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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资格培训融入专业教学的探讨 ①

———以中药调剂员培训为例

李习平，余林岚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岳阳４１４０００）

摘　要：随着国家医药事业的蓬勃发展，社会对药学人员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依照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对药学服务
型人才提出的新的要求，医药行业对中药调剂员的需求，结合高职院校药学人才培养，以药学专业课程教学实践为依托，

从药学职业道德、专业核心理论知识以及岗位操作技能等几个方面，结合职业岗位、联系专业实际，对中药调剂员的培训

进行探讨和分析，为培养合格的高技能服务型药学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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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国家卫生体制改革方案的相继出台以
及医药卫生事业的蓬勃发展，社会对药学服务型人员的

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基于目前药学人员的培养与飞速发

展的医药行业需求有一定的距离，所以，药学工作人员在

一段时间内存在供不应求的现象。按照《国家药品安全

“十二五”规划》，每家药品零售企业配备１名药师的标
准，到２０２０年我国药品零售企业需要药师约３９万名，共
需要药师１００余万名，对比目前不到４０万名药师的实际
数量，药学人才培养和药师队伍建设工作显得任重道

远［１］。中药调剂员作为从事中药饮片调配、中成药配方、

临方制剂、非处方药销售和用药指导的药学服务人员，已

越来越得到医药行业岗位，特别是药品零售企业的青睐。

近年来，国家卫生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们联合，为执行

国家职业资格制度，加强职业规范化管理，增强药学专业

学生就业能力，促进职业发展，大力支持并全力协助高职

院校中药调剂员的培训工作。

中药调剂，是一项具有多学科理论知识和综合性应

用技术的工作，它不仅与中药学、药事管理学、炮制学、药

剂学密切相关，而且还涉及到植物学、鉴定学、药品保管

与养护、药品质量检验以及医药商品学等等相关知识。

近几年来，笔者作为中药调剂员培训主讲教师，结合

我院中药调剂员培训状况，就如何将中药调剂员培训有

效融入药学专业教学中，从３个方面进行探讨。

１　加强药学职业道德教育
高职院校中药调剂员的培训对象主要是在校高职药

学专业学生。学生的职业道德是自身的道德品质在职业

领域的直接反映，也将直接影响到他们的职业生涯［２］。

结合《药事管理与法规》相关内容，加强对中药调剂员职

业道德教育，是培训内容的重要模块之一。

１．１　理论引导
“医本人术，德乃医本”，医德是一名医药工作者必备

的职业道德之一。培训中，就中药调剂员职业道德教育，

站在理论的高度，一是从职业道德的含义、特点引申到它

的社会作用，突出医药职业道德的全人类性、严肃性、平

等性和连续性。二是让同学们牢记，作为一名医务工作

者，必须严格遵循职业操守，救死扶伤是基本原则，保障

健康是根本目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同要求。三

是作为一名中药调剂员，必须心系患者，坚决恪守药品质

量为本是医药职业道德规范的重要内容，以人为本，把患

者的健康安全利益放在首位为职业道德依据。重质量，

重服务，重信誉。

１．２　案例分析
俗话说“好药治病，劣药致命”，药品，是一把双刃剑，

它既可以防病治病，也可能因为产品质量低劣或者炮制、

服用方法不当没有任何临床疗效，甚者使人中毒死亡。

在培训中，通过引用临床医疗事故案例，加强对学生的职

业道德教育。例如，某些不法药商，为了谋取不义之财，

将马铃薯加工成外形酷似天麻的伪品，销售给患者，导致

治疗无效；为了节约成本，将未经炮制加工的有毒药品，

如川乌、附子、苍耳子等等充当炮制品调配给患者，轻者

中毒，重者会导致人死亡。更有药品工作人员，将罂粟壳

等麻醉药品或者制剂进行非法经营销售，导致走向犯罪

的道路。通过相关临床案例的讲解和分析，让同学们牢

固树立药品质量第一，职业操守第一，患者健康安全第一

的服务理念。

１．３　法律规范
药事法律法规知识的学习也是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的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１－２５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１２Ｃ１２５９）；“十二五”重点学科中药学项目（１００８）
作者简介：李习平（１９７３－），女，湖南岳阳人，硕士，副教授，副主任药师，主要从事中药炮制理论与饮片质量控制研究。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４年第６卷

一个重要环节。通过组织同学们系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品管理法》，重点熟悉和掌握药品经营相关规定、城乡

集贸市场出售中药材等药品规定、假药劣药的认定以及生

产销售假劣药的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等，加强中药调剂员

的药品法律意识，从而增强他们的职业道德观。

２　强化核心理论知识学习
强化学生掌握中药调剂核心理论知识，为进一步加

强学生中药调剂操作技能的培训，提高学生从业基本素

质提供了有力的理论知识保障。中药调剂员的培训，核

心理论知识的学习体现在应用中药学、天然药物学以及

中药调剂与养护学等课程教学。因此，我们结合药学专

业理论知识结构特点和中药调剂员岗位要求，在教学设

计上，按照“增”、“补”和“强化”的基本思路，将理论知识

点集中在几个模块，见表１。
表１　中药调剂员培训核心理论知识模块

核心理论知识 增 补 强化

中医基础理论 补 强化

中药药性理论 增 强化

经方的配伍 增 强化

中药的保管与养护 补 强化

中成药的介绍 增 强化

中药配伍、用药禁忌 增 强化

让药学理论知识的学习贴紧了中药调剂技能实践，

避免了在培训课上的重复讲解，将中药调剂员的培训内

容融入到专业课程教学中。

３　突出岗位操作技能培训
古时是没有中药调剂员一说的，中药铺的工作人员

统称为“抓药的”。对“抓药”一职，有“纸包枪”之说，意

思是这项工作不仅仅是简单的“抓药”，而是一项人命关

天的职业，如果专业不熟，药物调配错误，就会直接影响

性命。随着国家医药体制发展的逐步完善，近几年来，国

家规范了中药调剂员职业标准，它是一项负有法律责任

的专业操作技术。但是，针对目前药学人员状况，现行药

学人才培养模式与市场需求存在很大矛盾［３］。因此，在

中药调剂员培训中，我们紧贴药学专业课程，突出岗位实

践操作技能。集中在中药鉴别、中药调剂、用药指导三个

模块，创新了以下培训方法。

３．１　课前观摩
为了让学生熟悉中药调剂员的工作职责和中药调剂

流程，我们采取了“校内校外、双管齐下”的培训模式。一

是组织学生观看中药调剂流程视频，认真仔细观看每一

个操作步骤，详细记录操作细节，然后自己分析讨论操作

方法和理由。二是带领学生到我们对口校外实习实训单

位，如天香饮片公司、老百姓大药房、中医药协会门诊部、

中医院药房等等，观摩中药调剂员的临床实践。了解中

药调剂员的工作内容、操作技能，观摩中药调剂服务流

程。这种培训模式，既提高了学生学习兴趣，也让他们体

验了岗位职责。

３．２　实践培训
在实践培训中，我们采用情景模拟教学，将模拟药房

应用于中药调剂员培训课程教学中。采用４人一小组，３

人模拟中药调剂员，１人模拟患者，模拟中药调剂服务全过
程，其他学生集中在一边观摩点评。模拟培训让学生从接

待患者礼节、问候语开始，然后收方、审方、计价、调配、复核

和发药。整个模拟过程包括为患者提供药学咨询、合理指

导患者用药、处方调剂应付等，都设计在模拟训练中。一

组模拟训练结束后，由其他学员对这次调剂过程进行点

评，老师再进行总结归纳指导。情景模拟实践培训让学生

不但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而且增强了他们的操作工作

技能，更激发了他们对职业的认同感。

３．３　社团锻炼
药学社团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充分利用课余时间，

开展与药学专业密切相关的活动。在活动中，我们放手

让学生充分利用所学的专业知识进行实践操作，引导他

们按照中药调剂技能进行训练，比如我们组织学生去学

院周边山上辨认采集中草药，对于采集到的苍耳子、川楝

子、商陆等有毒的中药材，告诉他们适合的炮制方法并让

学生们进行临方炮制，让这些药材安全有效，加强他们对

中药材的辨别应用能力。我们在校园内开展“常用中药

展览以及中药饮片零利润销售活动”，让学生自己动手，

将不同的类别的药品，按功效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摆放，

如清热泻火药、行气药、滋阴药等等，然后让他们向广大

师生介绍中药的功效应用并指导师生正确选用合格有效

安全的药品；通过组织中药别名识记大赛，如金银花（双

花、忍冬花）、甘草（国老）、牛蒡子（大力子、鼠粘子）等

等，让学生了解和掌握了更多的常用中药别名，加强处方

调剂能力。此类社团活动的开展，既锻炼了学生们的合

作沟通交流能力，更提升了他们的操作技能。只有实践

和专业理论相结合的培训体系才能在行业中获得更多的

认同［４］。

４　结　语
在中药调剂员培训过程中，我们紧贴“工作过程导

向、职业能力主线、项目任务载体”的药学专业课程建设

模式，在工学结合、理论与实践、专业与培训中打造中药

调剂员培训特色 。作为高职教育工作者，必须从地方社

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出发，树立“对接产业，提升产业、

锁定职业、服务就业”的专业观［５］。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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