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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预选卫生士官药事管理的教学是一项全新的教学任务，无经验可循。本文根据作者完成预选卫生士官教学的

实际体会，从课程设计、备课要求和教学效果 3 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贴近基层、注重实践的教学出发点，以期为今

后进一步完善预选卫生士官药事管理教学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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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 of pharmacy administration teaching for pre-selected medical non-
commissioned officers from the point of practical ability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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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 pharmacy administration teaching for the pre-selected medical noncommissioned officers was a new task and there was
no experience to follow． Based on the author's own practical experience，systematic conclusion from the curriculum designation，the lesson
planning requirements and the teaching effects were summarized in this paper． An idea that the teaching should be close to the grassroots and
focus on practice for further improving the teaching effects in future was also proposed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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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事管理学是一门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学科，

在教学中，除了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的法律法规知识外，

还必须教会学生如何结合工作实践，灵活运用这些法

律法规，而后者是评价教学效果的主要指标。我教研

室承担了预选卫生士官药事管理课程的教学任务，在

课程设计中，考虑到这部分学生应当更加注重实践锻

炼的需要，在教学中对现有法规体系进行精讲，多讲实

践中规定的具体使用，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以下

对开展预选卫生士官药事管理教学的一些经验进行总

结［1，2］。

1 课程设计贴近基层实际

1．1 课程内容贴近基层需求 承担授课任务的教员

主动联系基层单位，实地调研卫生员培训需求。通过

调研发现，对药材进行管理是基层卫生员的一项重要

工作，但由于缺乏相关专业培训，许多基层卫生员在管

理中一直不得要领。有的单位经常远距离作训，有的

甚至到高原训练，由于对高原药材需求缺乏了解，时常

发生“带的药没用，用的药没带”的现象。掌握这些情

况后，授课教员随即着手对涉及的知识点进行扩充，及

时调整授课内容，将一些涉及基层部分的药材管理规

定进行了重点介绍。
1．2 切实吃透教材 教材是预选卫生士官培训的基

本依据，也是所有学生需掌握的基本内容。领受药品

管理培训任务后，教员第一时间认真研读教材，对教材

中的关键知识点进行了梳理，根据培养方案和教学要

求列出重点掌握、熟记、了解等不同层次知识点。如将

“基层常用药材的保管”列为重点掌握，将“特殊管理药

品使用注意事项”列为熟记，将“药品分类管理要求”列

为了解，使学兵在学习时能够区分重点，分步骤掌握知

识点。

2 发挥集体智慧完成备课

2． 1 集智攻艰破难 我教研室同时承担了研究生、药
学本科生、卫管本科生和任职班的教学任务。长期的

一线教学，积累了大量的教学经验。但是面对预选卫

生士官培训却是无经验可循，加之部分教具还未到位，

给教学工作带来了极大的考验。因此，受领任务后，我

们迅速联系卫生装备研制机构，协调对方提供产品外

观图片、功能介绍、内部组配结构示意图和药品品量

表，在授课中以一手图文资料的形式向学兵展示和讲

授，图文并茂，达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2． 2 坚持集体备课 为保证教员授课质量，教研室及

993
药学实践杂志 2012 年 9 月 25 日第 30 卷第 5 期

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Practice，Vol． 30，No． 5，September 25，2012



时成立教学组，对每个单元章节的内容通过集体备课

的形式认真讨论，将该单元内容确定下来，按照课堂教

学设计的要求，建立标准化教案，把所确定的知识点体

现出来。同时还组织授课教员多次对授课内容进行试

讲，邀请教学专家从授课内容、讲授方式和节奏把握等

多方面进行把关和指导。经过教研室、学院、大学三级

的多次试讲后，教员的整体授课水平有了大幅提高，保

证了备课质量，同时也增强了教员的授课信心。

3 因材施教，注重教学效果

3 ． 1 注重实践技能 如何通过课堂教学使预选

卫生士官的实践能力得到提高，是教学中遇到的

难题。我们通过当堂讲解、当堂练习、当堂考查的

方法，来了解学兵的实际接受情况。以基层药材

管理工作中涉及的各式表单的填写为例，教员根

据学兵专业知识基础参差不齐的特点，首先对基

层药材管理中涉及的表单做了细致的分析，使学

兵了解各类表单的用途; 然后，教员再对典型表单

进行填写演示和讲解; 讲解完毕后，由学兵分组填

写发放的表单，填写的同时教员巡查学兵填写情

况，并集中点评。又如讲授药材的请领程序，教员

在课堂上现场调取某单位药品消耗实际，请学生

判断是否需要请领，并走上讲台现场填写请领单，

通过这一授课环节，所有学生均掌握了药材请领

要领。针对过期药品管理混乱的实际，结合教员

多年调研基层的丰富经验，通过实例讲解某单位

由于过期药品管理的麻痹大意而造成的损失，使

学生了解过期药品的危害，从思想深处加深了对

失效药品的管理认识。
3 ． 2 确保教学效果 授课中，教员始终坚持讲得

多、讲得深，并不代表上课的效果好，关键是讲得

精，用得上。针对调研中发现的问题，教员打破常

规，跳出教材束缚，将本单位的一些科研成果运用

到教学中。如部队前往高原驻训不知携带什么药

品的问题，教员指导学兵了解掌握补充药材标准

的品量情况，为学生回到单位做好药材保障提供

了强有力的理论知识储备。
3． 3 打牢专业基础 卫生员在部队可从事的岗位众

多，其中作为药房药材管理人员是其可能承担的重要

岗位之一。为使学兵培训后能胜任不同岗位需求，为

未来岗位自学、复训和专业发展奠定基础，在教学设

计上，我们根据校首长提出的“实用、管用、够用”的原

则，重点突出了药房管理这一专业基础知识的教学。
常规教学中，药房管理的教学多采取实地参观见学的

方式组织教学，但由于学兵数量众多，无法一一前往

药房实地学习。为克服这一问题，我们联系基层药房

建设示范单位，派出教员在该药房参与工作一周时

间，将药房布局、调剂台的配备、药品充填、失效药品

管理等基层药房主要工作了解透彻，并拍摄大量影像

资料。课堂上，结合理论知识要点，配以录像和图片

说明，增加了学兵掌握药房管理的实际技能，着力弥

补学兵无法实地体验的缺陷，收到了非常好的教学效

果。甚至有的学兵在课后说，自己以后复员回家后完

全可以去药店当一名药师了。

4 结语

预选卫生士官培训对药事管理教员来说还是一

个新生事物，如何做好培训是需要全体教员共同研

究的一个新课题。我们相信，有上级领导的大力支

持，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磨合与充实完善，我们一定

会在巩固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大力开展教学改革研

究，摸索出针对性更强、运行机制更畅、发挥效能更

大的预选卫生士官培训药学课程体系，为基层卫生

事业人才培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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