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Primary Medical Forum 基层医学论坛 第 6卷 第 12期 2024年 

 18 

药学教育改革与医院药学发展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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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时代发展，人们对身体健康的重视程度日益提升。药虽然具有预防疾病发生、治疗疾病、促进身体健康的重要作用，

但用药不当也易引发抗药性或药物中毒等问题，危及人们身体健康。保障用药安全、合理是医学教育与医院药学发展的

根本目标，基于此，本文首先阐述了药学教育改革对医院药学发展的影响，其次探讨了新时代药学教育面临的挑战，然

后制定了药学教育改革策略，最后分析了医院药学发展趋势，旨在促进我国医疗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药学教育；改革策略；医院药学；发展趋势 

Analysis of pharmacy education reform and hospital pharmacy development trend 

Yi Yongjin  Chen Xiangnan  Manning  Huang Hongyu
（corresponding author） 

（Changji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831100）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people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ir physical health. Although drug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eventing the occurrence of diseases，treating diseases and promoting physical health，improper medication is 

also easy to cause problems such as drug resistance or drug poisoning，endangering people's health. Ensure drug safety and 

reasonable is the fundamental goal of medical education and hospital pharmacy development，based on this，this paper first 

expounds the influe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hospital pharmacy pharmacy education reform，then discusses the challenges 

facing the new era of pharmacy education，and then formulated the pharmacy education reform strategy，finally analyzes the 

hospital pharmacy development trend，aims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career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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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8 世纪初我国初步开展药学教育，进入 20 世纪 60 年

代后，着手推进临床药学工作，经过多年发展最终形成“以

患者为中心，以合理用药为核心”的总体方向。中药学专业

被多所高职院校设为重点学科，以培养高素质、强能力的药

学领域人才为根本目标，助力我国医疗事业发展，参考 2024

年最新招生录取数据，截至目前全国共有 303 所大学开设了

中药学专业，其中药学考研学校有 186 所。中药学专业毕业

的人才通常会进入医院从事药学相关工作，因此学校必须做

好教育管理工作。 

一、药学教育改革对医院药学发展的影响 

医院药学是医疗工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研究药学

技术、药品供应与管理为主，以保障患者用药合理、安全，

为临床医学提供服务为根本任务。新医改背景下，医院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需考虑多重因素，尤其是医药人才培养方面，

高职中药学专业是培养高级医药人才的摇篮，承担着推动医

疗事业现代化改革的使命。药学教育开展多年，已经培养出

大量药学专业人才，然而，综合考量药学教育现状不难发现，

很多高职院校的中药学专业课程始终以药品为核心进行教

学，如中药化学、中药调剂、中药药剂、中药鉴定等均为中

药学专业的主干课程。课程内容上也更倾向于中药的传统技

能与剂型的制备，未能充分融合中药临床应用，个别院校将

科研作为重点，忽略了药房、临床工作等领域人才的培养。

另外，从人才培养的整体架构来看，技术人才架构与知识架

构整体搭配不合理，难以培养出高素质、专业化的中药剂师，

这对医院药学发展而言无疑是一种阻碍。 

我国倡导实现药学教育改革，改革方向主要围绕在课程

体系的转变、临床人才的培养、职业药师再培养和多学科支

撑的药学教学体系等几方面。从高职药学课程体系的角度来

看，药学教育不再以化学形式的课程体系为主，而是逐渐转

向临床药物治疗的课程体系，使学生能全面掌握药物动力

学、临床药理学以及毒理学等知识，储备上述知识能帮助学

生更好地完成医院药房管理、药物研究等工作。从临床人才

培养的角度来看，以往药学专业教学和临床医学专业教学相

对独立，难以培养复合型人才，尤其在医院向综合型医院转

型的社会背景下，单纯的化学型医药人才已经难以满足医院

药学工作对人才的要求。传统药学教育模式下，药学专业的

学生对临床药学的了解不够深入，无法根据临床实际情况开

展药物研究和管理工作。如今高职药学专业也增加了《临床

医学概要》等课程，课程内容包含有诊断学、妇科学、内科

学、病理学以及外科学等，有利于拓宽学生知识视野，为药

学工作奠定扎实的基础，满足医院药学发展需求[1]。 

二、新时代药学教育面临的挑战 

（一）科技迅猛发展对药学教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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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关于药学专业的新知

识、新理念以及新技术等不断涌现，如今的药学教育不再局

限于传统课堂教学+实习教学模式，而是能借助先进技术开

展深入互动式教学。然而，虽然先进技术对药学教育和医院

各项业务的开展有益，但同时也增加了药学教育难度，学生

不仅要学习基础药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还要学习如何运用先

进技术设备辅助药学工作。有些学生自身思想观念存在误

区，认为在先进技术设备的支持下，自己只需简单学习相关

内容即可，其他专业类操作可以借助先进技术设备来实现，

导致学生出现敷衍式学习的情况。而从教学的角度来看，若

要培养具备数字医疗、人工智能应用能力的药学人才，不仅

要革新当前教材，将利用先进技术辅助药学工作的内容添加

进去。还要提升教师专业素养，确保教师能灵活运用先进技

术设备开展教育教学工作，并引导学生掌握相关知识与技

能，这无疑是一项较大的挑战。 

（二）药学人才培养质量与数量的矛盾 

作为中药学专业人才，其应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并在

各种实践活动、工作中积累经验，对于中药学专业学生而言

要实现该目标，除了自身不断努力外，医院、药品经营企业

以及附属医院等都应发挥自身职能，为学生提供良好的教学

实践环境。然而纵观当前药学教育中的人才培养情况可以发

现，中药学专业教学内容相对单一，教学方法滞后、教学质

量缺乏稳定性等问题已成为常态，难以培养出大批量优质人

才。另外，无论是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影响，还是疾病谱的变

化，抑或近年来出现的形式各异的病毒，都导致医疗需求呈

现出多元化趋势。此种情况下对高质量中药学人才的要求也

有所提升，但当前我国缺乏高效的中药学人才输送机制，且

存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情况，造成不同地区之间的学生出

现专业素养上的差异。当这些学生负责同一医院药学工作时，

会因能力、知识水平等方面的差距导致难以高效开展工作[2]。 

（三）药学伦理和人文理念的培养 

随着社会发展，现代医疗体系逐渐呈现出商业化、市场

化特征，此种社会背景下学生极易将目光放在经济利益上，

从而忽视道德、伦理以及人文问题。如实际教学中教师常将

药品配比、药物制作等内容作为重点，未对药学伦理方面进

行深入教学，导致步入工作岗位后，很多学生开展工作时也

没能考虑到药学伦理的相关问题，这也是出现违禁药品、违

规售卖药品等问题的成因之一。再以人文问题为例，从医院

药房等部门的实际运营情况来看，很多从事医院药学工作的

人员在与病患沟通时缺乏耐心，多借助现代化设备为病患提

供服务，导致病患感受不到来自药房人员的关爱，对医院整

体印象急剧下降，不利于医院发展。 

三、药学教育改革策略 

（一）转变教育理念，贯彻以人为本思想 

“药学”与人体健康息息相关，开展药学教育应秉持以

人为本的思想，重视培养学生药学伦理和人文思想。以药学

伦理为例，其指从事医药工作人员必须遵循的伦理道德要

求，包括“药物研制伦理道德”“药物使用伦理道德”“药物

销售伦理道德”。具备药学伦理理念的学生会将抵御疾病、

增进健康、造福人类作为首要宗旨，始终坚守正确的药学研

究方向，保障医药事业的健康发展。 

（二）依托先进技术，助力药学教育改革 

现代社会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应用，很多先进技术在

医疗领域也发挥了关键作用，不仅丰富了药学教育手段，还

为医院药学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力支持。尤其是仿真模拟技

术、VR、AR 等技术的应用，能够将药物反应现象、过程乃

至结果直观地展示在学生面前，便于学生理解抽象的药学知

识。另外，人工智能技术还能在判断病症、治疗疾病方面发

挥重要作用，如辅助医疗人员准确辨别相似病症，或代替人

工为病患解决简单问题等。高职院校今后应购置适用于药学

教育的先进设备，同时，革新教材内容，增强先进技术应用

与药学教学的衔接性，并提升教师运用先进技术进行教学的

能力，以免因师资力量不足而影响药学教育改革实效[3]。 

表 1  我国不同高校临床药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学校 培养模式 优点 

中国药科大学 
“2+2+1”培养模式（2 年国内授课+2 年在英国曼彻

斯特大学学习+1 年国内临床实践） 

整合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有利于吸收

国外培养经验，弥补我国临床药学教育

的不足 

天津中医药大学 

“2+2+1”培养模式（与英国诺丁汉大学联合培养） 

“4+1”培养模式，建立课程教学、实习实践、能力

拓展训练三位一体的培养模式 

 

三位一体的培养模式，注重学生能力的

培养 

首都医科大学 

“3+2”培养模式（前 3 年学习理论知识，第 4 年进

入医院参加临床实践，第 5 年进入各教学实习基地进

行为期 1 年的实习） 

压缩了理论学习时间，设置了 1 年临床

实践和 1 年实习，注重理论与临床实践

的结合、职业素养培养 

四川大学 “323+X”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注重创新与个性化培养 

（三）多元教学方法，提升教育实效 

高职院校开展中药学专业教学时，应注意丰富教学方

法，避免教学方法单一而导致学生对所学内容丧失兴趣。如

“中药制剂检测技术”课程教学中，教师首先应明确开设该

课程的目的，即为中药制剂生产及质量控制培养专业人才，

使学生能掌握利用现代检测技术检测中药制剂的能力，本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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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涉及内容众多，如中药制剂的定义与分类、中药检查的原

理与方法、中药制剂常用的检测仪器和设备、中药制剂检测

标准及质量控制等。教学内容不同，适用的教学方法也有所

不同，目前应用较多的是实践教学法，主要通过实验操作或

模拟实验的方式，让学生在实践过程中提高对该技术的掌握

程度。问题导向教学的应用也能在此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教

师会给出一些具体病症，或尚不完善的中药制剂配方，通过

问题驱动学生思考其中存在哪些问题，并找到合适的解决方

案。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也属于常见教学法，主要通过线上

教学理论、线下指导实践为主。 

（四）结合实际情况，优选人才培养模式 

我国众多高职院校都开设了药学专业，也逐渐找到了符

合学校发展的人才培养模式，详见表 1。这些院校均在国内

外有着较高知名度，可以为其他院校提供人才培养方向，各

院校可根据自身情况从中吸取经验，提升本校临床药学人才

培养效率。 

四、医院药学发展趋势 

（一）转变临床药师职能 

医院药学经过多年发展呈现出三个阶段，即传统药学、

临床药学、药学保健，药学保健处于最新阶段，其旨在通过

合理用药为病患减轻疾病带来的痛苦，延缓病症发展，逐步

消除临床症状直至痊愈。其属于新型医疗服务的一种，不同

于以往的药房模式，在该服务模式下，临床药师职能不再围

绕在药物上，而是以患者为中心，不仅要完成开药、指导用

药等工作，还需在一定程度上承担患者用药结果责任。若要

实现药学保健的作用，临床药师需要不断提升自身专业素

养，药学专业毕业的学生步入医院药学岗位后，会在医院统

一组织下参与临床治疗，给医生用药提供有效的参考意见。

并做到始终坚守“安全第一”的原则，尤其是使用抗菌药物、

高危药物、特殊药物以及重症监护室患者用药时，应全面何

时药物浓度、单位以及剂量换算等方面，确保用药安全。 

（二）促进药物合理使用 

合理使用药物是医院药学工作的重点，若药物使用不合

理不仅难以发挥药效，还可能对患者造成不良影响。通常情

况下人们服用药物时只是口头询问一天吃几次、一次吃几

片，或自行看药品说明书，此种方式虽然能起到一定作用，

但远远没有得到合理使用药物的标准。药物不同所产生的作

用会有所不同，用法也存在一定差异，医院应采用精准用药

技术，实现个体化药物治疗目标，该治疗方案区别于以往“千

人一方、千人一量”的药物治疗模式，而是借助先进技术手

段（分子生物学、基因组学、生物信息学、人工智能技术等），

结合药师对患者个体病理生理特征而制定的最佳药物治疗

方案。药师会综合血液浓度监测报告、基因检测报告等信息

提前识别用药风险，精准确定用药剂量。如静脉用药集中调

配，对于临床治疗和抢救患者而言，静脉输液是最为直接地

给药方式，但具有发生不良反应的风险。为解决该问题将各

病区普通环境下的分散配制，转移到静脉用药调配中心进行

集中调配，既便于为患者做试敏，又能及时发现静脉输液过

程中个别病患的异常情况，采取合理的急救措施[4]。 

（三）降低药品不良反应 

无论作为药物研究人员，还是医院药学服务人员，都应

将降低人们服用药品时的不良反应作为工作宗旨之一。虽然

所有药品包装上均会标注服用本药物可能出现头晕、呕吐、

过敏等不良反应，但对于不通医药之理的人们而言，此种“温

馨提示”并不能起到过多作用。今后研制药物时应尽量以药

性温和的药材代替药性猛烈的药材，再通过多种评估手段了

解不同药物的相互作用，实现在研制阶段降低药物对人体的

不良影响。药师为患者开药时也应综合考虑患者身体情况，

尽量选择既能治疗当前病症，又不会对病患身体机能造成过

多影响的药物，指导患者用药时也应做到细致周全，详细讲

述用药频次以及忌口等方面的内容，以及可能出现哪些不良

反应，如何正确应对这些不良反应等。 

结束语 

综上所述，药学教育以培养具备药学知识和技能的人才

为目标，药学生综合素养如何直接关系到医院药房管理效

率。为提升药学教育质量，我国近年来一直在推进药学教育

改革，教学过程中始终强调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也积极应

用了各种先进技术，如人工智能技术，其在药学教育和医院

药学管理等方面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医院药学

工作未来发展趋势也已明朗，主要以转变临床药师职能、促

进药物合理使用和降低药品不良反应为主，以便能为广大人

民群众提供优质的药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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