在《药事管理学》

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结合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大纲

的新变化，顺应执业药师的今后职责定位的能力需

求，适时调整该门课程体系，注重归纳课堂应掌握

的药事管理的基础知识及具体法律法规知识要点，

从而强化学生专业综合技能的培养。

参考文献:
[1]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国家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大纲[S]. 2015.

[2]   徐敢，陈皎，李黎，等. 第七版《国家执业药师资格

考试大纲》修订说明和评价[J]. 中国药师，2017，20

（4）：714-716.

[3]    潘虹，高健美，田应彪，等. 药事管理学教学现状与对

策分析[J]. 卫生职业教育，2016，34（21）：21-22.

[4]    唐冬蕾，辛征骏，张珵. 基于执业药师人才培养的药事

管理学教学改革研究[J]. 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7，

（7）：77-77.

[5]    潘雪丰，邱腾颖，王金海. 处方分析在药学专业岗前培

训中的应用[J]. 卫生职业教育，2015，33（5）：95-96.

[6]   奚苗苗，段佳林，郭超，等. EBL、CBL、PBL综合教学

法在药事管理学教学中的应用[J]. 药学教育，2016，

32（2）：43-46.

[7]   王恒，刘雯霞，陈韩英，等. Sandwich教学法在药事管

理学教学中的应用[J]. 中国药事，2016，30（2）：

164-l66．

[8]   邓伟生，孟锐，丁丽曼. 情景式教学法在药事管理学

教学中的运用探讨[J]. 中国药事，2010，24（12）：

1240-l242．

[9]   南秋利，梁毅，于泳，等. 药事管理专业GMP课程的教

学反思与改进[J]. 化工时刊，2017， 31（11）：56-57.

[10]  张建平，丁勇，周宇升. 以就业“岗位群”为目标的国

家精品课程“药事法规”实训教学方案研究[J]. 中国

高等医学教育，2009，（5）：76-78.

[11] 李维涅，曾渝，李果果. GSP实训教学在《药事管

理学》课程中的应用[J]. 中国当代医药，2016，23

（15）：150-152.

[12]  李霁，杨长青，于锋，等. 模拟药房实训体系建设初探

[J]. 药学教育，2016，32（1）：69-72.

[13]  尹艳，李倩，郭昫. 安徽亳州中药材市场调研报告[J].

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13，10（20）：103-104.

[14]  方宇，冯变玲，杨世民. 药事管理学实践环节的教学

[J]. 药学教育，2007，23（1）：37-39.

[15]  赵军，袁圆，马丽娟，等. 我院药学专业实习生带教模

式的探索与实践[J]. 继续医学教育， 2016，4（30）：

37-39.

[16]  姜华，杨景明，承伟. 以执业药师考试为导向的“药

事管理学”教学模式改革研究[J]. 科教导刊：下旬，

2015，（1）：86-87．

[17]  项瑞，谭志伟. 2015年新版《国家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大

纲》剖析[J]. 中国药事，2016，30（1）：69-72.

[18]  任文霞. “医、教、研”协同下药学人才培养路径——

以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为例[J]. 中国药房，2017，

28（36）：5173-5175.

[19]  李歆平. 基于执业药师资格考试探索药事管理学教学

[J]. 卫生职业教育，2013，31（10）：78-79.

[20]   高越，刘照元，樊丽，等. 美国药师培养体系的启示

[J]. 药学实践杂志，2016，34（3）：232-236.

[21]  喻小勇，康震，田侃，等. 药师的职业溯源与角色演

化及对我国药师立法的启示[J]. 中国药房，2017，28

（35）：4995-4998.

（收稿日期  2018年3月29日  编辑  郑丽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