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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 + X”证书，是深入推动新阶段职业教育改革工作，培育优秀人才的关键着力点。本文以湖南省高职

院校药学专业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人才培养现状及其面临的困境，明确了人才培养顶层设计的的重要意

义，并构建了药学岗位群“1 + X”证书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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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1 + X” certificate is the key point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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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ge and cultivate outstanding talents. This paper takes the pharmacy major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Hunan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ifficulties of 
talent training, clarifi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op-level design of talent training, and constructs 
the “1 + X” certificate applied talent training model for pharmacy post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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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9 年初颁布方案指出，应当在部分院校积极开展“1 + X”的系列试点工作[1]。“1 + X”模式初

次出现是在中国，可以理解为一种新的教育模式。“1”代表的是学生在大学阶段获得的学历教育，“X”

指的是学生可以在大学阶段通过学习各种课程并最终通过相应的考试获得的专业技能证书[2]。该制度为

深入推动职教体系系列改革工作，培育优秀人才的关键着力点。 

2. 湖南省高职院校药学专业教学标准现状分析 

2020 年第四批“1 + X”证书制度试点院校和培训评价组织进行了公布，其中包含药学专业“1 + X”

药品购销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和“1 + X”药物制剂生产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药学专业教学标准是针对药学

专业学生制定的学习标准，其目的是为医疗机构、社会药房、药品生产企业和制药企业等单位的实践工

作创造条件。教学标准的重点即课程体系的构建，而其中的核心即课标的开发工作，课程是整个体系的

基石，特别是有关的专业核心课的内容。只有基础坚固，国家大厦才能稳固。笔者经过调研发现，湖南

省高职院校药学专业在人才培养方面主要有以下特点 

2.1. 专业课程体系与药学“1 + X”职业技能标准缺乏密切联系 

根据当前药学领域的课程规划以及设定体系，一般包括《药理学》《药物化学》等多个课程[3]。这

些课程基本涵盖了药物从研究到临床应用的全过程。但是没有紧紧围绕现代医药企业的需求，也就是说

典型的岗位工作任务和岗位核心能力还不清楚，导致专业课程体系与药学专业“1 + X”职业技能标准缺

乏密切联系。所以，在课程设置方面，还需要整体把握知识结构脉络体系，采用倒推式的基本方案，设

定对应基础与拓展课，确定相关内容，如：药品购销、药店经营等工作领域都需要医药市场营销类知识，

故增设《医药市场营销与综合技能训练》专业拓展课程。 

2.2. 高职药学专业“1 + X”证书校内培训师资经验不足 

“1 + X” 药品购销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和“1 + X”药物制剂生产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师资培训分别由

上海医药有限公司和江苏恒瑞医药有限公司承办。利用每年的暑期进行师资培训，考核合格后获得考评

员证书。然而，获得以上考评员证书的部分教师大部分都是由于没有医院或企业的实践经验，寒暑假的

一线锻炼实践也不长，导致对其中的实务知识缺乏一定的了解，只能借助平台的课件、视频或书籍，学

生一知半解，甚至不甚了解，导致授课效果大打折扣，教师的授课能力和资质需进一步加强。还有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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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高职院校缺乏相应的实训设备，如流化床，压片机等。或因制药设备过于昂贵或存在安全隐患，导致

学生不能随便操作，致使技能不熟练，证书通过率未能达 100%。 

3. 湖南省高职院校优化药学专业教学标准的路径探究 

药学专业教学标准的制定应当在全面、公平和质量集中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教学标准的目标应该是

培养出具备专业知识、技术技能、核心素养和良好职业道德的药学人才。药学的标准拟定应展示下述原

则：第一：应当在教学过程中推动职业性和技能型之间的密切融合。在药学专业教学标准制定时，要根

据其所处的环境，从实际出发，使人才培养的目标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第二：理论实践一体化原则。药

学专业教学标准在制定时要将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进行统一，使学生能够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掌握实

践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第三：“三性”融合原则。药学专业教学标准在制定时要将“三性”

融合，即职业性与技能型相结合、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相结合。从而使教

学标准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以下是优化药学专业教学标准应考虑的几个重要方面。 

3.1. 梳理考核模块和项目，优化课程内容 

结合“1 + X”药品购销职业技能(中级)考核要求，通过行业调研和教师研讨，将《药品推介》课程

调整为《常见病用药指导》，新增《药品调剂技术》《医药市场营销与综合技能训练》课程；梳理考核

模块和对应项目，确定衔接课程及内容[4]。在“1 + X”背景下，应调整药学专业的课程设置，确保学生

能够在理论学习中掌握药学的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 
融入“1 + X”药物制剂生产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让我们把生产实践更好的结合到课堂教学中。不

仅让学生了解药物制剂生产的理论，还能通过深入了解制剂生产的流程、质检和管理等环节，使学生融

会贯通。例如，将模拟药品制剂流程的实训环节纳入教学，让学生全程参与到仿真模拟环节中，进一步

理解和掌握制剂生产的全过程。而“1 + X”药品购销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涵盖内容，可以帮助我们从专

业的角度考虑药品购销的课堂设置。在教育过程中，应该增加对市场分析、采购策略、销售技巧的教学

环节，以及如何进行有效的药品推广，保证药品的合法、安全流通等。这不仅能够使学生了解药品购销

的基本知识，而且能让他们理解和掌握药品业务的实战技巧。比如，通过教学案例分析，让学生解决现

实生活中可能遇到的药品购销问题，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应用能力。 

3.2. 细分技能考核点，开发与证书相融合的实训项目 

研读药品购销职业技能等级标准(中级)、药物制剂生产职业技能等级标准(中级)，理解考核项目对应

的职业技能要求，细分技能考核点，开发与课程对应的实训项目。在扎实的理论基础之上，注重实践操

作的技能培养是教学标准中重要的一环[5]。纳入“1 + X”证书标准的内容，使得教学过程更趋于完善，

能够更好的培养学生面临实际问题时所需的职业技能和能力。实际执行的整个场景中，培育学生的实践

以及专业素养等等。如实践操作技能，学生需要进行药品制剂生产的全套操作，包括制剂设计、设备操

作、药品生产和质量控制等，并能熟练、安全地完成这些任务。专业素养：主要考核学生的专业行为和

职业精神，包括遵守操作规程和行业规定，积极主动地解决问题，具备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和职业敬业

精神。安全知识：药品制剂生产涉及到多种化学物质和设备，因此对于安全知识的掌握非常重要。学生

需要展示他们如何预防和处理可能的安全问题，确保自身和他人的安全。工作成效：通过评估学生的实

践成绩，检验其是否能完成质量标准的药品制剂生产，这也是对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综合运用的考核。 

3.3. 加大实训课时，加强专业实践能力和技能的培养 

“1 + X”模式的基础上，药学的系列教育工作应当充分强化实践以及技能的培训工作。该措施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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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标，即优先填补传统的教育体系过度关注理论，对于实践认知有显著的不足，通过更加全面的教育

以促进学生的综合成长。药学专业学生需要直接参与开展实验，亲自感受和掌握药物分析、新药研发和

药品生产等流程。这需要我们重新整合课程内容，设计岗位典型任务。因此。新的教学标准对课程的实

训课时重新进行设定，专业基础课程的实训课时至少需要达到 35%，专业核心课程的实训课时至少需要

达到 50%，整个教学标准的实训课时至少要占比 50%。而且，针对实训课反复推敲、仔细斟酌从而制定

高标准的实训指南。另外，还重点打造数字智慧实训室，购置 GMP、GSP 等相关虚拟仿真软件，这样不

仅可以满足专业建设、教学管理、信息化教学和学生实训课程需要，而且为理实一体教学、情景教学、

与学生实时互动等，及时解决理论教学与实训教学中“重理论、难实践、怕出错”等问题。 

3.4. 深入校企合作，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校企合作对药学专业教学标准的制定非常重要，因为它能实现教学与实践的无缝衔接。通过实际工

作环境可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企业可以提供真实的环境让学生体验和学习实际工作中的职业技能，

如药品制剂、药品分析、药品管理等。诸如，学校可在企业内开展实习活动，或是相关企业人员，可以

在学校安排对应的研讨会或者工作坊，通过多种多样的工作训练形式，从而促进综合素养的进一步强化。 
同时，在校企合作中，应注重视以下几个方面：1) 校企合作互动：在制定药学专业教学标准的过程

中，校企合作的作用不可忽视。企业将研发运营环节中的相关信息进行深入反馈，学校结合企业对于人

才、对于技能水平的需求，在学校中着手设计对应的课程。职业教育和药品生产、研发等药学相关企业

的紧密合作，可以使教学内容和实践更好地结合，从而培养出更符合市场需求的药学人才。相关课程中

导入对应的案例，从而让学生有效处理遭遇的各类问题，一方面有助于操作技能，另一方面有助于培养

思维素养，提升解决问题的综合水平。 
2) 产学研一体化：强化产学研一体化是校企合作的关键。学校可携手企业进行科研项目，增强学生

的研究能力和创新思维。同时，企业也能从中获取新的研究成果，实现双赢。通过校企合作，学生可以

更好的了解药品行业的工作环境和职业要求，提前适应未来的工作，使教育和职业发展更加对接。例如

企业可以分享他们的企业文化、工作环境和想要的员工素质等，让学生有更明确的职业规划。 
3) 课程合作：学校应与企业合作开设实践课程，例如可以定期邀请药学专家为学生进行访谈或者讲

座，这不仅能增强学生对于行业的理解，也能够让他们了解到药学的前沿技术和行业的最新发展。或者

组织学生参观药品生产线。这样既能帮助学生了解药学行业的实际运作，也能扩大学生的视野。 
依靠构建科学的校企合作，有助于拓展教学的各类资源，促进教学水平的进一步提升。药学专业学

生也可以具备很高的职业适应性和灵活性，能快速适应药品生产、药品销售、药学服务等快速变化的环

境。这也能帮助学生在毕业后更好地适应医药行业的具体工作环节，提高就业竞争力。总的来说，校企

合作对于药学教育具有重大的价值。不仅可以提升教育质量，使教育更贴近实际，而且可以加强学生的

就业竞争力，促进卓越药学人才的培养。当然，药学领域的教学标准需综合多个因素才能制定出更全面、

系统，而且能反映行业发展趋势的标准[6]。通过结合理论教学和实践操作，以及借助校企合作模式，从

而极大的提升药学教育的质量以及毕业生的就业能力。 

4. 结合“1 + X”证书制度优化药学专业的教学标准的意义 

“1 + X”作为产教融合持续深入的关键措施之一，同样还是教育体系的关键改革措施[7]。推进“1 + 
X”证书制度，对产业升级、教育提质、就业惠民具有重要意义。 

1) 加快药品生产企业转型升级；有利于解决传统产业技能人才质量不高的问题。如现大多数药品生

产企业都面临数字化转型升级局面，而当前企业面临劳动力素质不高、 核心技术缺乏、产业竞争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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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诸多瓶颈，难以满足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转型升级迫在眉睫。推行“1 + X”证书制度有利于培

养专业化高技能人才，破除传统产业“缺才”和“低质”的桎梏，全方位提升传统产业增值能力与创新

能力[8]。 
2) 提高职业教育的教学质量；结合药学专业“1 + X”证书，优化新标准有助于将教学、学习和实际

生产流程建立密切的协调关系，或者是借助全方位的工作环节、教学范式以及综合素养的测定，推动通

识以及专业教育的联动成长。推动“1 + X”证书，有益于培育符合岗位变迁等发展进程，推动中国进入

到中高端领域的能工巧匠。 
3) 推进学生高效就业的力度；推行“1 + X”证书制度有利于打破身份藩篱，营造“崇技尚能”的社

会氛围，使职业院校学生摒弃“低人一等”的思想，无“身份”之忧；帮助技能人才获得更多的就业机

会和更好的待遇，让技高者多得、多劳者多得；增强技能人才的职业获得感、职业认同感、职业幸福感，

促使其凭借一技之长实现人生价值[9]。 
“十四五”时期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在新的发展阶段，湖南省要抢抓机遇，

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充分发挥技能人才优势，助力产业转型升级。作为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重

要场所，职业院校要深入推进“1 + X”证书制度落地见效，制定培养标准，鼓励职业院校学生成长为职

业素养高、技能操作强的人才，缓解就业遭遇的困境与尖端人才的缺口，全方位促进湖南的健康成长[10]。 
总体而言，“1 + X”模式给药学职业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但也提供了改革和创新的契机。我们只

有积极适应新的发展模式，才有助于培育能够适应现代需求的优秀人才，积极推动药学领域的系列改革

工作，从而有效解决实际遭遇的各类问题，这也是新阶段的关键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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