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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药品购销员岗位的 “临床药物治疗学”
课程教学改革探究

◆冯　欣　迟　栋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河南 南阳４７３０６１)

【摘要】以药品购销员岗位需要具备的工作能力为准则,整合“临床药物治疗学”教学资源,设置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模

式,以各种常见病、多发病为基础,建立各种药学服务案例库,如药学专业知识储备案例库、心理学知识案例库、营养学

知识和生活指导案例库、安全用药案例库及综合实训案例库,培养学生精准药学服务综合能力;建立以药品购销员为

导向的实训基地,鼓励学生参加药品购销员大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知行合一;培养技能的同时,注意培养药学服务

从业者的道德品质,建立课堂思政案例库,使学生最终成为“有理想、有情怀、有担当、用实力、有能力”的药品购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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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化“三教”改革，“岗课赛证”综合育人，提升教育

质量是全国职业教育的主要要求。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印发了《关

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完善“岗课

赛证”综合育人机制。“岗课赛证”融通培养，不仅培养学

生专业上的“硬技能”，还注重培养职业道德、态度、作风

等方面的“软技能”，从做中学、互学互鉴、学用一致的学

习方式有利于激发学生兴趣，促进自主学习，提升自我发展

的能力。

“１＋X”证书制度在高职院校药学教育创新中具有重要

意义，药品购销员就是药学专业学生就业的主要岗位之一，

“临床药物治疗学”是研究药物治疗疾病的理论和方法的一

门综合性和应用性学科，是高校药学专业的核心课程，在培

养具有临床药学服务能力的药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通过

本课程的学习，掌握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药物种类、药物

治疗原则、药物的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并且能够针对不同

的人制定个体化给药方案，培养临床药物治疗学的合理用药

思维，这是“临床药物治疗学”学习的核心重点，也是胜任

药品购销员岗位需要具备的基本专业技能。

“临床药物治疗学”不仅关注药物还关注疾病，要求学

生掌握药学基本知识、熟悉基础医学和相关学科知识，为患

者制定个体化药物治疗方案，对患者进行合理用药的药学服

务。 药品购销员岗位要求现代药学教育应以“以患者为中

心”开展药学服务活动，着重培养学生精准药学服务核心能

力的相关技能；不仅需要专业的药学知识，还需要具备和患

者进行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健康指导能力，这就需要药学服务

者还需要具备心理学、营养学等知识。 基于药品购销员岗

位需求，对“临床药物治疗学”进行教学改革，采用线上和

线下授课相结合的方式使学生具备综合的药学服务素养，它

体现的是以就业为导向的毕业生培养机制。

１　整合教学资源,以药品购销员岗位需求为导向重构教

学内容

以就业为导向，以药品购销员岗位为目标，以“临床药

物治疗学”为基础，重构教学内容，编写适应岗位需求的活

页式教材，该教材以岗位需求为导向，内容设置兼顾“医

学、药学、心理学、营养学、健康管理学”等相关模块的内

容。 大力推进“执业药师考试内容”进专业、进课堂、进教

材、进实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拓展就业途径。 教学坚

持“贴近临床、对接产业、融入行业”的思路，加大实践教

学改革力度，极力完善药学服务基本技能、专业技能、综合

技能等实践教学内容。

２　以“互联网＋”为契机,以培养药学服务能力为目的改

革教学模式

“互联网＋”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运用，要求有

先进的教学手段和理念培养适应时代需求的药学服务人才。

以学生为中心，教师适时引导、因材施教，针对教学过程中

的学习反馈随时调整教学节奏和手段，同时注重教学信息的

采集，有效针对学生药学服务能力的掌握情况，进行全方位

多维度的考核和评价。 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设备和数字

化资源，改革教学模式，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以目标

和任务为导向的教学模式、理实一体化教学和虚拟仿真教

学等。

３　以各种常见病和多发病为基础,建立药学服务案例库

３．１　建立药学服务专业知识案例库

因地制宜地实施情景式、案例式、活动式等教学方法，

建设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药学服务课堂。 如以儿科

感冒、发热、咳嗽、支气管炎、扁桃体炎、手足口病、泌尿

道感染、腹泻、厌食等常见病为基础，建立不同的任务模

块，以情景导入法引入任务，设立任务目标，建立疾病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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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的知识储备，包含以下六个模块：核心概念、病因、临

床表现、病证鉴别与区分、常用的治疗药物(西药和中成药

物)、用药指导和健康教育，接着是任务实施阶段，最后是任

务评价和量化考核，评价是否达到预期目标。

３．２　以特殊人群为主线，建立药学服务心理学知识案

例库

该案例库着重练习如何与药学服务对象进行有效的沟

通、交流，取得预期的药学服务目的。 以妇科常见病为

例，建立阴道炎、盆腔炎、月经不调、痛经、绝经综合征、

乳腺炎、乳腺增生及骨质疏松病例相关知识储备库，学习与

妇女的沟通和交流技巧。 分析女性特殊的生理特点和社会

属性与分工，宣扬作为女性应更加关注自身的健康，应该善

待自己，健康才能美丽自信。 同时平时应该养成良好的习

惯，通过合理的方式维持身体健康状态。 发现自己有疾

病，不讳疾忌医，不羞涩遮掩，大胆寻求专业帮助，通过合

理的方式改善身体状况，最大程度降低疾病带来的伤害，这

样才能解决健康出现的问题。

３．３　以需要长期管理的慢性病为基础，建立药学服务

营养学知识和健康指导案例库

该案例库重点是培养学生药学服务中非药物治疗的知

识，在疾病的预防及治疗中与药物相互作用的关系、注意事

项等，普及相关营养学知识。 以当前的“五高”人群为例，

即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体重人群。 体型过

度的肥胖，不管是中年人或是老年人，常常会伴随血糖、血

脂、血压以及血尿酸的升高，同时意味着该病患体内的激素

水平及内分泌调节功能都处于紊乱的状态。 这些代谢异

常，无论是单独存在还是联合出现，都会引起心脏、大脑、

肾脏等器官的损害，增加冠心病、脑中风、肾功能不全等疾

病的发生风险，甚至会危及生命。 在药物治疗的同时，通

过饮食、运动等方式的干预，可以让超重或肥胖患者体重在

原有基础上明显下降，从而解决由肥胖带来的各种疾病

困扰。

高血压病人，应注意饮食的调整，比如每天的盐摄入量

建议不超过６克，食用油每人小于０．５两/日；少吃或不吃肥

肉和动物内脏；其他动物性食品一天不超过１～２两；蔬菜

每日４００～５００g，水果１００g；蛋类每人每周５个；适量豆制

品或鱼类；奶类每日２５０g。

高血糖病人树立一个“与肥胖决裂”信念；掌握“不多

吃一口，不少走一步”两个要素；保证不吸烟、不饮酒、不

熬夜；定期查体重、查血压、查血糖、查血脂；明确减肥不

求速成，至少需要五六个月；坚持“七八分饱、总量控制、

结构调整、吃序颠倒”总原则。

高血脂病人，鼓励其多食用降脂六君子：山楂、香菇、

木耳、大葱、海带、绿茶。 根据高脂血症人群年龄、性别、

体质、生活习惯、职业等不同特点，辨别不同证型，综合考

虑膳食搭配的原则，给予个性化食养方案，以达到精准施膳

的目的。

高尿酸病人６个别吃或少吃：高果糖食物、调味料、咖

啡浓茶、啤酒、种子类食物、内脏和鱼类；每天的盐摄入量

建议不超过３克；每天起码喝２升以上的水，最好能达到３
升；每天早晚坚持至少运动３０分钟，每周３～５次；熟悉食

物嘌呤含量一览表。

３．４　以需要进行TDM(治疗药物监测)的药物为基础，

建立安全用药案例库

临床上有一些安全范围窄、容易中毒的药物，比如强心

苷类药物地高辛、氨茶碱以及非线性学特征的药物苯妥英

钠、阿司匹林等，其血药浓度和药理效应存在相关性，但是

却显示出了极大的个体差异，因此精准监测药学服务需要不

断调整适合患者的个体化给药方案。 建立这些药物的临床

使用案例库，对学生进行模块化项目训练，可以更好地强化

学生安全用药意识，培养精准的个体化药学服务能力。

３．５　建立药学服务各系统疾病药物治疗综合实训案

例库

建立该案例库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综合知识的使用运用能

力。 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需要采取多种多样的实训

方式。 (１)游戏方式。“你说我猜”药物基本作用、处方分

析“找对错”、用药指导和健康服务与常见疾病配对。 开展

小组间同学与同学的PK、小组与小组间的PK，最后评出班

级的“王牌药师”。 (２)开展“人人争做讲师”活动，鼓励

采取毛遂自荐或者抽签的方式决定由谁来进行某一疾病药物

治疗的知识宣讲，制作PPT、音频、视频等素材，单人或者

多人协作完成疾病药物治疗的知识宣讲活动。 (３)从容应对

“生老病死”，以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成长衰老为主线，

分组进行策划一个人在不同的年龄段最可能产生的疾病，比

如儿童时期泌尿道感染(主要考察泌尿系统感染后抗菌药物

的合理使用)、青少年时期的感冒(主要考察呼吸系统疾病，

病因查找的同时对症治疗)、中年时期的胃溃疡(主要考察消

化系统疾病的药物治疗)和老年时期的三高或者心脑血管疾

病(主要考察心脑血管疾病的药物治疗知识)。 每个阶段的

疾病都通过情景模拟方式展现，在模拟中进行药学服务能力

的考核，同时整个实训过程也让学生深刻感悟生命的脆弱，

生活的价值。

综合实训考核成绩包含三部分，一是线上抽题随机考试

成绩，二是线下情景模拟药学服务和 PPT展示讲解得分，

三是老师和学生一对一的面对面考核。

４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建立以药品购销员为导向的实训

基地

４．１　建立虚拟仿真药学服务实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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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药学服务范围的广泛性，加之药品作为商品的特殊

性和设备昂贵等因素，目前很多高校不具备相关条件，难以

实现教学功能，很多的学生缺少实践机会，已经成为制约高

校药学教育发展的瓶颈。 计算机仿真实验教育技术赋予了

传统教育新的内涵，作为新生事物进入课堂显示了它强大的

生命力，还取消了实验条件的特殊限制及实验对环境的影

响。 虚拟实验情境创设了一个良好、平等的课堂氛围，在

虚拟的实验情境中，任何药学服务情境都可以快速得到呈

现，有效调动了大家的学习积极性和实效性。

４．２　建立药学服务学生团体，进行社会公益活动

通过药学服务团体的构建，培养学生的药学服务能力，

从网络的虚拟到现实社会的实战，是一种训练，更是一种检

验。 对辖区居民进行药物知识的普及、宣传和培训。 包括

常用医疗设备(血压计、血糖仪等)的使用、不同剂型药物的

使用注意事项、药物漏服错服后的处理、常见慢性病的监测

和管理等内容。 最终通过线上问卷和线下调查的方式，考

察社区居民对基本用药知识的了解情况，动态掌握社区居民

的用药知识需求。

４．３　参加药品购销员比赛，检验学生药学服务水平

河南省医药行业协会为了深入贯彻落实我国对技能人才

工作的相关政策要求，加快培养选拔医药行业领域高素质技

能人才，每年都会举办药品购销员技能大赛，鼓励学生积极

备赛、参赛，也是检验学生药学服务水准的重要措施。 在

比赛中向兄弟院校学习，取他人之长弥补自己教学中的不

足，从而提高“临床药物治疗学”的教学水平。

５　结束语

当前，药学服务遵循“以人为中心”的原则，如何进行

教学改革进行精准药学服务能力的培养，是每一个从事药学

专业教育的教师永恒的追求。 药品购销员是否合格是关系

大众安全和幸福的事情，积极探索培养合格药品购销员的教

学模式，实现毕业和就业的无缝衔接，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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