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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根据学院和社会市场定位，围绕本科教育“本科教育”和“应用性人

才培养”两个基本特征，突出“宽口径与应用性”的特色，“培养知识面宽，药

学、管理学、法学等基础理论功底扎实，“知识、能力、素质”三位一体，并注

重素质全面提高的复合型的，应用型的、社会急需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二、培养规格 

1.知识结构 

①具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政治理论知识和基

本法律知识。 

②掌握一定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③掌握计算机应用基础、程序设计语言等计算机基础知识。 

④掌握药学，包括药化、药剂、药理、药分和制药工程学基本知识与原理。 

⑤掌握管理学，质量管理学的基本知识与原理，包括 GMP、GSP等方面的知

识与原理。 

⑥掌握法学，包括民法、行政法，药事法规等方面的知识与原理。 

⑦掌握经济学，包括药物经济学、药品市场营销等方面的知识与原理。 

2.能力结构 

①在系统掌握药学，药品质量管理等知识的基础上，把所学的 GMP、GSP等

知识用于药品的科研、注册、生产、流通与销售等活动中去，确保药品科研、生

产、流通与使用质量安全。 

②在掌握法学，药事管理与法规等知识的基础上，把所学到的法学知识用于

药品科研、生产、流通、使用与监管等活动的各种法律关系与权力义务的调整与

分配上。 

③在掌握经济学，药物经济学等知识的基础上，把所学到的经济学，包括药

物经济学等方面的知识与原理应用到医药行业发展与规划，合理用药等方面，提

高整个行业的效益与效率。 

④在掌握管理学，市场营销等知识的基础上，把所学到的企业管理、市场营

销等方面的知识，应用到医药企业各种管理、市场开发与规划、产品销售等工作



中去，提高企业的效益。 

⑤具有应用所学理论和知识解决工作岗位实际问题的能力、适应发展的能力

和知识更新、终身学习的能力。 

⑥具有外语应用能力，具有文献检索、资料查询、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相

关信息及利用信息表达的能力。 

⑦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较强的表达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团队合作能

力、一定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的基本能力。 

3.素质结构 

①政治素质 

拥护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树立振兴中华的理

想；树立社会主义法制观念，遵纪守法，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公德；具有理

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言行一致的思想作风；具有团结协作精神和勇于创新的

科学精神。 

②职业素质 

具有适应职业岗位所必需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工作能力；具有良好的职

业道德、爱岗敬业、勇于进取的良好品质；具有较强的沟通与协作、协调与组织

能力，并有良好的团队精神；具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心和社会责任感。 

③身心素质 

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达到规定的军事训练合格标准和体质健康测

试标准。 

④人文素质 

具有一定的美学、文学、艺术修养和人文科学素养；对自然、社会生活和艺

术具有一定的美学鉴赏能力；有一定的音乐、书画、礼仪知识和审美能力。 

 

三、职业资格要求 

本专业要求毕业生除了获得毕业证书外，还必须获得以下职业资格证书之

一： 

1.全国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证书； 

2.毕业 3年后获得执业药师资格证书。 

 

四、主要专业课程 

专业核心课程：基础化学、有机化学、生物化学、生理药理学、药物化学、

药剂学、仪分与药分、制药工艺学、天然药物、药剂学、简明医学基础、中医学

基础、中国药事法规、国际药事法规、药品质量管理、管理学、西方经济学、民



法、商法学、行政与行政诉讼法。 

主要实践环节：基础化学实验、药物化学实验、仪分与药分实验、药剂学实

验、生物化学实验、制药综合实验、药厂实习、管理学实践、药事管理实践、毕

业设计。 

 

五、毕业标准与学位学分绩点要求 

毕业标准: 遵章守纪,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和身体素质,符合规定的德育和

体育标准；修满本专业最低计划学分要求 182学分,且各类课程的学分符合专业

指导性教学计划规定。 

学位学分绩点要求: 平均学分绩点≥2.0。 

 

六、课程结构和学分学时分布表 

课程性质 教学形式 

课程类别 学分 学时 

学时 

比例

（%） 

必修课 

学时 

选修课 

学时 

理论教

学学时 

实践教

学学时 

通识教育课 58.5 936 32.14 456 480 788 148 

专业基础课 37 592 20.33 592 0 592 0 

专业主干课 21 336 11.54 336 0 336 0 

专业方向课 22 352 12.09 256 96 346 6 

集中实践环节 43.5 696 23.9 696 0 0 696 

总 计 182 2912 100 2336 576 2062 850 

 
七、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 

        







药事管理专业课程或教学环节与毕业生知识、能力及素质对应关系矩阵图 
 

毕业生应具备的知识、能力及素质 对应课程或教学环节 课程或教学环节先后修关系 

具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等政治理论知识和基本法律知

识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代史纲要、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 

课外：“思政课”课外实践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代史纲要、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 

“思政课”课外实践 

掌握一定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和人文社会

科学知识 

高等数学（经）、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素

质教育课程、大学语文 

高等数学（经）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素质教育课程、大学语文 

掌握计算机应用基础、程序设计语言等计

算机基础知识 

Office办公软件应用、大学计算机基础与 VB程序设

计（理论）、大学计算机基础与 VB程序设计（实践） 

Office办公软件应用大学计算机基础与 VB程序设计

（理论）大学计算机基础与 VB程序设计（实践） 

掌握药学，包括药化、药剂、药理、药分

和制药工程学基本知识与原理 

基础化学、有机化学与化学药物、生物化学、生理药

理学、仪器分析与药物分析、药剂学、制药工程学、

生药学、生物制药技术 

基础化学→有机化学与化学药物→生物化学→仪器分析

与药物分析→制药工程学→药剂学 

生理药理学→生药学→生物制药技术 

掌握管理学，质量管理学的基本知识与原

理，包括 GMP、GSP等方面的知识与原理 

管理学 A、公共关系学 B、社会学概论、药品质量管

理 GXP（GMP\GSP）、管理学实训 

课外：各类讲座 

管理学 A→公共管理学 B→社会学概论→药品质量管理

GXP（GMP\GSP）→管理学实训 

各类讲座 

掌握法学，包括民法、行政法，药事法规

等方面的知识与原理 

民法、商法学、行政与行政诉讼法、中国药事法规、

国际药事法规 

民法→商法学→行政与行政诉讼法→中国药事法规→国

际药事法规 

掌握经济学，包括药物经济学、药品市场

营销等方面的知识与原理 

西方经济学、会计学基础、国际贸易学、医药市场营

销 

西方经济学→会计学基础→国际贸易学→医药市场营销 

在系统掌握药学，药品质量管理等知识的

基础上，把所学的 GMP、GSP等知识用于药

品的科研、注册、生产、流通与销售等活

药事管理导论、中医药学基础、简明医学基础、药剂

学、药品质量管理 GXP、药学进展、药品注册与专利、

临床药学 

药事管理导论→中医药学基础→简明医学基础→药剂学

→药品质量管理 GXP→药学进展→药品注册与专利→临

床药学 



动中去，确保药品科研、生产、流通与使

用质量安全 

在掌握法学，药事管理与法规等知识的基

础上，把所学到的法学知识用于药品科研、

生产、流通、使用与监管等活动的各种法

律关系与权力义务的调整与分配上 

民法、商法学、行政与行政诉讼法、中国药事法规、

国际药事法规 

模拟法庭 

民法→商法学→行政与行政诉讼法→中国药事法规→国

际药事法规→模拟法庭 

 

在掌握经济学，药物经济学等知识的基础

上，把所学到的经济学，包括药物经济学

等方面的知识与原理应用到医药行业发展

与规划，合理用药等方面，提高整个行业

的效益与效率 

西方经济学、会计学基础、国际贸易学、医药市场营

销、药物经济学、物流及供应链管理、电子商务概论、

药物经济学、药物统计学 

西方经济学→会计学基础→国际贸易学→医药市场营销

→药物经济学→物流及供应链管理→电子商务概论→药

物经济学→药物统计学 

在掌握管理学，市场营销等知识的基础上，

把所学到的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等方面的

知识，应用到医药企业各种管理、市场开

发与规划、产品销售等工作中去，提高企

业的效益 

管理学 A、市场营销学、公共关系学 B、社会学概论、

药品质量管理 GXP（GMP\GSP）、管理学实训、国际贸

易学、医药市场营销、药物经济学、物流及供应链管

理、电子商务概论、药物经济学、药物统计学 

药事管理导论、药剂学、药品质量管理 GXP、药学进

展、药品注册与专利、临床药学 

课外：各类讲座 

管理学 A→公共管理学 B→社会学概论→药品质量管理

GXP（GMP\GSP）→管理学实训 

国际贸易学→医药市场营销→药物经济学→物流及供应

链管理→电子商务概论→药物经济学→药物统计学 

药事管理导论→药剂学→药品质量管理 GXP→药学进展

→药品注册与专利→临床药学 

各类讲座 

具有应用所学理论和知识解决工作岗位实

际问题的能力、适应发展的能力和知识更

新、终身学习的能力 

药剂学、制药工程学、药品质量管理 GXP、中国药事

法规、认识实习（企业）、基础化学实验、生物化学

实验、仪分与药分实验、药剂学实验、制药综合实验、

生产实习（企业）、药事管理实践、毕业设计 

药剂学制药工程学药品质量管理 GXP 中国药事法

规认识实习（企业） 

基础化学实验生物化学实验仪分与药分实验药剂

学实验制药综合实验生产实习（企业） 

认识实习（企业）生产实习（企业）药事管理实践 

毕业设计 



具有外语应用能力，具有文献检索、资料

查询、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相关信息及

利用信息表达的能力 

Office办公软件应用、大学英语、药学英语及文献检

索、认识实习（企业）、生产实习（企业）、毕业设计、

企业实训 

大学英语、Office办公软件应用药学英语及文献检索 

毕业设计 

学科综合应用 

认识实习（企业）生产实习（企业）企业实训 

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较强的表达能

力、人际交往能力、团队合作能力、一定

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的基本能力 

素质教育课程、管理学、大学英语、药学英语及文献

检索、认识实习（企业）、生产实习（企业）、毕业设

计 

 

 

课外：“思政课”课外实践、创新创业实践 

素质教育课程、管理学 

大学英语药学英语及文献检索 

认识实习（企业）生产实习（企业）企业实训 

毕业设计 

“思政课”课外实践 

创新创业实践 

拥护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热爱

社会主义祖国；树立振兴中华的理想；树

立社会主义法制观念，遵纪守法，有良好

的思想品德、社会公德；具有理论联系实

际，实事求是，言行一致的思想作风；具

有团结协作精神和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代史纲要、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国近代史纲要、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 

 

具有适应职业岗位所必需的专业知识、专

业技能和工作能力；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爱岗敬业、勇于进取的良好品质；具有较

强的沟通与协作、协调与组织能力，并有

良好的团队精神；具有强烈的事业心、责

任心和社会责任感 

基础化学、有机化学与化学药物、生物化学、生理药

理学、仪器分析与药物分析、药剂学、制药工程学、

生药学、生物制药技术、管理学 A、公共关系学 B、

社会学概论、药品质量管理 GXP（GMP\GSP）、管理学

实训、药事管理导论、药剂学、药品质量管理 GXP、

药学进展、药品注册与专利、临床药学、民法、商法

学、行政与行政诉讼法、中国药事法规、国际药事法

规、模拟法庭、西方经济学、会计学基础、国际贸易

学、医药市场营销、药物经济学、物流及供应链管理、

基础化学→有机化学与化学药物→生物化学→仪器分析

与药物分析→制药工程学→药剂学 

生理药理学→生药学→生物制药技术 

管理学 A→公共管理学 B→社会学概论→药品质量管理

GXP（GMP\GSP）→管理学实训、各类讲座 

药事管理导论→药剂学→药品质量管理 GXP→药学进展

→药品注册与专利→临床药学 

民法→商法学→行政与行政诉讼法→中国药事法规→国

际药事法规→模拟法庭 



电子商务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大学生职

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认识实习（企业）、生产实

习（企业）、企业实训 

 

西方经济学→会计学基础→国际贸易学→医药市场营销

→药物经济学→物流及供应链管理→电子商务概论→药

物经济学→药物统计学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

业指导 

认识实习（企业）生产实习（企业）企业实训 

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达到规定

的军事训练合格标准和体质健康测试标准 

 

军事理论和军训、体育、素质教育课程 

 

 

课外：健康标准测试 

军事理论和军训 

体育 

素质教育课程 

健康标准测试 

具有一定的美学、文学、艺术修养和人文

科学素养；对自然、社会生活和艺术具有

一定的美学鉴赏能力；有一定的音乐、书

画、礼仪知识和审美能力 

素质教育课程、大学语文 

 

 

课外：“思政课”课外实践 

素质教育课程、大学语文 

“思政课”课外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