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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职业学校中药专业教学标准（试行）

一、 专业名称（专业代码）

中药（101800）

二、 入学要求

初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

三、 基本学制

3 年

四、 培养目标

本专业坚持立德树人，面向中药商品经营部门、各级医疗机构和中药材生

产等单位，培养从事中药调剂、中药购销、中药仓储保管、中药材生产、中药

质量检验等工作，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

五、 职业范围

序号 对应职业（岗位） 职业资格证书举例 专业（技能）方向

1 中药调剂员 中药调剂员 中药调剂

2
中药购销员

中药检验工

中药购销员

中药检验工
中药购销

3

中药材种植员

中药材养殖员

中药材生产管理员

中药材种植员

中药材养殖员

中药材生产管理员

中药材种植

说明：可根据区域实际情况和专业（技能）方向，取 1 或 2 个证书。

六、 人才规格

本专业培养的人才应具有以下职业素养、专业知识和技能：

（一） 职业素养

1.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法律意识，能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企业的规章

制度。

2. 具有良好的用药安全意识、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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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具有从事中药工作的良好人文素养、文化素质以及严谨、认真、细致的

工作作风。

4. 具有较强的人际交往能力、合作意识与团队精神。 

5. 具有健康的体魄、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6. 具有安全文明生产、节能环保和遵守操作规程的意识。

（二） 专业知识和技能

1. 熟悉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基础医学、心理学的基本知识。

2. 掌握中医药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3. 能识别 300 种常见中药饮片，并掌握其来源、鉴别特征及主要功效。

4. 具有鉴别中药真伪、检测中药外观质量的能力。

5. 具有中药储存与养护的基本知识及基本技能。

专业（技能）方向——中药调剂

1. 掌握中药调剂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能正确指导用药。

2. 具有中药饮片调剂能力。

3. 具有按处方正确配发中成药的能力。

4. 具有审核错配、漏配药物，审核处方药物剂量、配伍禁忌，审核需特殊

处理的药物，审核饮片质量的能力。 

5. 具有正确向柜斗上药的能力。

专业（技能）方向——中药购销

1. 具有中药购销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能够读懂药品说明书，推介中药。

2. 掌握中药的采购和销售流程，具有经济核算的能力。

3. 具有对不合格中药按规定程序处理的能力。

4. 掌握基本的营销心理知识和客户服务技巧，能根据顾客需求推销中药商品。

5. 具有客户维护和资料管理的能力。

专业（技能）方向——中药材种植

1. 具有中药材规范种植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2. 具有对药用植物进行选地播种、育苗移栽、田间管理、平衡施肥的

能力。

3. 具有识别、防治药用植物常见病虫害的能力。

4. 具有对中药材进行采收、产地初加工与仓储保管的能力。

5. 能够初步进行中药材 GAP 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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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主要接续专业

高职：中药、中药制药技术、中药鉴定与质量检测技术

本科：中药学、中药制药  

八、 课程结构

九、 课程设置及要求

本专业课程设置分为公共基础课和专业技能课。

公共基础课包括德育课、文化课、体育与健康、公共艺术、历史，以及其

他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类基础课。

专业技能课包括专业核心课、专业（技能）方向课和专业选修课，实习实

训是专业技能课教学的重要内容，含校内外实训、毕业实习等多种形式。

专
业
技
能
课

毕业实习

综合实训

公共
基础课

公共选修课

1. 心理健康
2. 文化与风俗
3. 其他

职
业
生
涯
规
划

职
业
道
德
与
法
律

经
济
政
治
与
社
会

哲
学
与
人
生

语
文

数
学

英
语

计
算
机
应
用
基
础

体
育
与
健
康

公
共
艺
术

历
史

专
业
︵
技
能
︶
方
向
课

中药购销方向

1. 药 品 市 场 营 销
技术
2. 药品营销心理

中药材种植方向

1. 中药栽培技术
2. 中药材 GAP 实
用技术

中药调剂方向

1. 中药调剂技术
2. 中 医 临 床 常 见
病

专业选修课

1. 化学
2. 中药化学基
础
3. 药物学基础
4. 药学微生物
5. 中药药膳
6. 常见中成药
用药指导
7. 人际沟通
8. 商业礼仪
9. 中医药文化
10. 其他专

业
核
心
课

正
常
人
体
学
基
础

中
医
学
基
础

药
用
植
物
学
基
础

中
药
与
方
剂

中
药
鉴
定
技
术

药
事
法
规

中
药
储
存
与
养
护

中
药
制
剂
技
术

中
药
炮
制
技
术

中
成
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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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公共基础课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参考学时

1 职业生涯规划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职业生涯规划教学大纲》开设，

并与专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32

2 职业道德与法律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职业道德与法律教学大纲》开

设，并与专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32

3 经济政治与社会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经济政治与社会教学大纲》开

设，并与专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32

4 哲学与人生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哲学与人生教学大纲》开设，

并与专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32

5 语文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语文教学大纲》开设，并注重

在职业模块的教学内容中体现专业特色
162

6 数学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数学教学大纲》开设，并注重

在职业模块的教学内容中体现专业特色
128

7 英语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英语教学大纲》开设，并注重

在职业模块的教学内容中体现专业特色
128

8 计算机应用基础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计算机应用基础教学大纲》开

设，并注重在职业模块的教学内容中体现专业特色
108

9 体育与健康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体育与健康教学指导纲要》开

设，并与专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144

10 公共艺术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公共艺术教学大纲》开设，并

与专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36

11 历史
依据《中等职业学校历史教学大纲》开设，并与专

业实际和行业发展密切结合
36

（二） 专业技能课

1. 专业核心课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参考学时

1 正常人体学基础

掌握正常人体的组成，各系统主要器官的位置、形

态结构和生理功能；理解机体及其各系统、器官、组织、

细胞在正常状态下所表现的各种生命活动、产生机制、

物质代谢、内外环境变化的影响和机体所作的相应

调节；了解各种生理功能和生命化学在机体活动中的

意义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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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参考学时

2 中医学基础

掌握中医学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掌握中医学

的基本特点、病因病机、诊法辨证、疾病的防治原则

与康复等基础理论

72

3 药用植物学基础

掌握药用植物根、茎、叶、花、果实和种子的形态

特征和结构特点，掌握药用植物重点科的形态特征，

熟悉药用植物各器官类型、各科常用药用植物特点，

能够准确描述药用植物各个器官特征和内部构造，能

够将待鉴定的药用植物分类到科

72

4 中药与方剂

掌握常用中药性能、功效、使用注意和方剂的组

方原则、常用方剂的主治功效，掌握药物功用共性及

100 种最常用中药的功效应用，了解 200 种常用中药

的功能归类。掌握方剂的功用共性及 20 个最常用方剂

的组成、功效、主治，了解 60 个常用方剂的功能归类

144

5 中药鉴定技术

掌握中药鉴定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中药性状鉴定和显

微鉴定方法。掌握中药鉴定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能初步

鉴别中药的真伪，评价其品质的优劣

144

6 中药制剂技术
掌握中药制剂的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及各种常用剂

型的特点、制备工艺、质量要求
72

7 中药炮制技术

掌握中药炮制理论、工艺、炮制品标准；使学生掌

握中药炮制的目的、方法及各种炮制法操作要点；理

解炮制对中药成分的影响，炮制辅料与炮制品质量要

求等

72

8 中成药
掌握中成药的基础知识，各科常见病证的诊治和合

理选药，重点是常见中成药的应用
54

9 药事法规

掌握药事管理相关基础知识、药事组织、药事法律、

法规、药品生产经营管理、特殊药品管理、医院药事

管理等

54

10 中药储存与养护

掌握中药商品的自然属性及其在外界因素影响下的

质变规律，科学养护，维护药品安全等方面的基本知识

和方法

36

2. 专业（技能）方向课

（1） 中药调剂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参考学时

1 中药调剂技术
掌握中药调剂工作项目中审方、计价、配方、复核、

发药、汤剂制备等基本知识和技能
108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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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参考学时

2 中医临床常见病
掌握中医临床常见疾病的诊断、病因病机、辨证、

治法、代表方剂或中成药、预防等
54

（2） 中药购销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参考学时

1
药品市场营销

技术

掌握药品营销工作的基本策略、职业岗位工作中的

基本知识与技能，包括药品进货、验收、归库、养护、

陈列摆放、近效期药品的处置等工作项目

108

2 药品营销心理

掌握对客户进行初步的购买心理判断的方法；能通过

与客户的交流获取购买意向信息。能分析个性因素来

进行销售活动；会分析产品因素采取合适的销售方法；

会分析环境因素、背景文化因素采取合适的销售方式；

会应用合适的销售手段来进行针对性地销售活动

54

（3） 中药材种植

序号 课程名称 主要教学内容和要求 参考学时

1 中药栽培技术

掌握药用植物栽培基础知识，药用植物选种育种、

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中药材采收与加工等知识与

技能；掌握 20 种家种药材的规范化种植技术

108

2
中药材 GAP

实用技术

掌握中药材规范化生产的生态环境质量标准，掌握

中药材 GAP 对药用植物种子和繁殖材料的要求，熟悉

药用动物规范化养殖，熟悉中药材中药材采收与初加

工的基本方法以及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要求，了解中

药材的包装、贮藏和运输等

54

3. 专业选修课

（1） 化学。

（2） 中药化学基础。

（3） 药物学基础。

（4） 药学微生物。

（5） 中药药膳。

（6） 常见中成药用药指导。

（7）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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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综合实训

综合实训包括在校内专业实训室和校外实习基地进行的综合实训项目，按

照不同的专业技能方向分别有所侧重地训练中药调剂、中药购销、中药材种植

等方面的专项技能和综合技能。综合实训主要设备、设施配置应不低于相关标准，

功能齐全、职业氛围浓厚，满足综合实训教学要求。

5. 毕业实习

毕业实习是本专业最后的实践性教学环节。通过毕业实习，使学生更好地

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高社会认识和社会交往的能力，全面巩固、锻炼实际

操作技能，为就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十、 教学时间安排

（一） 基本要求

每学年为 52 周，其中教学时间 40 周（含复习考试），累计假期 12 周，周

学时一般为 28 学时，毕业实习按每周 30 小时（1 小时折合 1 学时）安排，3

年总学时数为 3 000~3 300。课程开设顺序和周学时安排，学校可根据实际情况

调整。

实行学分制的学校，一般 16~18 学时为 1 学分，3 年制总学分不得少于

170。军训、社会实践、入学教育、毕业教育等活动以 1 周为 1 学分，共 5 学分。

公共基础课学时约占总学时的 1/3，允许根据行业人才培养的实际需要在规

定的范围内适当调整，但必须保证学生修完公共基础课的必修内容、学时及主

要选修课内容。

专业技能课学时约占总学时的 2/3，在确保学生实习总量的前提下，可

根据实际需要集中或分阶段安排实习时间，行业企业认知实习应安排在第一

学年。

课程设置中应设选修课，其学时数占总学时的比例应不少于 10%。

（二） 教学安排建议

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期

1 2 3 4 5 6

公
共
基
础
课

职业生涯规划 2 32 √ 　 　 　 　 　

职业道德与法律 2 32 　 √ 　 　 　 　

经济政治与社会 2 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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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期

1 2 3 4 5 6

公
共
基
础
课

哲学与人生 2 32 　 　 　 √ 　 　

语文 9 162 √ √ 　 　

数学 8 128 √ √ 　 　

英语 8 128 √ √ 　 　

计算机应用基础 6 108 √ 　 　 　 　 　

体育与健康 8 144 √ √ √ √ 　 　

公共艺术 2 36 　 √ 　 　

历史 2 36 　 √ 　 　 　

公共基础课小计 51 870 　 　 　 　 　 　

专
业
技
能
课

　

专
业
核
心
课

正常人体学基础 4 72 √ √ 　 　

中医学基础 4 72 √ 　 　

药用植物学基础 4 72 √ 　 　

中药与方剂 8 144 √ √ 　 　

中药制剂技术 4 72 √ 　 　

中药炮制技术 4 72 √ 　 　

中药鉴定技术 8 144 √ √ 　 　

药事法规 3 54 √ 　 　

中成药 3 54 √ 　 　

中药储存与养护 2 36 √ 　 　

小计 44 792 　 　

专
业
︵
技
能
︶
方
向
课

中药

调剂

中药调剂技术 6 108 　 　 　 √ 　 　

中医临床常见病 3 54 　 　 √ 　 　 　

小计 9 162 　 　 　 　 　 　

中药

购销

药品市场营销技术 6 108 　 　 　 √ 　 　

药品营销心理 3 54 　 　 √ 　 　 　

小计 9 162 　 　 　 　 　 　

中药材

种植

中药栽培技术 6 108 　 　 　 √ 　 　

中药材 GAP 实用技术 3 54 　 　 √ 　 　 　

小计 9 162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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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别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学期

1 2 3 4 5 6

专
业
技
能
课

综合实训 5 90 　 　 　 √ 　 　

毕业实习 60 1 080 　 　 　 　 √ √

专业技能课小计 118 2 124 　 　 　 　 　 　

合计 169 2 994 　 　 　 　 　 　

说明：

（1） “√”表示建议相应课程开设的学期。

（2） 本表不含军训、社会实践、入学教育、毕业教育，以及选修课教学安排，学校可根据实

际情况灵活设置。

十一、 教学实施

（一） 教学要求

公共基础课教学要按照教育部有关教育教学的基本要求，培养学生基本科

学文化素养、服务学生专业学习和终身发展，重在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的

改革，教学手段、教学模式的创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为学生综合素质

的提高、职业能力的形成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专业技能课要按照中药调剂、中药购销、中药材种植等岗位的能力要求，

强化理论实践一体化，突出“做中学、做中教”的职业教育教学特色，根据培

养目标、教学内容和学生的特点以及国家职业技能标准要求等，提倡项目教学、

案例教学、任务教学、角色扮演、情境教学等方法，利用校内外实训基地，将

学生的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教师引导教学等教学组织形式有机结合。

（二） 教学管理

教学管理要更新观念，改变传统的教学管理方式。教学管理要有一定的规

范性和灵活性，合理调配教师、实训室和实训场地等教学资源，为课程的实施

创造条件；要加强对教学过程的质量监控，改革教学评价的标准和方法，促进教

师教学能力的提升，保证教学质量。

十二、 教学评价

（一） 专业课程的考核

专业课程“以学生发展为中心”，采用过程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的考

核模式，实现评价主体和内容的多元化，既关注学生专业能力的提高，又关注

学生社会能力的发展，既要加强对学生知识技能的考核，又要加强对学生课程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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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过程的督导，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促进教学过程的优化。

1. 坚持校内评价与校外评价相结合、职业技能鉴定与学业考核相结合、过

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教师评价和学生互评与自我评价相结合的多元化评

价原则。

2. 实行理论考试、实训考核与课堂形成性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方法，以利于

学生综合职业能力的发展。

3. 理论部分的考核可以采用课堂综合表现评价、作业评价、学习效果课堂

展示、综合笔试等多元形式，体现课程学习过程中的全程客观评价。部分课程

考试命题应紧扣中药调剂员、中药购销员和中药材种植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4. 实践课程部分采用过程性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的方式，结合中药专业

特点，应更注重过程性评价。

5. 把学历教育与职业资格证书培训相结合，使学生在取得学历证书的同时

获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并通过学分制教学管理制度，把学生获得的相关职

业资格证书转换成相应的学分。

6. 注重评价内容的整体性，依据课程的特点，在关注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技能的掌握和能力提高的同时，还要注意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严谨、认真、

细致的工作作风。

（二） 毕业实习课程的考核评价

成立由中药企业（兼职）指导教师、专业指导教师和辅导员（或班主任）

组成的考核组，主要对学生在毕业实习期间的劳动纪律、工作态度、团队合作

精神、人际沟通能力、专业技术能力和任务完成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考核评价。

十三、 实训实习环境

本专业应配备校内实训实习室和校外实训基地。

（一） 校内实训实习室

本专业校内实训必须具备的实训室及主要工具、设施设备和数量见下表。

序号 实训室名称
主要工具和设施设备

名称 数量

1 解剖实训室

九大系统各器官离体标本 1 套 /40 人

骨骼标本 4 套 /40 人

九大系统各器官模型 2 套 /4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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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训室名称
主要工具和设施设备

名称 数量

2 化学实训室

定性化学分析仪器 2 套 /10 人

酸、碱滴定装置 1 套 /5 人

pH 计 1 台 /10 人

分析天平 1 台 /5 人

离心机 2 台 /40 人

恒温干燥箱 1 台 /40 人

加热回流装置 1 套 /5 人

提取分离装置 1 套 /5 人

挥发油提取器 1 台 /10 人

紫外分析仪 2 台 /40 人

通风柜 1 套 /40 人

层析槽 1 套 /5 人

3 药用植物实训室

解剖镜 1 台 /5 人

显微镜 1 台 /5 人

标本采制用具 1 套 /5 人

浸制标本 100~300 份

蜡叶标本 100~500 份

电脑及多媒体投影 1 套 / 间

4 中药鉴定实训室

中药材标本 100~500 种

中药饮片标本 100~500 种

中药鉴定实训台 12 套 / 间

浸制标本 100~300 份

永久切片 1 个 /5 人

显微镜 1 台 /5 人

电脑及多媒体投影 1 套 / 间

紫外分析仪 1 台 /10 人

5 中药制剂实训室

丸剂设备 1 套 /40 人

胶囊剂设备 1 套 /40 人

栓模 1 套 /5 人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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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实训室名称
主要工具和设施设备

名称 数量

5 中药制剂实训室

片剂设备 1 套 /40 人

崩解仪 2 套 /10 人

紫外分光光度仪 2 套 /10 人

烘干箱 1 套 /40 人

分析天平 2 套 /10 人

冰箱 2 套 /40 人

普通天平 2 套 /10 人

水分测定仪 2 套 /10 人

灌封机 2 套 /40 人

酸度仪 2 套 /10 人

6 中药炮制实训室

炒锅 3 套 /10 人

炒药炉灶、灶台 3 套 /10 人

炒药机 1 个 /40 人

切药机 1 个 /40 人

药筛 1 套 /5 人

药材储藏柜 1 个 /5 人

烘箱 1 个 /40 人

排风设备 1 套 /40 人

7 模拟中药房

戥秤 4 个 /10 人

捣药冲筒 1 个 /10 人

铁研船 1 套 /40 人

斗架 6 套 / 间

调剂台 6 套 / 间

8 模拟药房

戥秤 1 个 /10 人

捣药冲筒 1 个 /10 人

斗架 6 套 / 间

调剂台 6 套 / 间

中成药成品柜 3 套 / 间

柜台 6 套 / 间

续表　　

1-6P医药卫生类（第二辑）.indd   154 2015-5-29   15:04:43



155

序号 实训室名称
主要工具和设施设备

名称 数量

8 模拟药房

药架 6 套 / 间

收款台 1 套 /10 人

POS 机 1 台 /10 人

9 中药标本室

中药材标本 100~500 种

中药饮片标本 300~500 种

蜡叶标本 100~600 份

浸制标本 200~400 份

中药伪品标本 50~100 份

标本柜 20 个 / 间

10 中药购销实训室

玻璃柜台 1 套 /10 人

药品橱 1 套 /2 人

会议桌 1 套 /5 人

会议椅 1 套 /5 人

沙发茶几（四件） 1 套

文件柜 1 套

电脑 1 台 /5 人

药品购销软件 1 套

市场营销软件 1 套

投影仪设备一套 1 套

移动双面黑板 1 块

11 药用植物标本园
占地面积 10 亩以上

药用植物品种 结合本地区实际

12 药材种植养殖场
种植场面积 50 亩以上

种植养殖数量 结合本地区实际

说明：主要工具和设施设备的数量按照标准班 40 人 / 班配置。

（二） 校外实习基地

学校应当建立满足中药专业实训要求，与学生规模相适应的、稳定的校外

实训基地。校外实训基地的指导教师、专业设施设备配置等能满足实习大纲的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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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学校应与校外实训基地签订协议书，明确管理职责；学校应设置专职管理

部门，配备专职人员进行校外实训基地的管理。

十四、 专业师资 

根据教育部颁布的《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标准》和《中等职业学校设置

标准》的有关规定，进行教师队伍建设，合理配置教师资源。专业教师学历职

称结构应合理，至少应配备具有相关专业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专任教师 2 人；

建立“双师型”专业教师团队，其中“双师型”教师应不低于 30%；应有业务水

平较高的专业带头人。

专业专任教师应具有本专业或相应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并取得中等职业

学校教师资格证书，获得本专业相关工种中级以上职业资格；具有良好的师德和

终身学习能力。专业带头人应有较高的业务能力，具有高级职称和较高的职业

资格，在专业改革发展中起引领作用。专任教师应定期到中药行业企业进行专

业实践，能够承担相应的课程和规定的教学任务，积极开展课程教学改革。制

定专业师资队伍建设计划和教师机修培养提高年度计划，有中青年教师和专业

负责人培养方案。

教学实训（实验）室应聘请中药行业技术骨干担任专业兼职教师，兼职教

师应具有中级以上职称，有丰富的专业实践经验和一定的教学能力。

十五、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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