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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名称及代码 

专业名称：药学 

专业代码：520301 

二、入学要求 

高中阶段教育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者。 

三、修业年限 

学制：3 年 

修业年限：3-5 年 

学历：专科 

学习形式：全日制 

四、职业面向 

本专业职业面向如表 1 所示。 

表 1 职业面向 

所属专业大类

及代码 

所属专业

类及代码 

对应行业 

及代码 

主要职业 

类别及代码 

主要岗位类别 

或技术领域 

执业资格证书或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医药卫生大类 

（52） 

药学 

（5203） 
卫生（84） 

药师（2-05-06-01） 

制药工程技术人员

（2-02-32-00） 

药物制剂工

（6-12-03-00） 

医药商品购销员

（4-01-05-02） 

药剂师； 

药品生产； 

质量检验； 

医药商品购销 

执业药师； 

药师（士）； 

药物制剂工； 

医药商品购销员 

五、培养目标与培养规格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理想信念坚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水平，良好的人文素养、职业道德和创新意

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较强的就业能力、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和信息化能力；掌握本专业知识和技术技能，面向卫生行业的药

师、制药工程技术人员、医药商品购销员等职业群，能够从事药

剂师、药品生产、质量检验和医药商品购销等工作的高素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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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人才。 

（二）培养规格 

1.素质要求 

（1）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感和中华民族自豪感。 

（2）崇尚宪法、遵法守纪、崇德向善、诚实守信、尊重生

命、热爱劳动，履行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社

会参与意识。 

（3）具有质量意识、环保意识、安全意识、信息素养、工

匠精神、创新思维。 

（4）勇于奋斗、乐观向上，具有自我管理能力、职业生涯

规划的意识，有较强的集体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 

（5）具有健康的体魄、心理和健全的人格，掌握基本运动

知识和 1-2 项运动技能，养成良好的健身与卫生习惯，以及良好

的行为习惯。 

（6）具有一定的审美和人文素养，能够形成 1-2 项艺术特

长或爱好。 

2.知识要求 

（1）具有必备的思想政治理论、科学文化基础知识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知识。 

（2）熟悉与本专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环境保护、安全消

防等知识。 

（3）具备专业所需人体解剖结构、生理等医学基础知识。 

（4）具备药用化学基本概念、常见化合物结构及其基本性

质、常用定性定量分析方法。 

（5）具备典型和常见药物的结构特点、理化性质、药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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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临床应用、不良反应及药物相互作用。 

（6）具备用药指导和药学服务的基本知识与技能。 

（7）具备处方审核、调配原则与基本程序。 

（8）具备药品生产、检验的基本方法、原理、适用范围。 

（9）掌握药品储存养护知识。 

（10）熟悉无菌调配知识。 

（11）熟悉常见疾病发病机制、临床表现、药物治疗。 

（12）了解治疗药物监测及个体化给药知识。 

3.能力要求 

（1）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 

（2）具有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 

（3）能够按照处方正确、独立完成基础药品调剂工作，进

行安全合理用药指导；能够正确完成静脉用药集中调配。 

（4）能够根据药品性质，采取正确储存养护方法。 

（5）能够科学普及安全有效合理用药知识。 

（6）能够根据生产工艺要求和标准操作规程完成常用剂型

生产，按照质量标准独立完成药品质量检测。 

（7）能够对各类医药企事业相关单位的各类专业信息进行

收集、积累、整理，进行分析、归纳、总结。 

（8）能够利用或借助网络或富媒体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提

供药学服务。 

（9）具有强烈的团队意识，能够与人协作完成既定任务。 

（10）具有一定的信息技术应用和维护能力。 

 

六、课程设置及要求 

（一）课程设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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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类别 课程模块 
课程

门数 
课程名称 

公共基础 

课程 

公共基础必修课程 1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形势

与政策，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概论，思想道德与法治，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职业生涯与发展规划，艺术与审美，劳动教育，

体育与健康，外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信息技

术，军事理论和军事技能 

公共基础选修课程 6 

限选课程：创新创业教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四史”学习，就业指导，外语拓展 

任选课程：人文素养提升课程（课程列举：国家

安全教育、节能减排、绿色环保、金融知识、社

会责任、人口资源、海洋科学、管理等） 

专业 

课程 

专业必修 

课程 

专业基础 

课程 
8 

无机化学、有机化学、人体结构与功能、分析化

学、生物化学、病原生物与免疫、临床医学概要、

中医药学基础 

专业核心 

课程 
7 

药物化学、药理学、药物分析、药剂学、临床药

物治疗学、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药事管理与法

规 

专业选修 

课程 

专业拓展 

课程 
9 

限选课程：药品市场营销技术、中成药学、智慧

药学、文献检索、药学综合实训、中医药发展史、

先锋榜样与急救技能、实验室安全与防护 

任选课程：专业素养提升课程（课程举例：统计

学、药学英语、养生保健技术、医药电子商务、

药品经营与管理、慢性病用药管理、临床药学、

临床药理学、天然药物化学、色谱分析、药物合

成反应、药物制剂设备等） 

实践教学 / 见习，实习，毕业设计（论文） 

第二课堂 思想成长、社会实践、志愿公益、创新创业、文体活动、工作履历 6个模块 

共设置课程 43 门，总学时为 2800学时，其中，公共基础课

程 703 学时，占比 25.11%，选修课程 354 学时，占比 12.64%，

实践教学 1482 学时（含顶岗实习 960 学时），占比 52.93%。 

（二）课程内容及要求 

1.公共基础必修课程 

表 3 公共基础必修课程及学时安排 

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期 
总计 理论 实践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3 51 42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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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思想概论 

2 形势与政策 2 32 32 0 1-4 

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2 32 32 0 1 

4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48 39 9 1 

5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2 32 26 6 1 

6 职业生涯与发展规划 1 20 10 10 2 

7 艺术与审美 2 32 16 16 2 

8 劳动教育 1.5 24 12 12 1-2 

9 体育与健康 6 108 16 92 1-4 

10 外语 6 98 78 20 1-2 

1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32 32 0 2 

12 信息技术 2 32 16 16 2 

13 军事理论和军事技能* 4 148 36 112 1 

合计 36.5 541 351 190  

注：带*课程计入总学分，不计入总学时和周学时。 

2.公共基础选修课程 

表 4 公共基础选修课程及学时安排 
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期 

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 16 1 

2 “四史”学习▲ 2 32 2 

3 就业指导▲ 1 18 4 

4 创新创业教育 2 32 1 

5 外语拓展▲ 2 32 2 

6 人文素养提升课程▲ 2 32 1-2 

合计 10 162  

注：带▲课程计入总学分和总学时，不计入周学时。 

3.专业必修课程 

表 5 专业必修课程及学时安排 
序

号 
课程性质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期 

总计 理论 实践 

1 

专业基础课程 

无机化学 4 64 50 14 1 

2 有机化学 4 64 50 14 1 

3 人体结构与功能 4 70 60 10 1 

4 分析化学 4 68 48 20 2 

5 生物化学 3 51 42 9 2 

6 病原生物与免疫 2 34 28 6 2 

7 临床医学概要 3 51 45 6 3 

8 中医药学基础 3 51 42 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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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专业核心课程 

药物化学 3 51 37 14 3 

10 药理学 5 85 65 20 3 

11 药剂学 4 64 44 20 3 

12 药物分析 3.5 56 36 20 4 

13 临床药物治疗学 3.5 56 46 10 4 

14 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 3 48 38 10 4 

15 药事管理与法规 2 36 30 6 4 

合计 51 849 661 188  

专业核心课程介绍： 

（1）药物化学 

主要讲述各类药物的发展史和最新进展；典型药物的通用名

称、化学名称、结构、理化性质、合成方法、构效关系、体内代

谢及用途；药物在贮存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化学变化及其化学结构

和稳定性之间的关系；药物化学修饰的目的和方法；新药开发的

途径和方法；近年来上市的典型新药的通用名称、化学名称、化

学结构和用途。 

（2）药理学 

主要讲述药效学和药动学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及临床意义；

传出神经系统、中枢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激素及作用于内分

泌系统、内脏系统、抗生素、化学合成抗微生物药、抗肿瘤和免

疫调节剂、抗寄生虫药、解毒药、局麻药和全麻药、抗过敏药各

类代表药物体内过程的特点、药物的药理作用、临床应用、不良

反应及注意事项以及药物的合理应用。 

（3）药物分析 

主要讲述药品质量标准组成及查阅；药品质量检查意义及发

展趋势；实验室数据记录与管理；药物的鉴别、检查、含量测定

方法原理及应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红外分光光度计、荧光

分光光度计、薄层色谱法、高效液相色谱仪、气相色谱仪操作及

维护保养；芳酸及其酯类、胺类、磺胺类、杂环类、生物碱类、

抗生素类、维生素类、甾体激素类、巴比妥类药物结构性质、对



7 

 

应分析方法及其典型药物分析；中药制剂分析及新技术应用；体

内药物分析。 

（4）药剂学 

主要讲述药物制剂的基本理论；各种剂型的概念、特点、分

类、质量要求与检查、制备方法与工艺；辅料性质与作用；单元

操作及其设备工作原理、维护保养；包装与储存要求；药物制剂

的新技术与新剂型；生物药剂学与药动学基础知识。 

（5）临床药物治疗学 

主要讲述药物治疗的基本过程及原则；药物不良反应、药物

相互作用、疾病对临床用药的影响；特殊人群用药及常见病的药

物治疗原则；常见疾病病因、临床表现及药物治疗的具体方法与

注意事项。 

（6）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 

主要讲述药学服务与咨询的基本内容；医院药房组织、岗位

设置与人员分工；社会药房的类型与药品调剂；调剂工作流程与

制度，处方审核、处方调配、用药指导的原则；静脉药物配置审

方、质量管理、药物配伍禁忌与相互作用；无菌概念，洁净服穿

戴、生物安全柜、洁净台使用，静脉药物配置中心作用与意义及

药师作用。常用医学指标检查意义及其临床意义；用药咨询、药

品的正确使用方法、疾病管理与健康宣教；药品不良反应检测与

报告、用药错误原因与防范、药品质量缺陷问题处置；治疗药物

检测及个体化用药；药品的陈列、储存与养护。 

（7）药事管理与法规 

主要讲述药品管理法及药品相关法规，药品管理的体制及机

构；药品质量监督管理的基本知识；药品研发、生产、经营、信

息管理、价格管理、处方调配、医疗机构药品管理等方面的监督

管理要点与方法；特殊药品管理；执业药师管理及药师职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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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行为准则。 

4.专业选修课程 

表 6 专业选修课程及学时安排 
序

号 
课程性质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期 

1 

专业拓展课程 

先锋榜样与急救技能 1 16 1 

2 中医药发展史 1 16 2 

3 实验室安全与防护▲ 1 16 3 

4 药品市场营销技术 1.5 28 3 

5 中成药学 1.5 28 4 

6 智慧药学 1.5 24 4 

7 文献检索 1 16 4 

8 药学综合实训 1 16 4 

9 专业素养提升课程 专业素养提升课程▲ 2 32 3-4 

合计  11.5 192  

注：带▲课程计入总学分和总学时，不计入周学时。 

5.专业实践教学 

表 7 专业实践教学及学时安排 
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期 

1 见习 2 48 2-3 

2 实习 40 960 4-6 

3 毕业设计（论文） 2 48 6 

合计 44 1056  

注：专业实践教学每周计 1学分 24学时。 

七、教学进程总体安排 

（一）教学活动周安排 

表 8 教学活动周安排表 

学期 
入学教育 

军事教育 
教学 考核 

专业 

见习 

顶岗 

实习 

毕业 

设计 

毕业 

考试 

社会 

实践 
合计 

1 2 16 2     1* 20 

2  17 2 1    1* 20 

3  17 2 1    1* 20 

4  14 2  4    20 

5     20    20 

6     16 2 2  20 

合计 2 64 8 2 40 2 2 3* 120 

注：带*教学活动安排在课外或假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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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进程安排表 

详见附录 1。 

八、实施保障 

（一）师资队伍 

1.专任教师具有高校教师资格和本专业领域有关证书；有理

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具有扎实的药

学相关理论功底和实践能力；具有较强信息化教学能力，能够开

展课程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药学专业学生数与本专业专任教师

比例不高于 25:1，专任教师队伍要具有合理的梯队结构，双师

素质教师占专业教师比例不低于 70%，每位教师每 5 年累计不少

于 6 个月的企业实践经历。 

2.专业带头人具备副高以上职称，能够较好的把握国内外药

学行业、专业发展，能广泛联系行业企业，了解行业企业对药学

专业人才的需求实际，教学设计、专业研究能力强，组织开展教

科研工作能力强，在本区域或本领域具有一定的专业影响力。 

3.兼职教师来自于医院或者医药企业的中级及以上职称的

临床医生、药师、工程师。具备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

和工匠精神，具有扎实的药学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

能承担专业课程教学、实习实训指导和学生职业发展规划指导等

教学任务。 

（二）教学设施 

1.专业教室基本条件 

教室配备黑（白）板、多媒体计算机、投影设备、音响设备，

互联网接入或 WiFi 环境，并具有网络安全防护措施。安装应急

照明装置并保持良好状态，符合紧急疏散要求、标志明显、保持

逃生通道畅通无阻。 

2.校内实训室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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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化学实验室：主要包括超声波清洗仪、离心机、恒温

水浴装置、旋转蒸发仪、熔点测定仪等。 

（2）分析实验室：主要包括电子天平、移液管、滴定管等。 

（3）制剂实训室：主要包括制粒设备、压片机、全自动胶

囊填充机、滴丸机、颗粒包装机、铝塑包装机等。 

（4）仪器分析实训室：主要包括旋光仪、脆碎度检查仪、

溶出仪、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高效液相色谱仪、气相色谱仪、

原子吸收光谱仪、红外光谱仪等。 

（5）模拟药房：主要包括计算机、生物安全柜等。 

（6）虚拟仿真实训室：主要包括药品生产 GMP 虚拟实训仿

真、GSP 模拟软件、气相三维虚拟仿真系统等虚拟仿真系统。 

基础药学实验常用玻璃仪器应满足每人 1 套，大部分实验

的仪器台套数满足不超过每组 4 人。建立实训室（基地）安全

管理规定与安全事故应急处置预案。建立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

管理规范与应急处置预案。严格实行“五双”管理。 

3.校外实训基地基本要求 

具有稳定的校外实训实习基地。能够开展药品调剂、静脉药

物配置、库房管理、用药指导、药品零售、制剂生产、药品质量

检验与管理等实训活动，实训设施齐备，实训岗位、实训指导教

师确定，实训管理及实施规章制度齐全。 

4.实习基地基本要求 

具有稳定的校外实训实习基地。能提供药师、药品生产、药

品质量检验、医药商品购销等相关实习岗位，能涵盖当前医药行

业发展的主流技术，可接纳一定规模的学生实训实习；能够配备

相应数量的指导教师对学生实习进行指导和管理；有保证实习生

日常工作、学习、生活的规章制度，有安全、保险保障。 

5.支持信息化教学方面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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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利用数字化教学资源库、文献资料、常见问题解答等的

信息化条件。引导鼓励教师开发并利用信息化教学资源、教学平

台，创新教学方法、提升教学效果。 

（三）教学资源 

1．教材选用基本要求 

按照国家规定选用优质教材，禁止不合格的教材进入课堂。

应建立由专业教师、行业专家和教研人员等参与的教材选用小

组，完善教材选用制度，经过规范程序择优选用教材。 

2．图书文献配备基本要求 

图书文献配备能满足人才培养、专业建设、教科研等工作的

需要，方便师生查询、借阅。专业类图书文献主要包括：医药卫

生行业政策法规、管理规范、质量标准以及操作规程、工艺流程

等，药学专业用药指导类、技术类图书和实务案例类图书，5 种

以上药学类专业学术期刊。 

3．数字教学资源配置基本要求 

建设、配备与本专业有关的音视频素材、教学课件、数字化

教学案例库、虚拟仿真软件、数字教材等专业教学资源库，种类

丰富、形式多样、使用便捷、动态更新、满足教学。 

（四）教学方法 

围绕药学专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目标，按照"夯实基

础、突出技能、培养能力、提高素养"的人才培养原则，在教学

过程中应坚持理实结合，在注重理论教授的同时，更加突出学生

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的培养，注重教学方法的多样性、开放性，

体现“教、学、做”一体，推进“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

的教学模式改革。 

理论教学以多媒体讲授为主，结合小组讨论、案例分析、专

题讲座等方法组织实施。实践教学主要“以学生为中心”，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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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驱动、项目导向等多种形式的“教学做一体”教学模式，通

过示教、角色扮演、仿真实训、见习等方法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

和职业素质。通过多种教学方法和手段的灵活使用，将理论知识

与实际工作相结合应用，注重实践操作能力、合理用药思维能力、

团队协作能力、沟通交流能力及职业道德的培养。 

（五）学习评价 

药学专业每门课程的最终考核评价，需兼顾学生的认知、技

能、情感等方面，评价应体现评价主体多元化、评价内容多维化、

评价方法多样化、评价方式个性化、评价过程动态化。评价应包

含过程性、结果性和增值性评价环节。要加强对教学过程的质量

监控，改革教学评价的标准和方法。 

（六）质量管理 

1.学校和二级院系应建立专业建设和教学过程质量监控机

制，健全专业教学质量监控管理制度，完善课堂教学、教学评价、

实习实训、毕业设计以及专业调研、人才培养方案更新、资源建

设等方面质量标准建设，通过教学实施、过程监控、质量评价和

持续改进，达成人才培养规格。 

2.学校、二级院系及专业应完善教学管理机制，加强日常教

学组织运行与管理，定期开展课程建设水平和教学质量诊断与改

进，建立健全巡课、听课、评教、评学等制度，建立与企业联动

的实践教学环节督导制度，严明教学纪律，强化教学组织功能，

定期开展公开课、示范课等教研活动。 

3.学校应建立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及社会评价机制，并对生

源情况、在校生学业水平、毕业生就业情况等进行分析，定期评

价人才培养质量和培养目标达成情况。 

4.专业教研组织应充分利用评价分析结果有效改进专业教

学，持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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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毕业要求 

学生通过规定年限的学习，须修满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所规

定的学时学分，完成规定的教学活动。在校期间无违纪、违法行

为，或受到处分但处分已经撤销。通过专业学习具有良好的职业

道德和人文素养，掌握药理学、药物化学、药物分析、药剂学、

临床药物治疗学、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药事管理与法规等基本

知识和技能，具有胜任药学服务、药品生产和质量控制与管理药

品营销等岗位群的岗位能力。 

（一）学时学分要求 

在修业期限内，本专业学生必须修满总学分 159 学分，第一

课堂 153 学分，其中必修课 131.5 学分，限选课 17.5 学分，任

选课 4 学分，第二课堂 6 学分等。 

（二）等级证书要求 

获得红十字会救护员证书等。 

（三）毕业考试要求 

通过毕业考试，毕业考试科目为药学综合一（内容涵盖药物

分析、药剂学、药事管理与法规等课程）和药学综合二（内容涵

盖药物化学、药理学、临床药物治疗学、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等

课程）。 

（四）其他要求 

毕业设计（论文）符合要求；体测达到《国家学生体质健康

标准》合格要求。 

十、附录 

1.江苏护理职业学院 2023 级药学专业教学进程安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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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江苏护理职业学院 2023级药学专业教学进程安排表 

 

五

16 2 17 1 17 1 14 4 20 16 2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3 51 42 9 3

2 形势与政策 2 32 32 0 2/5-8W 2/5-8W 2/5-8W 2/5-8W

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2 32 32 0 2

4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48 39 9 3
5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2 32 26 6 2
6 职业生涯与发展规划 1 20 10 10 2/1-10W
7 艺术与审美 2 32 16 16 2/1-16W
8 劳动教育 1.5 24 12 12 2/1-4W 2/1-8W
9 体育与健康 6 108 16 92 2/1-12W 2/1-16W 2/1-16W 2/1-10W
10 外语 1△ 6 98 78 20 4 2
1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32 32 0 2/1-16W
12 信息技术 2 32 16 16 2
13 军事理论和军事技能* 4 148 36 112

36.5 541 351 190 13.5 15.5 2.5 2

1 创新创业教育 2 32 32 0 2

2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 16 16 0 1

3 “四史”学习▲ 2 32 32 0 2/1-16W
4 就业指导▲ 1 18 18 0 2/1-9W
5 外语拓展▲ 2 32 32 0 2/1-16W

任
选

6 人文素养提升课程▲ 2 32 32 0 1 1/1-16W

10 162 162 0 2 0 0 0
1 无机化学 △ 4 64 50 14 4

2 有机化学 4 64 50 14 4

3 人体结构与功能 △ 4 70 60 10 5/1-14W

4 分析化学 △ 4 68 48 20 4

5 生物化学 △ 3 51 42 9 3

6 病原生物与免疫 2 34 28 6 2

7 临床医学概要 3 51 45 6 3
8 中医药学基础 3 51 42 9 3

27 453 365 88 13 9 6 0
1 药物化学 △ 3 51 37 14 3

2 药理学 △ 5 85 65 20 5

3 药剂学 △ 4 64 44 20 4

4 药物分析 △ 3.5 56 36 20 4

5 临床药物治疗学 △ 3.5 56 46 10 4

6 药学综合知识与技能 3 48 38 10 4/1-12W

7 药事管理与法规 △ 2 36 30 6 3/1-12W

24 396 296 100 0 0 12 15
1 先锋榜样与急救技能 1 16 8 8 2/1-8W
2 中医药发展史 1 16 16 0 2/1-8W
3 实验室安全与防护▲ 1 16 16 0 2/9-16W
4 药品市场营销技术 1.5 28 20 8 2/1-14W
5 中成药学 1.5 28 24 4 2

6 智慧药学 1.5 24 20 4 2/1-12W

7 文献检索 1 16 8 8 2/1-8W
9 药学综合实训 1 16 0 16 8/13-14W

任
选

9 专业素养提升课程▲ 2 32 32 0 1/1-16W 2/1-8W

11.5 192 144 48 1 1 5 7
1 专业见习 2 48 0 48
2 专业实习 40 960 0 960
3 毕业设计（论文） 2 48 0 48

44 1056 0 1056
153 2800 1318 1482 第5学期

24
1

0

江苏护理职业学院2023级药学专业教学进程安排表

执行时间：自2023-2024学年第1学期起    制订时间：2023年5月

周课时与教学周

第一学年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一 二 三 四 六

小计

小计

小计

小计

小计

小计
合计 第1学期 第2学期 第3学期 第4学期 第6学期

周学时 29.5 25.5 25.5 26 24

3 3 0

开设课程数 14 16 10 12

注：
1.带*课程计入总学分，不计入总学时和周学时；带▲课程计入总学分和总学时，不计入周学时；专业实践教学每周计1学分24学时。
2.带△课程考核方式是考试，△前数字是考试学期，无数字的是所有学期均考试；未标注△的考核方式是考查。

课
程
类
别

公
共
基
础
课
程

专
业
（

技
能
）

课
程

选
修
课

必
修
课

选
修
课

限
选

专
业
基
础
课

专
业
核
心
课

专
业
拓
展
课
（

限
选
）

序
号

课程名称

考
核
方
式

学
分

总计

毕
业
设
计
（

论
文
）

必
修
课

课
程
性
质

学时

毕业考试科目：药学综合一（内容涵盖药物分析、药剂

学、药事管理与法规等课程）、药学综合二（内容涵盖

药物化学、药理学、临床药物治疗学、药学综合知识与

技能等课程）

实
践
教
学

顶
岗
实
习

理论 实践

军
事
理
论
和
军
事
技
能
*

专
业
认
知
见
习

专
业
见
习

2

考试课程数 3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