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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新时代我国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有了更新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也对于课程思政教

育做了多次重要论述。基于课程思政教育背景下，探讨以药店经营管理课程为例的我国药学市

场类课程的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方法 通过理论—实践—理论的研究方式，对药店经营管理课

程思政设计与实践，并对教改班和对照班的教学效果做了访谈调查和教学效果比较研究。结果 

药店经营管理课程思政教学，从改革“授课前—授课中—授课后”三阶段思政内容融入设计，

到“崇药德—守药规—会药技”的教学目标和教学方法改革，课程思政教学实践效果显著。结

论 以药店经营管理课程为例的药学市场类课程思政的改革思路与改革目标体系，以及课程目

标教案内容、教学方法等教改尝试，为我国高校药学类课程思政教育提供了参考和改革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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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自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要场合强调立德树人的重要

性，指出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课程思政要求把思政教育等德育工作融入、贯穿于专业课程

的教学中，利用好思政课程和其他课程的协同效应，促进专业课程和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共同育人。

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与专业课程中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教育融为一体，以端正专业课程的育人方

向和提升专业课程的育人功能[1]。课程思政的改革致力于改变当前高校单一、传统的思想政治理论

课，在课程教授过程中渗透价值引领，探索高校思政教育的新途径。 

药店经营管理是一门研究和学习药品零售经营管理的理论，并运用相关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的药学市场类课程。从课程特点来看，本课程培养的是具有扎实的药店经营理论基础和较强的药学

服务技能，能为百姓提供安全、合理、经济有效用药服务，是百姓合理用药的终端把关者。所以，课

程培育有职业道德、家国情怀和诚实守信的药品流通领域工作者，对于保障大众身体健康至关重要。 

1  药店经营管理课程思政建设的意义 

“课程思政”要求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于专业课程的教学过程中[2]，充分挖掘专业课程中思想政

治元素，通过将专业课程与思政教育相结合，从而实现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理解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四个自信”等目标。“在价值传播中凝聚知识底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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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传播中强调价值引领”是育人的基本实现形式[3]。以药店经营管理课程为例，建设和实践药学市

场类课程思政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1  加强医药营销专业课程思政建设 

以药店经营管理课程为例思政改革，将促进改变高校医药营销专业教育仅通过思政理论课进行

思政教育的单一模式，拓宽高校思政教育途径的有益尝试。从教学内容来看，它处于专业学科与社

会学科交叉领域，思政元素结合点多，在人文素质培养方面呈现出独特的优势。药店经营管理课程

中存在思政教育的隐射点，比如在药品采购仓储、药学服务方面的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强调药品

行业的质量意识和服务意识，增强学生的法制观念，帮助学生逐步形成正确的职业道德观。这就使

得在课程教学中可以实现润物细无声地对学生进行育德，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

分离的现状。对于课程本身来说，课程思政改革有利于丰富专业课程内容，推动建立多元化和现代

化的教学和评价体系。 

1.2  打造一流药学类课程思政教学改革 

从课程角度来说，系统的药品经营管理理论知识与课程思政内容如何对接至关重要。为了使得

思政内容与专业课程更好地融合，一方面运用多种教学手段，比如采用“翻转课堂”等新形式，注

重启发式教学。另一方面设计了多阶段过程性评价，使得教学效果的评价更加多元。这些教学设计

和方法的运用，有利于扭转“一份考卷式”的教育评价导向，逐步克服“唯分数论”，锻炼和提高学

生的综合能力。以药店经营管理课程思政改革为例，探索对药学类课程的教学模式改革有着深远的

意义，思政改革是课程内容逐渐丰富，课程标准逐步完善和提高的表现。 

1.3  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促使学生在掌握药店经营与管理理论知识的同时，树立“药德”、遵守“药规”以及提高“药技”

也不容忽视。对药学市场类课程进行思政改革将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引

导学生强化自身的职业理想、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越来越多的药品企业急需既要有较深的专业

知识、又有较高的思想觉悟高的素质人才。就此而言，课程思政教育是药学生综合素质提高的必要

环节，巧妙的融合思政元素，从而激发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落实国家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2  药店经营管理课程思政教学体系设计 

2.1  药店思政的课程目标 

将思政教育融入药店经营管理专业课程中，旨在培养“崇药德—守药规—会药技”的卓越医药

营销管理人才。强化学生的学科思维，培养学生的终身学习观；引导学生在课程学习过程中逐步加

强对药品经营行业法律法规的认识，强化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培养学生成为“崇药德”“守药规”

的药学人才；提高学生对知识的应用和实践能力，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促使学生向“会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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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的应用型人才发展；增进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程度，帮助学生树立文化自信。实现思政

目标、理论知识目标和技能目标三者内容融合，方法衔接，在课程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

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让学生带着爱国意识和民族自豪感，熟悉药店经营与管理的理论知识，掌握

药品零售管理的新理念、策略、方法和工具，熟练地运用药品经营与管理的理论和方法解决实际问

题，使学生具备勇于实践、灵活运用所学知识、终身学习的优良品质。 

2.2  药店课程教学改革设计 

2.2.1  课程教学改革设计思路 

将思政元素融入药店经营管理课程中，合理运用线下+线上多媒体教学，改进原有的课程教学模

式，课程教学设计思路“授课前—授课中—授课后”三个阶段同等重要。授课前是践行以学生为中心

的理念，确定教学目标（包括课程目标和思政目标），研究教学大纲和教学要求，设计教案等；授课中

是运用教学方法和教学载体等进行适宜性、互动性的授课方法，达到实施课程思政设计内容；授课后

是对课程思政教学实际效果，通过科学方法开展多元化教学评价，达到具有实效性的评价结果。课程

思政设计的三个阶段相互融合促进，持续循环，构成了螺旋上升的教学闭环管理设计，三阶段闭环教

学管理设计思路如图 1 所示。 

 

 

Fig. 1  Three-stage closed-loop teaching management design ideas 

图 1  课程三阶段闭环教学管理设计思路 

2.2.2  药店课程教学体系设计内容 

依据课程思政设计思路，设计教学体系（见图 2）。 

2.2.2.1  确定药店经营管理课程思政目标 

将药店经营管理建设成课程思政示范课，设计了“崇药德—药规—药技”的药店经营管理课程

目标，即要把思政教育贯穿于专业课程的全过程。一方面，在教学目标确定时，不仅要考虑到知识

目标和能力目标，还要将思政目标纳入到教学目标中。另一方面，在药店经营管理课程教学中，渗

透思政教育，以培养具有家国情怀、法制观念、文化自信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综合

型药学高级营销人才为课程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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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Desig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system for pharmacy courses 

图 2  药店课程思政教学体系设计 

2.2.2.2  研究教学大纲和教学要求 

研究药店经营管理课程的教学大纲和教学要求，基于药店经营理论内容，寻找思政元素和课程

内容的结合点，巧妙地将思政教育融入进专业课程内容，设计出合理有效的教学体系，实现“价值

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育人目标[4]。 

2.2.2.3  挖掘课程中融入的思政元素 

积极寻找药店课程中的隐性思政元素，拓宽课程思政的教学内容。基于药品零售的基本理论，

药品零售企业经营管理的理论和策略方法，药品组合、采购、验收和药品销售、顾客服务等课程内

容；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中的部分

内容结合到教学过程中。 

2.2.2.4  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创新课堂 

运用多种教学手段，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灵活使用多媒体进行教学，以图片、视

频等生动的方式，让学生思维真正走进药店经营与管理这门药品经营管理课，同时沉浸式地进入思

政内容的学习。一是通过雨课堂、腾讯会议等平台，分享与课程有关的思政知识和时事热点，将思

想价值引领贯穿于主要教学环节。二是采用“翻转课堂”模式，注重启发式教学。教学过程中融入

“翻转课堂”，为学生提供自主学习和汇报展示的平台，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学生

在翻转课堂中积极融入思政元素，这样的教学方法符合课程思政建设应以应用型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为指引，基于“以学生为中心”“以产出为导向”的新理念，教育体系从决策到实施再到评价，整个

流程中评价是最重要的环节之一，也是课程思政教育工作的难点之一[5]。 

教学目标 

思政目标 课程目标 互相渗透 

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 

研究教学大纲和教学要求 

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实现课程思政

政 

线上线下相结合 翻转课堂 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 

建立多元的教学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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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5  建立多元的教学评价体系 

根据课程目标和思政目标建立全新的教学评价体系，采用以下三种评价体系。 

一是多元化的教学评价体系：主要包括翻转课堂的参与表现、课程内容的实践情况以及期末的

书面考试，兼顾对理论和实践的考核，力争达到教学要求。二是采用过程性的教学评价体系：将教

学评价阶段化，改革“期末一张卷”模式，不仅考核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而且锻炼和测

评学生对知识的运用和实践能力。三是市场化的教学评价体系：依托公众号“药管圈”新媒介，提

高学生的新媒体策划和应用能力。主要是通过将学生的课程作业、作品进行公众号推送，将阅读量、

点赞量、留言量等纳入考核范围，培养具有新媒体运营能力的新商科时代人才。 

2.3  药店课程思政元素融入点设计 

2020 年 4 月，教育部等八部门在《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中指出“经济

学、管理学、法学类专业课程要培育学生经世济民、诚信服务、德法兼修的职业素养”[6]。根据教育

部要求及药品经营管理课程的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将思政元素融入到教案。融入思政元素四个专

业内容模块：药品零售理论，药品零售企业经营战略，药品组合、采购和验收，药品销售、顾客服务

等。具体的课程思政元素融入点设计如表 1 所示。 

Table 1  Design of integration poi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pharmacy course 

表 1  药店课程思政元素融入点设计 

课程内容模块 思政内容 预期效果 

第一模块 

药品零售的基本

理论 

民族自豪感 

法律意识 

制度自信 

社会责任感 

强化家国情怀，巩固和完善职业理想，引导学生自觉将个人理想融

入到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中，为我国药学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强化法律意识，树立学生对我国药品行业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方面的制度自信 

第二模块 

药品零售企业经

营战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创新创业精神 

传统文化 

融入个人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创业创新精神，培养学生成

为具有社会主义公民道德、职业道德的新型人才 

带领学生感受中国传统药房文化的独特魅力，潜移默化地建立中国

文化自信，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第三模块 

药品采购和验收 

法制观念 

质量意识 

社会责任感 

加强学生对药品行业安全性认识，增强学生守法观念 

提高学生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使得学生未来从事药品采购验

收仓储工作时，遵守法纪，合法经营 

第四模块 

药品销售和顾客

服务 

实践能力 

职业理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通过授课和实践，使学生具备药品销售和顾客服务的知识和能力，

培养学生创新创业的精神和能力 

融入职业教育，引导学生根据自身特点和行业前景等制定职业规

划，完善职业理想 

3  药店经营管理药学市场类课程教学改革措施 

3.1  在课程教学评价体系中融入思政目标 

根据课程内容、课程性质和授课过程，在原有教学评价体系基础上，对其进行改革。由专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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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知识转向理论内容和实践应用情况组合的课程框架体系，在注重启发式教学的前提下，用互动式

和翻转课堂方式润无声地将思政内容融入进课堂，在多种教学手段和多阶段过程性评价为主线，实

现了“崇药德-守药规-会药技”的教学目标。 

首先，在教学评价体系中纳入“药德”内容，通过翻转课堂的教学改革，对学生表现考核时将

思政元素作为标准之一，从而了解学生对“药德”内化程度。其次，结合课程内容开展专业内容与

思政内容融合的系列专题讨论，讨论结论和呈现效果将其作为课程成绩的组成部分。包括在药品经

营管理相关法律法规模块学习中开展合规经营、中外零售法规比较、药品市场监管等“守药规”的

主体内容专题讨论。最后，在原有试卷考核基础上，拓宽为“N 阶段性评价+期末考试”综合考核方

法，如在服务顾客模块开展药学咨询情景模拟训练，药店营业场所布局和药品陈列设计大赛等。每

阶段性评价标准不仅包括内容完成度，而且包括新媒体编辑运营能力、沟通能力、团队合作能力、

书面和口头表达能力等多标准的综合考核，使学生掌握店经营管理技能以及具备市场运营能力的“会

药技”之人。 

通过内容融入、考核标准、过程性训练对教学评价体系的改革，将专业目标和思政目标融合起

来，见图 3，发挥二者的协同联动作用。 

Fig. 3  Teaching Reform of Pharmacy Curriculum Evaluation System 

图 3  药店课程评价体系的教改 

3.2  实施“崇药德-守药规-会药技”的课程思政教学模式 

为了更好地实现思政内容与药品经营管理专业课程的融合和有机统一，将立德树人的目标贯穿

于整个教学过程，构建了体现专业课程特点的“崇药德—守药规—会药技”课程教学模式。 

3.2.1  以“崇药德”为课程的价值引领 

“崇药德”是药品经营管理课程的价值引领。所谓“崇药德”就是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崇

尚敬畏生命、诚实守信、精研药术、知行合一等药学高尚品德，并以此为目标来要求自己以仁爱之

心、秉济世之志向，为中国的药学事业奉献终身。在“崇药德”方面，主要通过翻转课堂和专题讨论

实施。翻转课堂不同于以前传统的翻转课堂，是在将学习的主动权从教师转移给学生的基础上，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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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学生在翻转课堂中融入与课程相关的思政元素，从而使得学主动地、积极地对“药德”开展学习。

专题讨论是指在适当的课程内容中组织主题分组讨论环节，在讨论中学生阐述和表达本身对“药德”

的理解和认识，教师的指导和点评又使学生进一步内化“药德”专业内涵。 

3.2.2  以“守药规”达成课程育人目标 

“守药规”是严守药规的精炼概括，是指学生要熟悉药品经营管理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操作的技

术要求并严格遵守，做到知行合一。“崇药德”是对学生品德层面的要求，而“守药规”则是对学生

践行药德情况的基本要求，也是践行“崇药德”的具体表现。“守药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体现在学

生未来的职业生涯中，对从事药品经营行业有着不可或缺的指导意义。 

为了使“守药规”更好地理解和理解，主要对药店课程教学模式进行改革：一是在对药事法规

进行解读时，播放一些药事经营法规案例视频，通过真实的、有血有肉的案例，潜移默化地强化学

生的法律意识，强调遵守法律法规对于药学从业者的重要性。二是在学习药事经营法规时开展对应

的专题教育，引入时事热点，在讨论中了解学生对药品经营管理法律法规的认识和关注点。第三，

在期末书面考试中加入药事经营法规技能题，如将重要的法条开放类策划题目，在试卷中对“守药

规”的重要性进行一定程度的体现。 

3.2.3  以“会药技”践行育人服务技能 

“会药技”是以专业课程内容为主，适当加入思政内容而设计的。它主要是指在学生掌握理论

知识的基础上，提高学生运用知识进行实践和创新的能力，培养学生具备药店经营管理相匹配的扎

实的技术和技能。为了适应医药市场发展，学生不仅仅是熟练掌握药品零售市场知识，更要具备用

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实践中运用理论的能力，以及要能满足新媒体运营的能力等市场发展

所需的要求。 

针对药店经营管理课程“会药技”的专业技能要求，对课程主要对内容进行了大赛、实训等实

践活动的能力拓展，并对课程内容实践情况增加了阶段性考核，即课后“N 次作业＋课堂展示形式”，

锻炼和提高学生多种药店专业服务技能。建立完整的综合考核指标体系，对学生的实践情况，采用

“N 阶段性考核＋期末考核”的多元化主体评定方法，以及阶段性评定做到即时的反馈，达到逐步

改进和实现“会技能”目标。 

4  药店经营与管理课程思政改革实践效果 

以工商管理学院本科 2018 级 2019 级市场营销专业作为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对象，连续两学年的

药店经营管理课程教学改革班，采用传统教学基础上结合“课程思政”教学设计进行了综合教学，

取得阶段性成果。 

4.1  学生学习兴趣显著提高 

在药店经营管理课程思政教学中，因为课前五分钟放映与家国精神、职业道德等思政相关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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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针对药品销售、顾客服务部分模块内容采用的翻转课堂与案例分析法，学生态度积极，准备充

分。通过课后访谈调研，学生在无形中对课程思政内容的认同度和关注度提高了，对于“药德”的

掌握明显高于未使用该教学法的传统理论课。 

4.2  学生期末成绩稳步提升 

对试验班和对照班各单项考试成绩、期末成绩和总成绩分别对比发现：不论在课堂成绩方面，还

是在试卷成绩方面，改革班的成绩平均分高于对照班，此次药店经营管理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效果良好。 

Table 2  Comparison of test scores between experimental class and control class 

表 2  试验班与对照班考试成绩比较 

班别 人数 日常成绩均值 试卷成绩均值 总成绩均值 

对照班（2018-2019 上学期） 127 25.66 84.14 84.60 

改革班（2019-2020 上学期） 145 28.58 89.96 91.63 

4.3  药店课程思政改革效果显著 

培养具有家国情怀、文化自信、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卓越人才是本次课程教学改革教育的根

本目标。以“崇药德—守药规—会药技”为目标的药店经营管理课程思政教学模式产生了良好的育

人效果。对学生访谈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的同学表示在无形中对于敬畏生命、诚实守信等“药

德”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同时还认为自己能够将课程所学知识应用到未来的工作学习中，对于成

长为药学应用型人才非常有益，体会到了药店经营管理课程实用性强。可见，药店经营管理课程融

入思政教育比单纯讲授课程专业知识更能引起学生内心对药学优秀品德的共鸣，为学生提供学习动

机与能力、社会职业道德发展两个方面的支持。 

 

Fig. 4  Eff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form in pharmacy management course 

图 4  药店经营管理课程思政改革效果 

5  结论 

药店经营管理是培养专业知识与实践能力兼备的应用型营销人才的重要课程，其教学效果影响

着药学从业人才培养质量。高校开展药学市场类课程思政教育，使学生获取更多专业知识同时提高

药学品德和技能水平。通过药店经营管理课程思政教学示例得到的启示：首先，应鼓励教师不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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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政治理论知识，提高自身的政治素养，培养教师树立专业素养的同时提高协同育人的意识。其次，

鼓励和支持授课教师探索教改途径与大胆尝试新商科课程改革，探究专业课中存在着丰富的隐形思

政元素，实验性把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堂。最后，创新教学方法促进师生互动式交流，形成全过程

参与式的良好课堂语境，以浸入式让学生隐性化地提升思想政治水平和学业成就，实现“崇药德—

药规—会药技”的内化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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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sign and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harmaceutical market courses 

——Taking Pharmacy Management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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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choo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henya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Shenyang 110016, China; 2. 

Zhejiang Pharmaceutical College, Ningbo 315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In the new era, China has new requirement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he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made many important expositions of it.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eaching reform and practice of pharmaceutical 

market courses in China, taking Pharmacy Management as an example. Methods Through “theory-practice-

theory” metho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esign and practice of Pharmacy Management were 

carried out, and the teaching effects of the experiment class and the control class were investigated and 

compared. Result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Pharmacy Management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by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tents into the three stages of “before-during-

after class” and the teaching objective of "advocating medicine ethics, observing medicine regulations, 

grasping medicine skills". Conclusion Taking Pharmacy Management as an example, the reform of 

pharmaceutical market courses, including ideas, teaching system, teaching objectives, teaching methods, etc., 

provide reference and method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pharmaceu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Keywords: pharmaceutical market cours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eaching design; Pharmacy 

Manage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