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开放大学医药卫生大类药学类

药学专业(专科)实施性人才培养方案

一、专业名称、层次、所属学科门类

专业名称：药学。

专业层次：专科。

专业门类：医药卫生大类药学类。

二、入学要求

1.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可报名注册入学。

2.药学专业招生对象为医药卫生等相关行业从业人员。

三、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较高思想水平和政治觉悟，具

备良好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适应我国医药事

业发展需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为促进公众安全合理用药及健康中国建设

服务的能力和意识，能够从事药物生产、质量控制、管理，初步进行指导患者安全

合理用药、进行药学咨询、服务的应用型专门人才，完善生命健康产业人才培养体

系，为生命健康产业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

四、培养规格

1.修业年限：修业年限 2.5年，学籍 8年有效。

2.学习形式：开放教育。



3.总学时学分：1404 学时，78 学分.

4.人才培养知识、能力和素质要求：

1）知识要求

具备医学、药学、化学、生物学基础知识，熟悉药品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具备人文、

社会科学、思想政治、计算机等基本知识。

2） 能力要求

具备从事药物生产、合理使用、经营管理、质量控制等工作的基本能力。具备一定

的药事管理能力；具备指导患者合理用药的能力；具备药物的贮存、保管和养护能力；

熟悉常用药品及其制剂的制备及质量检验方法；初步具备获取药学信息的能力。

3） 素质要求

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牢固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法律观念及较强的责任心。具备为促进

公众安全合理用药和服务健康中国建设的能力和意识。

五、课程体系说明

（一）课程模块设置

本专业共设置 6个模块，分别是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通识课、综合实践、专

业核心课、思想政治课。

（二）课程设置

1.公共基础课

该模块最低毕业学分为 5学分，模块最低中央电大考试学分为 1学分，模块设置学

分为 7学分。

必修课：国家开放大学学习指南。

选修课：计算机应用基础、人工智能专题。

2.专业基础课



该模块最低毕业学分为 24学分，模块最低中央电大考试学分为 24学分，模块设置

学分为 24学分。

均为必修课：医学免疫学与微生物学、药理学（药）、药物化学、中医药学概论、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社会心理适应、人体解剖生理学。

3.通识课

该模块最低毕业学分为 4学分，模块最低中央电大考试学分为 0学分，模块设置学

分为 4学分。

2门课程均为非统设必修课：中国近现代史专题、地域文化（专）形势与政策，考

试单位为省。

4.综合实践

该模块最低毕业学分为 8学分，模块最低中央电大考试学分为 0学分，模块设置学

分为 8学分。

综合实践包括毕业实习（药学）和毕业作业（药学），统设必修。

5.专业核心课

该模块最低毕业学分为 19学分，模块最低中央电大考试学分为 19学分，模块设置

学分为 27 学分。

必修课：调剂学、药剂学、药事管理与法规、药物治疗学、医药商品营销实务。

选修课：临床医学概论、职业道德与药学伦理、药用分析化学。

6.思想政治课

该模块最低毕业学分为 10学分，模块最低中央电大考试学分为 8学分，模块设置

学分为 10学分。

必修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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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思想道德与法治，统设必修。

（三）课程说明（部分）

1.公共基础课（略）



2.专业基础课

（1）医学免疫学与微生物学

本课程 3学分，共 54学时，开设一学期。

本课程是国家开放大学药学专业（专科）的一门专业基础课。本课程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为医学免疫学，第二部分为医学微生物学。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和

掌握免疫学的基础知识和专业术语以及系统的微生物学的知识，尝试利用所学的知识分

析解决临床相关问题，为疾病预防、分析、诊断提供理论依据。通过学习，提高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好地服务临床实践, 并为学习其他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打好基

础。

医学免疫学内容主要包括：免疫系统、免疫球蛋白、抗原抗体的概念、补体系统、

免疫应答及调节、变态反应及免疫学应用。医学微生物学内容主要包括: 细菌的形态与

结构、生长繁殖与代谢、遗传与变异；致病性与抗细菌感染免疫； 消毒灭菌及细菌感

染的实验室检查原则，特异防治及药物防治原则等基础知识； 病原性与条件致病性细

菌的生物学性状介绍，致病性与免疫性，防治原则；病毒的基本性状、分类,病毒的感

染、免疫及实验室检测原则、防治原则，临床常见 病毒的致病性与免疫性，检查及防

治原则；支原体、衣原体、立克次体和螺旋体的生物学性状、致病性与免疫性检查方法

及防治原则。

（2）药理学（药）

本课程 3学分，共 54学时，开设一学期。

本课程是研究药物与机体相互作用及其规律和机制的科学,是联系基础医学和临床

医学、医学和药学的桥梁和纽带课程。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能够掌握疾病防治及

合理用药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提升学生促进公众合理用药能力。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绪论；药效学；药动学；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药物（镇静催

眠抗焦虑药、抗癫痫和抗惊厥药、抗精神失常药、抗帕金森病药等）、作用于外周神经

系统的药物（拟胆碱药、抗胆碱药、拟肾上腺素药、抗肾上腺素药）、镇痛药与解热镇

痛抗炎药、作用于心脑血管系统的药物（治疗慢性心功能不全药、抗心绞痛药和他汀类

降血脂药、抗高血压药）、作用于呼吸、消化系统的药物、降糖药、抗菌药等。



（3）药物化学

本课程 4学分，共 72学时，开设一学期。

药物化学是用研究药物的化学结构、制备原理、理化性质、体内代谢、构效关系、

药物与生物大分子间相互作用规律、生理活性以及发现与发明新药的综合性学科。通过

学习可使学生掌握：常用药物的化学名称、结构、理化性质、临床应用及构效关系；贮

存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化学变化；化学结构和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常用药物体内代谢时的

结构改变及其与生物活性的关系等；熟悉药物的异构现象对其生理活性的影响；了解新

药开发的途径和方法。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药物化学的基本概念及发展概况；麻醉药；作用于中枢神

经系统的药物（镇静催眠、抗癫痫和抗精神失常药、镇痛药等）、非甾体类抗炎药、作

用于外周神经系统的药物（如拟肾上腺素和拟胆碱药等）、心血管系统药物、抗菌药物、

抗肿瘤药物、药物的构效关系、新药研发的途径和方法等。

（4）中医药学概论

本课程 4学分，共 72学时，开设一学期。

本课程是国家开放大学药学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培养学生

具备一定的中医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具备初步运用中医理论和中药知识以

及方剂理论的能力，为从事中医药相关服务工作打下初步的中医药学基础。通过对传统

中医药学知识的学习，增强建设“健康中国”的使命担当。

本课程的内容包括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和方剂学四门课程的基础理

论知识，以传统中药学的内容为主，主要介绍中医学对人体结构和功能的认识，中医学

对疾病的病因与病机认识、中医学的四诊方法和辩证方法、中药学的基础理论和常用中

药、方剂学的基础理论及常用方剂等内容。

（5）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本课程 3学分，共 54学时，开设一学期。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共 19章。第 1~10章是总论部分，主要阐述疾病的基本病理过程

和基本病理变化，即不同种疾病中共同的、普遍性的规律。例如，细胞和组织的损伤、

适应与修复，血液循环障碍，水和电解质代谢紊乱，酸碱平衡紊乱，缺氧，发热，休克，



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炎症，肿瘤等。第 11 ~18章是分论部分，主要论述各系统的常见病、

多发病的病因、发病机制、机体的形态结构及其功能代谢的改变、疾病发生发展过程及

其规律等，也包括重要的系统疾病中一些常见的共同的病理生理变化（如心力衰竭、呼

吸衰竭、肝功能衰竭、肾功能衰竭等）。诊断病理学在疾病的诊断、临床治疗及预后判

断中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是医院为病人提供诊疗服务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

节。第 19章特别增加了病理检查诊断的基本知识。

（6）社会心理适应

本课程 3学分，共 54学时，开设一学期。

本课程是连接基础心理学与应用心理学之间的桥梁课程，是研究个体自我、个体与

群体、社会关系及社会适应的概念、特征、过程及应用方法的一门科学。 为了解自我、

完善自我以及与他人及社会和谐相处提供基本理念、基础理论和实用技能。学习本课程

可为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药学人才贡献力量。

课程以社会心理学、家庭心理学、健康心理学以及心理测量等教学内容及其内在的

联系为基础，将以上内容有机地结合，以新的课程结构重新组合，将个体与自我、个体

与他人、个体与群体、个体与社会，以及个体与环境整合起来，强调以“自我”为出发

点，围绕着“自我”探讨其与周围所存在的各种“关系”。

本课程注重社会心理学基本知识的介绍，在介绍基础知识、概念和案例的同时，重

视健康的心理理念的构建，并适当介绍有关理论及心理过程激励，结合心理适应与应对

技术，使本课程既有理论性，又兼具实用性，使学生真正受益。

（7）人体解剖生理学

本课程 4学分，共 72学时，开设一学期。

本课程由人体解剖学、组织学和人体生理学整合而成。人体解剖学与组织胚胎学是

研究正常人体各部分形态、结构、位置、毗邻及结构与功能关系的科学, 是学习人体生

理学的形态学基础。人体生理学是研究正常人体生命活动规律和生理功能的科学。通过

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人体各系统的基本组成、结构及其生理功能。在此基础上，

理解药物的作用原理及其在体内的代谢过程等知识，指导实践工作，服务健康中国建设。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绪论；细胞和基本组织；人体的基本生理功能；运动系统；血



液；循环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能量代谢与体温；泌尿系统；神经系统；感觉器

官；内分泌；生殖等。

3.通识课（略）

4.综合实践

（1）毕业实习（药学）

本课程 5学分，共 90 学时，开设一学期。

（2）毕业作业（药学）

本课程 3学分，共 54 学时，开设一学期。

5.专业核心课

（1）必修课

1）调剂学

本课程 4学分，共 72学时，开设一学期。

调剂学是药学领域一门重要的应用学科。学习本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综合应用药学及

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从事药品调配、药品管理和药学服务的能力。调剂学课程的内容

分为三部分：绪论，上篇和下篇。上篇为调剂学基础（1 ~6章），包括药房，药品，药

师，国家医疗卫生保障制度与相关法律、法规，调剂业务的 合理用药基础，调剂服务

与调剂伦理。下篇为调剂技术与应用（7~21章），包括调剂总论，处方与处方集，药品

的包装、标签与说明书，医院门诊药房、住院药房调剂业务以及社会药房调剂业务，不

同剂型药品的调剂，特殊人群的药品调剂，特殊调剂与药品分装，中药调剂业务，调剂

业务的信息化与智能化，药品管理，调剂差错与风险控制，用药咨询与患者教育和调剂

学展望等。

2）药剂学

本课程 4学分，共 72学时，开设一学期。

该课程是研究药物制剂的处方设计、基本理论、制备工艺、质量控制和合理用药等

内容的综合性应用型技术学科，是药学相关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该课程的基本任务是

研究如何将药物制成适宜的剂型，确保药物制剂的安全、有效、稳 定、使用方便、顺

应性好，以增强疗效，减少不良反应，促进合理用药。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具有



药物制剂的处方设计、制备、质量控制、合理应用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为从事制剂

的生产、合理使用、储存养护奠定基础。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各种剂型的定义、特点、质量要求；常用剂型的设计、处方分

析、制备过程及质量控制；常用制剂设备的基本原理及使用方法；常用药用辅料的性能、

特点和用途；新剂型的特点、应用和发展趋势；制剂配伍变化的原理及处理原则等。

3）药事管理与法规

本课程 3学分，共 54学时，开设一学期。

药事管理与法规是研究有关药品管理活动的内容、方法、原理及规律的学科，是药

学和管理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形成的交叉学科。通过学习本课程，可使学生了

解现代药学实践活动中管理活动的基本内容、方法和原理，熟悉国内外药事体制及组织

机构，明确药品质量与管理的关系，掌握我国药事管理法 规与药师职业道德行为准则，

培养学生运用药事管理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其相关法规；特殊药品管理

办法，药事管理体制，药品质量监督管理；新药研制、审批管理；药品广告管理；药品

专利产权保护等。

4）药物治疗学

本课程 4学分，共 72学时，开设一学期。

本课程是一门跨学科课程，内容涉及广泛。本课程将药物治疗相关的基本理论、基

本概念和常见病的药物治疗有机地联系起来，系统阐述药物治疗的概念和方法，还对现

代药物的临床应用动态及最新药物有所介绍。通过学习，使学员在掌握药物的作用和作

用机制及病因和病理变化的基础上，依据病人的病理、生理、心理及遗传特征，正确地

了解和使用药物，了解病人的个体化治疗，为参与临床药学实践打下基础。

本课程的基本内容：分为总论和各论两部分，总论部分介绍药物治疗学概论、处方

的调配与管理、药物相互作用、药物不良反应、药物经济学基本知识、个体化给药的理

论与方法；各论部分介绍特殊人群和特殊病理状态下的药物治疗、药学信息、第九章至

十四章介绍各系统常见疾病的药物治疗；第十五至十八章主要介绍疼痛的药物治疗、抗

菌药物的合理应用、糖皮质激素的合理应用、中毒解救等内容。



5）医药商品营销实务

本课程 4学分，共 72学时，开设一学期。

本课程围绕医药商品营销工作职业活动，突出实用技能要求。通过对本课程学习，

掌握医药商品购销员的职业素质要求、医药商业企业服务规范等医药商品营销基础知

识，能正确进行化学类药物的分类，根据药品说明书介绍药品的用途和使用方法，能对

常见病进行用药指导；掌握药品购销工作流程、药品陈列与保管养护、药品经济核算与

盘点等相关知识；将药品营销策略运用到药品销售过程中；增强处理医药商品在流通中

各环节业务的基本能力；提高医药商品经营管理的水平。

本课程内容分上下两篇共 14章。上篇(1 ~4章)主要介绍医药商品营销基础知识，

包括职业规范、药品管理与法律知识、医药商品知识、急救常识与安全知识等内容；下

篇(5~14章)主要介绍医药商品营销工作技能，包括医药商品各论、药品介绍、药品购销、

药品陈列、药品养护、顾客服务、售后服务、收银、经济核算、营销策略等内容。

（2）选修课

1）临床医学概论

本课程 2学分，共 36学时，开设一学期。

临床医学概论是研究诊断和防止疾病的学科群,在现代医药学中有重要地位.临床

医学内容广泛,涉及诊断学、急诊医学、传染病学、内科学、外科学、妇产科学、儿科

学及精神疾病等多学科。

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常见症状、问诊、体格检查、常用实验诊断、急诊医学及理化

因素所致疾病、传染病、呼吸系统疾病、循环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泌尿与男性生

殖系统疾病、血液及造血系统疾病、内分泌、代谢和营养疾病、风湿性疾病、神经系统

疾病、常见外科疾病、妊娠与妇科常见疾病、儿童成长与常见疾病、神经疾病和临床常

用诊疗技术等内容。

2）职业道德与药学伦理

本课程 2学分，共 36学时，开设一学期。

药学职业是与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与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特殊职业。药学职

业道德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在药学职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行为



规范。这种特殊性和重要性，决定着药学职业道德规范有着自己特殊的原则与内涵。药

学伦理学是研究医药道德的一门科学。随着医药事业的发展，加强药学相关从业人员的

职业道德和伦理规范建设，重视行业内的道德理论研究，有利于实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

国的有机结合，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道德与职业道德、伦理学与药学伦理、药学伦理的规范体系、

药学职业道德的基本原则、基本范畴、基本规范、主要内容以及在新药开发、药品生产、

药品经营、药品监管和医院药学领域的职业道德要求。

3）药用分析化学

本课程 4学分，共 72学时，开设一学期。

该课程是采用物理、化学及微生物学的方法来研究和探索药物及其制剂质量控制的

一门方法学科。通过该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全面掌握药物及其制剂分析技术的基本原理

与方法、在药物分析中的常用数据的采集及统计分析处理方法、常用分析检测技术在药

物分析中的应用等内容以及熟悉常用的国家药品标准。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定量分析中

的误差与分析数据处理方法、常用滴定分析方法的原理、光学分析法、色谱法、药物的

杂志检查、各不同结构(如巴比妥类、杂环 类)药物的分析方法、药物制剂的分析方法、

中药制剂的分析概述、药品标准的制订方法等。

（四）课程考核方式

本专业统设国开总部考试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采用形成性考核与终结性考

试相结合的方式，形成性考核成绩占总成绩的 50%或 100%；终结性考试采用开卷与闭

卷相结合的方式，闭卷考试课程数量占比约为 70%。具体请查阅相关课程的考核说明。

六、毕业规则

本专业各模块最低毕业学分依次是：公共基础课 5学分；专业基础课 24学分；通

识课 4学分；综合实践 8学分；专业核心课 19学分；思想政治课 10学分。

本专业最低毕业学分为 78学分，各模块最低毕业学分之和为 70学分，二者相差 8



学分。本专业总部考试学分为 52学分。

七、教学计划进程表（附后）

八、支持服务能力

本专业具备国家开放大学体系教师为专职教师和相关普通高校、科研院所等专业人

才为兼职教师的专兼职教师队伍。发挥国家开放大学办学体系优势，建设课程教学团队，

以强有力的师资队伍确保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

本专业通过课程文字教材、视频教材、网络课程等多种媒体为学生提供了多样化、

可选择、易利用的学习资源，配备与本专业课程相关必需的图书、期刊、杂志、音像等，

满足教学需求。

国家开放大学总部及体系的软硬件设施设备为专业教学提供了保障。如教室、云教

室、网络多媒体教室、图书馆、数字图书馆、科研仪器设备等。与有关医疗机构、药品

零售及批发等相关单位等有较好的合作关系，并能利用其资源开展实验、实习、实训等

教学活动。



医药卫生大类药学类

药学专业（专科）教学计划进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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