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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胜任力 的社会与管理药学研究生课程设置研究

舒丽芯 ， 陈 静 ， 栾智 鹏
， 李捷伟 （ 第二军 医大 学 ， 上海

摘要 目 的 构建社会与管理药学学科 研究生 课程设置方案 。 方法 运用 系统分析法 、专 家访 谈法和 文献 调研 法 ，研

究社会与 管理药学研究生胜任 力 和研究生教育课程设置 。 结果 社会 与 管理药学专业研究 生应 当具 备职业发 展能力 、个人

特质 、专业能 力 、管理能力 等 个胜任特征 项胜任 力 ；研究生课程设置可包括 门 前期课 程 、 门 核心课程 和 个门 类 的拓

展课程 。 结论 社会与管理药学研 究生胜任特征 和课程设置方案可 为各药学院校研 究生课程规划提供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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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会 与 管 理 药 学 （

是药学一级学科下新增二级学科 。 它是

研究药 品在获得 、流通 、使用 和管理过程 中 的社会 因

素与政策法规等相关问题的
一

门学科 研究领域包

括药事管理学 、药物经济学 、行 为药学 、药学信 息学 、

药物流行病学 以及药学心理与伦理学等 。 社会 与管

理药学研究的 主要任务是研究解决药物研发 、
生产 、

流通 、使用 、监管等各个环节 中 出 现的社会问题 ， 为

药物的可及性 、经济性 、合理性等提供相关的理论和

解决方案 。 由 于社会与管理药学 尚 属 于年 轻学科 ，

因此关于研究生教育 的课程设置还处于探讨之 中 。

本文从社会需要 出 发 ，在充分学 习 国外成熟理念 和

经验基础上 ，对社会与管理药学高 层次人才应 当 具

备的胜任 力进行系统分析 ，
研究社会与 管理药 学学

科知识体 系 以及社会与管理药学学科研究生 教育课

程设 置问题 。

基金项 目 第二军医 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课题

作者简介 舒丽芯 （ 女 ， 讲师 ：

通讯作者 李捷伟

资料来 源与方 法

资料 通过访问美 国药学院 联合会 （

， 官网 、 国

内招 收社会与 管理药学专业 （ 或方 向 ） 研究生 的 高

校官 网 、检索 等检索 国 内 外社 会 与管理药

学高等教育 的课程设置 、课程说明 、教学组织与考核

方式等资 料 。 以
“

胜任 力
“

与
“ “

做 关 键 词
“

与
”

关 系 检 索

文献 ， 查 阅关于社会与管理药学专 业毕业生

应 当具备的核心素 质和胜任力文献 。

方 法 与社会与 管理药学 名 专家访谈 ， 包

括博士 生导师 人 、硕士 生 导 师 人 ；
运 用 系 统分

析法 ，
根据社会与 管理药学专业学 习 规律 ， 借 鉴 建

构主义 思想 和理论 ， 划 分社会与 管理药学 研究 生

课程专业选修课与 必修课 ，
明 确专 业的 核心课程 、

交叉课程 和 拓 展课 程 ， 设 计社会 与 管理药 学研究

生课程 体系 。

核 心 素质与 胜任 力 本 文借鉴国 际 医学教 育

组织 （

制 定 的
“

全球 医 学 教育最 基本要 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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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核心 素 质定 义 为社会 与管理 药

学专业毕业生 能够从事社会 与管理药学实践及独立

幵展相 关研究 的所必须具备 的基本 条件 胜任力 是

指
“

能够区 分在特定 的工作 岗位和 组织环境中绩效

水平 的个体的特征
”

。 胜任 力从 人 的品 质和 能力

层 而论证 了 个体与 岗 位工作 绩效 的关 系
，
主要 反映

了个体的 社会角 色 、 自 我概念 、特质 和动机等潜在的

深层 次能力 特征

结果

社会 与 管 理 药 学 学 科研 究 生 应 当 具 备 的核 心

素质 和 胜任特征 社会需求是研究 生教育发展的 牵

引力 ， 而 学科发展需求是研究生教育 的 源 动 力 高

校应 如何组织教学活动以 培养 出符合学科和社会发

展需求 的社会与 管理药学学科研究生 ，
需要首 先 明

确毕 业生 的核心 素 质 和 胜任 力 。 提 出 通过

条核心素质来评估医学毕业生应 当具备 的 大胜任

力 ： ①职业 价值 、 态 度 、 行 为 和 伦理 ； ② 医 学科 学

基础 知识 ；③交流 与沟 通 能 力 ； ；临 床 技能 ；
⑤ 群 体

健康 和卫生 系统
； ⑥ 信息 管理 ；

⑦批 判 性 思维和 研

究 ，指导各 医药院 校 制 定 人才培养 方 案 美 国 临 床

药学院校联 合 会 （

白 皮 书 提 出 通过 项 核心 素 质 来 评

估临床 药师应 当具备 的 大胜任力
，

： ①判断 、解决

问题 的能 力 和决策 能 力 ；②沟 通 和交流能 力 ；
③信息

评价 和 管理 能 力
； ④ 病 人管理 能 力 ； ⑤专业 技 能

认为社会与 管理药学教育评 估 应 当重点评价

毕业生 的 的药学保健 能 力 、 卫生 系 统管理能 力 和公

共卫生促进能 力
…

解 放军 药学专业 委 员 会认 为

大药学专业本科毕业 生应 当具备 个人特质 、社 会心

理 素 质 、职业 使命感 、 专业技能 、管理 能 力 、理论 知

识 、 职业道德和军 事 素质 （ 此项 仅限军医 大 学 医 学

生 ） 等胜任特 征 。

社会与管理 药学研 究生 的 胜 任 力 要求 与 医 学

生 、 临 床 药 师有 相通 之 处 ， 但 也 有 自 身 的 学 科 特

点 ；
经文 献分析和 专家访 谈 ， 课 题组 认 为毕业 生应

当 具备 构 建 个 胜 任特 征 ， 内 含 项 核心 素 质

胜任 力 ） ，具体见 图 。

社会 与 管 理 药 学 学 科研 究 生课 程 设置 研

究 生课程应 当 围绕社 会 需求 及毕 业生 应 当具备 的

胜 任 力设 置 ， 同 时兼 顾 院 校 的 专业 领域 优势 由

于个 人特 质取 决于性 格 和 所在 环境 文 化 建 设 职

业 发展能 力 塑 造于 每一 门 课 程教 与学 的 过 程 ， 因

此 ，
本文重点 围 绕 专业 能 力 和 管 理能 力 探讨 研究

生课程设置 。

美国 普度大学 曾 于 年对美 国 所 院 校

的 社会 与管理药学研 究生课 程 设 置进行 了调 查 研

究 ， 当时统计学 、方法学研究 、经 济学 、 卫生政 策 已

经 是社 会 与 管理 药 学 研 究 生 教 育 项 目 的 核 心 课

程 。 于 年提 出 了 药学 教育社会与 管

理 药学课 程模块 组 成 ， 并 多 次 更新 了 美 国 药学 教

育 基础课程设置标准 ， 其 中 社会 、行为 和 管理 药学

包括 个 门类 （ 卫生 保健政 策 卫生 系统 及 卫生服

务 、与 病人有 关 的 活 动 、药 师 职业 的 发 展 、 药学 专

业实践 、药学 史 、信息学 、法 律法规规范及 伦理学 、

方法学统计学 及 研究设 计 、
指 导 、 网 络 资 源 ） 近

门 课程 。

胜任特征

职业发展能力

学习 能力

观察能力
一

思维能力

沟通能力 丨

个人特质

抗压能力

责 任 心

业 心

独 立 性

专业能力

管理能力

信息收集能力

统 纖评

科研创新能力
一

医 药决策能

人际理解能

团队管理能

冲突能力

公共关系能力

图

执行协同 能力

社会 与管理药学研 究 生应 当 具备 的

核心素质和 胜任 特征 群

课题组在胜 任特征研究基础之 上 ， 充分参 考 了

美 国药学教育经验 ， 设计 了适合 国 内药事管理 与社

会药学学科发展需要 的课 程体 系 （ 见表 ， 并与本

科教育 （ 大药学专业 ） 进行 了 紧密衔接 。 研究生在

本科学习阶段应 当修习 过概率论 与数理统计 （

、 药 事 管 理 学

或药事法规 、 社会

药学 （ 、医院药学 （

、流行病学原理 （

、 药 物经 济 学 （
丨 等

门 前期课程 。 在研究生阶段 ， 则 应 当 修 习 医 学统计

学 （ 、伦理学 （ 、 药物 使 用过

程 中 的社会和 彳了 为问 题 （

、 高级 医 院药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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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 药

物经济学 和药物 流行病 学 （

、
卫 生 经 济 学

、演讲 与写作技能 （

、 医 学 文 献 检 索 （

等 门 核心 课 程 ， 条件 成熟

的 ，还 应 修 习 生 物 统 计 学 （
、 管 理 学

、 营 销 学 （ 、 卫 生 政 策

、沟通和行为学 （

、
流行病学 （ 、

高级卫生经 济学 （ 等

个 门类 的拓展课程 。

相互交叉 拓展
；

承继

图 社会与管 理药学研 究生 课程设置方案

讨论

关 于社会与 管 理 药 学研 究 生课程设置 的 必要

性 社会与 管理药学学科作 为
一

门 新兴学 科 ， 学科

体系 尚 未 清晰和完善 ， 但探讨研究生教育 的 课程设

置是非常有意义 的 ，
是适 应社会对本专业 人才需求

的 必 由 之路 。 关于药学类研 究 生学位授予调

查数据表明 ， 学 年社 会 与管理药学 占 药

学类硕士 （ 科学学位 ） 毕业生 的 、 占博士学位

毕业 生的
；

学 年硕士毕业

生比 例 占 丨

，博士学位 （ 毕业生 占

。 我 国对社会与管理药学人才 的需求 也将 曰 益

增加 ， 因此 科学研究 和合理规划研究生教育课程设

置刻 不容缓 。

关 于社会与 管理 药 学研 究 生 课程设 置 方 案 的

推广 性 本文设计 的课程设置方案的假设前提是研

究生来 自 大药学本科 毕业 生 ， 事实上 ，
据 《 中 国药 学

年鉴 》统 计 ，
目 前 国 内高 校 开 设 药学 类专 业 共

个 ， 因此 ， 每个院校课程开设情况均不相 同 ， 本方

案重点在于勾勒课 程 整 体 布 局 ， 并且 建立 在胜任 力

研究 和 国 内外院 校充分调研基础之 上
，
因此具 有一

定 的普遍意义 ， 可供多数院校参考 。

关 于社 会 与 管 理 药 学 研 究 生 课 程设 置 方 案

的 实 施建议
…

课程设置转化 为学生 的 胜任 力 尚

有大量工作 去 落实 。 首先 是 加大 特色教 材 建设 ，

填补部分空 白 课 程 。 对 国 内 已有公 开 发行 的 教材

或专著 ，
如 药物 流行 病学 、 药 品 经 营管 理 、 药物 经

济学 、药学的 法规 和 规范等 ，可 以 在 已有 教材 的 基

础 上 加 以优选 ， 进行必 要 的 改编 ； 对 国 内 没有 公开

发行的教 材 ， 如药 房 实践 、药学 的 交流 和 沟 通等 ，

可 以通过 引入 国外 原版 教材并 配 备 辅助 教材 的 方

式 来 解 决 。 其 次是 规范 师 资 队 伍 建设 ， 提 高学 科

教 学水平 。 可 以考虑
“

请进来
”

和
“

走 出去
”

的 办法

来促进 师 资 队 伍培 养 ，

一 方 面将 具有 学 科 相 关教

学 经验 的 国 内 外专 家 教授 引 人课 程教 学 中 ， 让 专

职 教师尽 快熟 悉 教学 模式 和 课程 特点 ； 另
一 方 面

鼓 励支持 条 件合适 的 教 师外 出 学 习 和 培 训 ， 了 解

国 外社会 与管 理 药学学科 培 养模式 和 方 法 ，
感 知

学科 发展 的方 向 和重点 。 再 者是 引 人新 的 教 学方

法 ，提高 教学质量 。 在 教学过 程中 ， 可 以 尝试 引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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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 的研 究 和 学习 方法 ， 让研 究生在学 习 过程

中不断思考 与探 索 ，加 强研究生 获取知 识 的 能力

和培养创 新能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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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 ③每天监测血压 ，保持 良好的心情 ， 不宜急躁 维

持血压平稳 。

回 顾患 者整个治 疗过 程 ，
临 床药师 不仅从 合

理用药的 角 度提 出 合 适的 用 药 建议 ，协 助 医 生选

定和调整治疗方 案 ， 得到 较好 的 临床治疗效果 ；
并

且从用 药安全的 角度 ， 做好药学监护 ，
在保证 用药

有效 的同 时做到 了 用药安 全 ； 临 床药 师 的 药 学服

务还体现在患 者 的 出 院带药教育 以 及健康宣 教等

方面 ， 这收到 了 患 者 的 好评 。 药学服 务 工作 充分

体现 出 临床药师对 于 临床治 疗 以 及患 者用药 方面

的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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