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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制剂技术》在线精品课程项目建设任务与

目标完成情况概况

一、强化课程负责人及课程团队建设

1.1课题负责人

预期目标：（1）提升课程负责人竞赛指导能力；（2）提升课程负责人线上线

下混合式教学实践能力。

完成情况：

（1）课题负责人获河源市第二十届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技能大赛“药品购销技

能”赛项一等级（指导老师）。

（2）通过采用智慧职教MOOC学院在线平台进行《药物制剂技术》线上线

下混合式教学实践，课题负责人撰写了一篇名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在《药

物制剂技术》课程中的应用探索的论文，并被《教学与研究》（期刊网）杂志收

录。

1.2 课程团队

预期目标：（1）在团队计算机讲师辅助下，提升主讲教师线上资源制作能力；

（2）在团队计算机讲师辅助下，提升主讲教师线上资源制作能力；（3）提升线

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实践能力。

完成情况：本团队由 9位本校教师与 1位企业专家组成，团队分工明细，涂

秀菊副校长负责组织协调把方向，马莉莎、彭小美两位教师负责 PPT、教案的设

计与优化，主讲教师包括白才堂、邹穗峰、黄笑风、周春燕、杨芬和谭凤玲六位

教师，在团队的协作下共制作线上教学用 PPT 77个，其中包括与线上微课视频

匹配的 PPT 69个，线上微课视频匹配的教案 69份。经过在线课程的建设，团队

成员职业能力明显提升，且基本达到了双师型教师要求。

二、优化课程教学设计与方法

2.1 教学设计与方法

预期目标：（1）以《药物制剂技术》（人民卫生出版社版本）教材为基础，

并结合药士考试大纲及药物制剂生产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初级）要求，制作线上

教学用课程标准、教学计划、课件等线上资源。（2）采用智慧职教线上教学平台

与线下教学结合，实现大规模在线开放教学。预期要达到不少于 800人次选课数，

并完成线上学习效果调查问卷 1份。

完成情况：经过团队协作现已制作课程标准 1 份、教学计划 1 份、教学用

PPT 77个、习题 2443道，其中含测验用习题 1455道，药物制剂生产工习题 409
道，药士考试用习题 579道。当前总选课人数为 1208人次。

完成问卷调查 1份，调查结论如下：

（1）线上学习资源的满意度:大多数 1学生对线上学习资源的丰富度和更新

速度表示满意，分别有 44.14%和 45.7%的学生选择非常满意”，显示出线上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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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在整体上得到了认可。

（2）互动功能的使用体验:线上平台的互动功能也获得了较高的满意度，

45.31%的学生表示“非常满意"，而 33.98%选择”比较满意”，表明互动功能在促

进学习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3）线上测试与作业的帮助:绝大部分学生认为线上测试或作业对掌握课程

内容有帮助，其中 44.34%认为“非常有帮助”46.29%认为“有一定帮助"，反映出

线上作业在学习过程中的有效性。

（4）线下实验与案例分析的满意度:对于线下实验操作的安排和效果，

43.95%的学生表示“非常满意"，38.67%选择“比较满意”。同时，线下案例分析或

小组讨论活动也被认为对学习有帮助，42.77%表示“非常有帮助”。
（5）混合式教学的影响:在对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评价中，87.11%的

学生认为该模式提高了他们的学习兴趣(“显著提高”或“有所提高”)，同时，89.84%
的学生认为混合式教学对提升自主学习能力和实践操作能力有帮助。

（6）存在的问题:在调査中，学生普遍反映线上学习资源不够丰富(36.33%)
和互动功能不完善(37.7%)为主要问题，同时，线下教学活动组织不灵活(23.24%)
也被认为需要改进。

改进建议:虽然部分学生表示没有建议，但仍有若干反馈提到希望能增加互

动和线上内容的丰富性，强化实验和实践环节，以进一步提升学习效果。

综上所述，虽然整体满意度较高，但仍需关注和改善线上学习资源的丰富性

及互动功能，以提升学生的学习体验和效果。

三、改革课程教学内容

3.1 思政教学内容

预期目标：利用互联网的时效性，团队主动收集近期发生的制药行业大事件，

并深度挖掘其思政价值，融入线上及线下教学。

完成情况：经团队调研讨论后选定的思政案例及对应的线下课程内容章节如

下：梅花 K事件（项目一绪论任务三 认识药品标准）、糖脂宁胶囊假药事件（项

目一绪论任务五 GMP）、某制药有限公司灼烫事故中汲取教训（项目二药物制剂

的基本操作任务一介绍常用重量单位、称重设备+电子天平称取操作视频）、二甘

醇事件（项目五注射剂与滴眼剂任务三）、欣弗事件（项目五注射剂与滴眼剂任

务四注射剂的制备）、关木通事件与中药制剂安全（项目六浸出制剂任务二浸出

制剂的制备）、毒胶囊事件（项目八散剂、颗粒剂与胶囊剂任务三胶囊剂）共 7
个思政案例。

3.2 课程教学内容

预期目标：以《药物制剂技术》（人民卫生出版社版本）教材为基础，并结

合药士考试大纲及药物制剂生产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初级）要求，制作线上教学

用教学 PPT、微课视频、电子教案等线上资源，实现制作教学 PPT 30个、电子

教案 30个，并拍摄制作微课视频 30个。

完成情况：经团队协作，目前已制作完成且已上线的资源涵盖了预期目标的

所有内容，资源数量上已远超预期目标，具体数据包括：视频总数 69个、文档

总数 77个、在线作业总数 85个、在线测试总数 12个、考试总数 2个、公告总

数 1个，资源总数共 14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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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丰富课程教学活动、完善课程教学评价

课程教学活动及课程教学评价

预期目标：本课程所有主讲教师统一采用智慧职教平台进行线上教学。在智

慧职教平台课程概况、课程资源、拓展资源和课程互动空间四个模块中上传相应

的资源，并有真实的教学数据。

完成情况：因智慧职教平台板块内容是固定命名格式，且不能自定义板块信

息，所以相应的板块内容在命名上会有一些差异，但内容基本一致如：课程信息

（课程概况）、教学内容（课程资源）、课程题库（拓展资源）和主题讨论（课程

互动空间），板块内容设计及资源配备已达成预期目标。

五、丰富课程教学资源

课程概况、课程资源、拓展资源和课程互动空间建设情况

预期目标：根据任务书，预期完成的课程资源包括：教学 PPT 30个、电子

教案 30个、微课视频 30个、作业习题 400道、考试题库 1500道设备操作类动

画 4个、案例分析 14个、考证辅导类试题 400道、专业知识检索类网站链接 20
个、药品生产 GMP虚拟实训仿真平台、师生互动人次不少于 120人次。

完成情况：已制作完成资源总数 146个、视频总数 69个、文档总数 77个、

在线作业总数 85个、在线测试总数 12个、考试总数 2个、公告总数 1个、视频

总时长 473.7分钟、视频平均时长 6.9分钟，题库总数量达 2443道，其中含测验

用习题 1455道，药物制剂生产工习题 409道，药士考试用习题 579道，设备类

动画 6个，案例分析 17个，专业知识检索类网站 20个，药品生产 GMP虚拟仿

真实训 2个，师生互动 996人次。

六、提升课程教学效果与影响

预期目标：1.本课程所有主讲教师统一采用智慧职教平台进行线上线下混合

式教学。2.通过线上良好的师生互动提高学生的线上学习黏性，以提高线下教学

效果。3.向其他学校及社会化人员开放资源，提高本课程影响力。4.通过满意度

调查优化平台教学资源。

完成情况：药剂专业《药物制剂技术》课程均已参与智慧职教平台进行线上

线下混合式教学，师生互动良好（996人次），满意度调查评价较高（数据见 2.1）。
智慧职教平台是一个开放的教学平台，我校《药物制剂技术》课程自上线后社会

人员选报人数不断增加，社会化影响效果佳，目前MOOC使用课程学校总数 54
个、引用课程学校总数 4个（引用课程选课总人数 52人），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影

响力。

七、规范课程平台支持服务

预期目标统一采用规范合法合规的智慧职教平台进行线上教学。并在平台创

建、课程概况模块（包括：课程简介、教学团队简介、课程标准、教学大纲、考

核标准、学习指南）、课程资源模块（包括：教学 PPT、微课视频、电子教案、

作业习题、考试题库）、拓展资源模块（包括：案例分析、专业知识检索相关网

站链接、岗位仿真操作系统、考证辅导）和课程互动空间模块（包括：老师答疑

区、课堂交流区、综合讨论区）四大资源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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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情况：相应模块内容均已完成创建，资源丰富（详细数据见第五点丰富

课程教学资源），能满足学生线上课前课后学习提升的需求。

八、特色创新

8.1 彰显职业教育特征

预期目标：本课程线上线下教学资源均达到药士考试大纲及药物制剂生产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初级）要求，并制作设备操作类动画 4 个、考证辅导类试题

400道。

完成情况：共制作药物制剂生产工习题 409道、药士考试用习题 579道、设

备类动画 6个。

8.2 教学资源数字化改造

预期目标：以《药物制剂技术》（人民卫生出版社版本）教材为基础，并结

合药士考试大纲及药物制剂生产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初级）要求优化升级线上数

字化教学资源，并制作“课-岗-证”融为一体的微课视频 30个、通过第三方制作药

物制剂 GMP虚拟实训仿真平台。

完成情况：已制作完成视频总数69个药品生产GMP虚拟仿真实训2个（GMP
片剂生产压片岗位虚拟仿真实验、GMP片剂生产包衣岗位虚拟仿真实验）。

九、其他

9.1项目建设完成情况

预期目标：第二年建设任务基本完成，本年度各验收要点完成率高于 95%。

完成情况：对照任务表，《药物制剂技术》线上精品课程线建设任务，除论

文处在收录阶段尚未正式出刊外已基本完成建设任务。

9.2资金预算与支出

预期目标：项目预算资金到位，资金预算到位率 100%。项目资金支出用途

合理，符合任务书规定，资金和项目管理规范，资金使用与管理符合有关财经法

律法规及财务、会计制度等要求。预算支出执行率高于 95%。

完成情况：建设初期已制定资金使用管理办法，预期到位资金 30万元，实

际到位资金 33.525744万元，资金到位率达 111.75%，实际支出 33.525744万元，

预算支出执行率 11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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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任务与目标完成情况佐证材料

一、强化课程负责人及课程团队建设

1.1课题负责人佐证材料

课题负责人获河源市第二十届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技能大赛“药品购销技能”
赛项一等级（指导老师）、团队发表论文 1篇。

图 1. 河源市第二十届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技能大赛“药品购销技能”赛项一等级（指导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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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教学与研究》（期刊网）杂志收录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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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课程团队

共制作线上教学用 PPT 77个，其中包括与线上微课视频匹配的 PPT 69个，

线上微课视频匹配的教案 69份，数据截图如下：

图 3. 线上微课资源情况

经过课程建设，团队教师素养得到明显提升，团队成员基本达成了双师型教

师要求，以下为团队负责人和部分教师的双师型证书：

图 4.课题负责人双师型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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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团队成员双师型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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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团队成员双师型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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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团队成员双师型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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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团队成员双师型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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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团队成员双师型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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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团队成员双师型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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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团队成员双师型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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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优化课程教学设计与方法

2.1课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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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教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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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教学用 PPT、线上选课人数及习题库资源数据

图 12. 线上教学用 PPT及线上选课人数

图 13. 习题库资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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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线上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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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课程教学内容

3.1 思政案例

项目一绪论任务三 认识药品标准

从“梅花 K”黄柏胶囊事件看药品安全与质量监管

课程主题：药品安全与质量监管的重要性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了解“梅花 K”黄柏胶囊事件的基本情况和处理过程，掌握药品生产、

销售、使用中的法律法规。

技能目标：培养学生识别药品安全风险的能力，提升对药品质量监管重要性的认

识。

思政目标：强化学生的法律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和职业道德素养，引导学生树立

正确的药品安全观念。

教学内容：

一、课程导入

背景介绍：简述药品在保障人民健康中的重要作用，以及近年来国内外药品安全

事件的频发情况。

案例引入：通过“梅花 K”黄柏胶囊事件，引出药品安全与质量监管的紧迫性和重

要性。

二、事件回顾与分析

事件概述：详细介绍 2001年 8月湖北省株洲市发生的“梅花 K”黄柏胶囊事件，

包括事件发生的背景、经过、患者症状及影响。

原因分析：探讨事件发生的原因，包括药品生产企业的违法违规行为、监管部门

的监管缺失等。

处理过程：介绍湖南省在全省范围内封杀“梅花 K”黄柏胶囊，以及国家药品监督

管理局在全国范围内暂停销售、使用该药品的措施。

社会反响：分析事件对公众信任、药品行业、法律法规完善等方面的影响。

三、药品生产、销售、使用中的法律法规

国家法律法规：介绍国家关于药品生产、销售、使用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如《药

品管理法》、《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等。

企业责任：强调药品生产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确保药品的质量和

安全。

监管体系：介绍国家药品监管体系的构成和运作机制，以及监管部门的职责和权

力。

四、思政教育与职业道德

法律意识：引导学生认识到药品安全问题的严重性和法律后果，增强法律意识。

社会责任：强调药品生产企业、销售人员、医疗机构等应共同承担的社会责任，

确保公众用药安全。

职业道德：通过“梅花 K”黄柏胶囊事件，加强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引导学生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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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正确的职业观念，坚守职业道德底线。

五、思考与讨论

小组讨论：组织学生分组讨论如何加强药品生产、销售、使用中的质量监管，避

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案例分析：引导学生分析其他药品安全事件的案例，提升对药品质量监管重要性

的认识。

心得体会：要求学生撰写关于“梅花 K”黄柏胶囊事件的学习心得，反思药品安全

与质量监管的重要性，明确未来的努力方向。

教学方法：

理论讲授与案例分析相结合，通过“梅花 K”黄柏胶囊事件的详细分析，引导学生

深入理解药品安全与质量监管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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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一绪论任务五 GMP

从“糖脂宁胶囊”假药事件看药品安全与职业道德

课程主题：药品安全与职业道德的重要性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了解“糖脂宁胶囊”假药事件的基本情况和处理过程，掌握药品生产、

销售中的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要求。

技能目标：培养学生识别假药和非法添加物的能力，提升对药品质量监管重要性

的认识。

思政目标：强化学生的法律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和职业道德素养，引导学生树立

正确的药品安全观念。

教学内容：

一、课程导入

背景介绍：简述药品在保障人民健康中的重要作用，以及近年来国内外药品安全

事件的频发情况。

案例引入：通过“糖脂宁胶囊”假药事件，引出药品安全与职业道德的紧迫性和重

要性。

二、事件回顾与分析

事件概述：详细介绍 2009年 1月新疆喀什地区莎车县两名糖尿病患者因服用假

“糖脂宁胶囊”导致死亡的事件，以及后续的不良反应患者情况。

假药发现：阐述药监部门核查结果，指出涉案“糖脂宁胶囊”为冒充广西平南制药

厂生产的假药，并介绍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药检所的检验结果，揭示假药中非法

添加的化学成分及其危害。

原因分析：探讨事件发生的原因，包括药品生产企业的违法违规行为、监管部门

的监管缺失、销售环节的漏洞等。

三、法律法规与职业道德

国家法律法规：介绍国家关于药品生产、销售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如《药品管理

法》、《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等，强调药品生产企业的法律责任。

职业道德要求：阐述药品生产、销售等环节中职业道德的重要性，包括诚信经营、

合法合规、保障患者安全等。

监管体系与职责：介绍国家药品监管体系的构成和运作机制，以及监管部门的职

责和权力，强调监管在保障药品安全中的关键作用。

四、思考与讨论

小组讨论：组织学生分组讨论如何加强药品生产、销售中的质量监管，防止类似

事件的再次发生。

案例分析：引导学生分析其他药品安全事件的案例，提升对药品质量监管重要性

的认识。

角色扮演：模拟药品生产、销售等环节，让学生扮演不同角色，体验职业道德和

法律法规在实际操作中的应用。

五、思政教育与总结

法律意识：强调药品安全问题的严重性和法律后果，增强学生的法律意识。

社会责任：引导学生认识到药品生产企业、销售人员等应共同承担的社会责任，

确保公众用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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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道德：通过“糖脂宁胶囊”假药事件，加强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引导学生树

立正确的职业观念，坚守职业道德底线。

总结反思：总结本次课程的学习内容，引导学生反思药品安全与职业道德的重要

性，明确未来的努力方向。

教学方法：

理论讲授与案例分析相结合，通过“糖脂宁胶囊”假药事件的详细分析，引导学生

深入理解药品安全与职业道德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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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二药物制剂的基本操作

从某制药有限公司灼烫事故中汲取教训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使学生了解药物制剂生产中的安全操作规程及常见事故类型。

技能目标：培养学生识别药物制剂生产中的安全隐患，掌握应急处理技能。

思政目标：

强化学生的安全意识，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理念。

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确保在生产过程中严格遵守安全规程。

引导学生反思和学习，从安全事故中汲取教训，推动药物制剂技术的持续改进。

教学内容：

一、引言：安全是药物制剂生产的基石

背景介绍：简述药物制剂生产在医药行业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安全生产对保障产

品质量和员工生命安全的重要性。

思政导入：通过某制药有限公司灼烫事故的案例，引发学生对安全生产的关注和

思考。

二、某制药有限公司灼烫事故分析

事故概述：介绍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及后果，重点分析事故中的安全隐

患和管理漏洞。

详细分析：

设备故障：探讨设备是否存在老化、维护不当等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如何导致事

故发生。

操作不当：分析操作人员是否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是否存在违规操作行为。

安全管理：评估企业在安全管理方面的不足，包括安全培训、应急预案、隐患排

查等方面。

三、药物制剂生产中的安全隐患与防控措施

安全隐患：列举药物制剂生产中常见的安全隐患，如设备故障、化学品泄漏、火

灾爆炸等。

防控措施：

加强设备管理：定期对设备进行维护保养，确保设备处于良好运行状态。

规范操作行为：加强员工安全培训，提高员工安全意识和操作技能。

完善安全管理：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加强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制定应急预

案并定期组织演练。

四、从安全事故中汲取教训

事故反思：组织学生分组讨论某制药有限公司灼烫事故的教训，探讨如何避免类

似事故的发生。

未来展望：鼓励学生思考如何提升药物制剂生产的安全水平，包括技术创新、管

理创新等方面。

五、总结与作业

课程总结：回顾课程重点，强调安全生产在药物制剂生产中的重要性，以及从安

全事故中汲取教训的必要性。

课后作业：要求学生撰写一篇关于某制药有限公司灼烫事故的反思文章，分析事

故原因、教训及对未来药物制剂生产安全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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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

理论讲授与案例分析相结合，通过某制药有限公司灼烫事故的详细分析，引导学

生深入理解安全生产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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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五注射剂与滴眼剂任务三

二甘醇事件分析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使学生深入理解药物制剂辅料的选择、质量控制及其在药物安全性中

的重要性。

技能目标：培养学生识别药物制剂生产中的潜在风险，并掌握风险防控措施。

思政目标：

强化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认识到药品质量对社会和患者的影响。

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和遵纪守法意识，确保药物制剂的合法合规生产。

引导学生反思和学习，从失败中汲取教训，推动药物制剂技术的持续进步。

教学内容：

一、引言：药品质量与公共安全

背景介绍：简述药品在公共卫生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药品质量对社会和患者

的影响。

思政导入：通过二甘醇事件的案例，引发学生对药品质量安全的关注和思考。

二、二甘醇事件回顾

事件概述：介绍某制药厂因辅料二甘醇误用导致的假药事件，包括事件起因、经

过和后果。

详细分析：

辅料选择：探讨二甘醇与正常辅料丙二醇的区别，以及为何会发生误用。

质量控制：分析某制药厂在辅料采购、检验、入库和使用环节中的管理漏洞。

社会影响：阐述事件对患者、企业、社会及医药行业的影响。

三、药物制剂辅料的质量控制

理论讲解：介绍药物制剂辅料的选择原则、质量控制标准和检验方法。

实践应用：通过案例分析，引导学生理解辅料质量控制的重要性，并学会如何在

实际生产中应用。

四、职业道德与法律法规

法律法规：介绍与药物制剂生产相关的法律法规，包括 GMP（良好生产规范）

要求、药品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等。

职业道德：强调药品生产企业的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包括诚信守法、尊重生命、

确保药物安全有效等。

五、反思与教训

事件反思：组织学生分组讨论某制药厂二甘醇事件的教训，探讨如何避免类似事

件的发生。

未来展望：鼓励学生思考如何提升药物制剂辅料的质量控制水平，以及如何在生

产过程中加强风险防控。

六、总结与作业

课程总结：回顾课程重点，强调药物制剂辅料质量控制、职业道德和法律法规的

重要性。

课后作业：要求学生撰写一篇关于某制药厂二甘醇事件的反思，分析事件原因、

教训及对未来药物制剂生产的启示。

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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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讲授与案例分析相结合，通过某制药厂二甘醇事件的详细分析，引导学生深

入理解药品质量的重要性和风险防控措施。

项目五注射剂与滴眼剂任务四

从“欣弗药品安全事件”看药品生产的质量控制与法律责任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使学生了解药物制剂的生产工艺及质量控制要点，特别是灭菌工艺的

重要性。

技能目标：培养学生识别药品生产中的潜在风险，提升对药品质量控制的敏锐度

和应对能力。

思政目标：

强化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认识到药品生产对公众健康的重要性。

培养学生的法律法规意识，遵守国家药品生产相关法律法规。

提升学生的职业道德素养，坚守药品生产的道德底线。

教学内容：

一、引言：药品安全是生命防线

背景介绍：简述药品在维护人类健康中的重要作用，以及药品安全对社会稳定和

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

思政导入：通过“欣弗药品安全事件”的严重后果，引发学生对药品生产质量控制

和法律责任的思考。

二、欣弗药品安全事件回顾与分析

事件概述：详细讲述“欣弗药品安全事件”的发生、发展及后果，包括患者出现的

临床症状、死亡人数、病危人数等。

原因分析：

擅自改变灭菌工艺：安徽华源生物药业有限公司在生产过程中擅自改变了灭菌工

艺参数，导致药品污染和变质。

质量控制缺失：企业在质量控制环节存在严重漏洞，未能及时发现并纠正问题。

后果与影响：分析事件对患者健康、企业声誉、行业整顿及公众信任等方面的严

重影响。

三、药物制剂的生产工艺与质量控制

生产工艺：介绍药物制剂的生产工艺流程，特别是灭菌工艺的重要性及操作步骤。

质量控制：强调药品质量控制的标准和程序，包括原料检验、生产过程监控、成

品检验等。

法规要求：介绍国家关于药品生产的相关法律法规，如《药品管理法》、《药品生

产质量管理规范》等。

四、从欣弗事件中汲取教训

社会责任意识：引导学生认识到药品生产企业的社会责任，确保产品质量和安全，

维护消费者权益。

法律法规意识：强调企业应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加强内部管理，确保药品生

产过程的合法性和合规性。

职业道德教育：通过欣弗事件，加强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

职业观念，坚守职业道德底线。

安全意识：提醒学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要时刻保持安全意识，对生产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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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隐患保持高度警惕。

五、思考与讨论

小组讨论：组织学生分组讨论如何避免类似欣弗事件的再次发生，提出具体的改

进措施和建议。

案例分析：引导学生分析其他药品生产中的安全隐患和案例，提升对药品质量控

制的敏锐度和应对能力。

心得体会：要求学生撰写关于“欣弗药品安全事件”的学习心得，反思自己的职业

观念和安全意识，明确未来的努力方向。

教学方法：

理论讲授与案例分析相结合，通过“欣弗药品安全事件”的详细分析，引导学生深

入理解药品生产质量控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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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六 浸出制剂任务二

关木通事件与中药制剂安全

课程主题：中药制剂安全性与质量控制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了解关木通事件及其引发的中药安全性问题，掌握中药制剂质量控制

的基本方法。

技能目标：培养学生识别中药制剂潜在风险的能力，提升对中药制剂质量控制重

要性的认识。

思政目标：强化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树立药品安全第一的观念，培养学生的法

律法规意识和职业道德素养。

教学内容：

一、引言

背景介绍：简述中药在中华民族传统医学中的重要地位，以及近年来中药制剂安

全性问题的凸显。

案例引入：通过关木通事件，引出中药制剂安全性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二、关木通事件回顾

事件概述：详细介绍 2003年关木通事件的发生、发展及后果，包括患者症状、

损害程度、社会反响等。

原因分析：探讨关木通中含有马兜铃酸成分的潜在肾毒性，以及中药制剂在生产、

使用过程中的质量控制问题。

影响与教训：分析事件对患者、中药行业、社会信任等方面的影响，总结事件带

来的教训和启示。

三、中药制剂质量控制

质量标准：介绍中药制剂质量控制的基本标准，包括药材来源、炮制方法、制剂

工艺、检验标准等。

质量控制方法：详细阐述中药制剂质量控制的具体方法，如指纹图谱、高效液相

色谱、气相色谱等现代分析技术的应用。

法规与监管：介绍国家关于中药制剂质量控制的法律法规和监管要求，强调企业

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法律责任。

四、思政教育与职业道德

社会责任意识：引导学生认识到药品生产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确保中药制剂

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法律法规意识：强调企业应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加强内部管理，确保中药制

剂生产过程的合法性和合规性。

职业道德教育：通过关木通事件，加强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

的职业观念，坚守职业道德底线。

五、思考与讨论

小组讨论：组织学生分组讨论如何加强中药制剂的质量控制，避免类似关木通事

件的再次发生。

案例分析：引导学生分析其他中药制剂安全性问题的案例，提升对中药制剂质量

控制重要性的认识。

心得体会：要求学生撰写关于关木通事件的学习心得，反思中药制剂质量控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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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明确未来的努力方向。

教学方法：

理论讲授与案例分析相结合，通过关木通事件的详细分析，引导学生深入理解中

药制剂质量控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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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八散剂、颗粒剂与胶囊剂任务三

从“毒胶囊”事件看药品生产的社会责任与安全监管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使学生了解药用胶囊的生产工艺及质量控制标准，掌握重金属铬超标

对药品安全的影响。

技能目标：培养学生识别药品生产中的安全隐患，提升对药品质量控制的敏锐度

和应急处理能力。

思政目标：

强化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认识到药品生产对公众健康的重要性。

培养学生的法律法规意识，遵守国家药品生产相关法律法规。

提升学生的职业道德素养，坚守药品生产的道德底线。

教学内容：

一、引言：药品安全关乎生命健康

背景介绍：简述药品在维护人类健康中的重要作用，以及药品安全对社会稳定和

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

思政导入：通过“毒胶囊”事件，引发学生对药品生产安全和社会责任的思考。

二、毒胶囊事件回顾与分析

事件概述：详细讲述“毒胶囊”事件的来龙去脉，包括皮革废料处理、工业明胶熬

制、药用胶囊生产及最终流入药品企业等关键环节。

原因分析：

企业利益驱动：部分企业为降低成本，使用廉价有毒的工业明胶替代食用级明胶。

质量控制缺失：药品生产企业在采购和质量控制环节存在漏洞，未能及时发现并

纠正问题。

监管不力：相关监管部门在药品生产、流通环节的监管存在不足，未能有效遏制

违法行为。

后果与影响：分析“毒胶囊”事件对患者健康、企业声誉、行业整顿及公众信任等

方面的严重影响。

三、药用胶囊的生产工艺与质量控制

生产工艺：介绍药用胶囊的生产工艺流程，包括原料选择、明胶制备、胶囊成型

及包装等环节。

质量控制：强调药用胶囊的质量控制标准，包括重金属含量、微生物限度、溶解

性等关键指标。

法规要求：介绍国家关于药品生产的相关法律法规，如《药品管理法》、《药品生

产质量管理规范》等。

四、从毒胶囊事件中汲取教训

社会责任意识：引导学生认识到药品生产企业的社会责任，确保产品质量和安全，

维护消费者权益。

法律法规意识：强调企业应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加强内部管理，确保药品生

产过程的合法性和合规性。

职业道德教育：通过毒胶囊事件，加强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

的职业观念，坚守职业道德底线。

安全意识：提醒学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要时刻保持安全意识，对生产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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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隐患保持高度警惕。

五、思考与讨论

小组讨论：组织学生分组讨论如何避免类似毒胶囊事件的再次发生，提出具体的

改进措施和建议。

案例分析：引导学生分析其他药品生产中的安全隐患和案例，提升对药品质量控

制的敏锐度和应急处理能力。

心得体会：要求学生撰写关于“毒胶囊”事件的学习心得，反思自己的职业观念和

安全意识，明确未来的努力方向。

教学方法：

理论讲授与案例分析相结合，通过“毒胶囊”事件的详细分析，引导学生深入理解

药品生产安全的重要性。

实践操作与小组讨论相辅助，通过模拟演练和小组讨论，培养学生的应急处理能

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思政教育与专业知识深度融合，通过情境模拟、角色扮演等方式，增强学生的社

会责任意识、法律法规意识和职业道德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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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课程教学内容

智慧职教平台数据截图如下：

图 14.线上平台数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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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丰富课程教学活动、完善课程教学评价

4.1 课程教学活动及课程教学评价

课程信息（课程概况）、教学内容（课程资源）、课程题库（拓展资源）和主

题讨论（课程互动空间）概况截图如下：

图 15.课程概况

图 16.课程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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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拓展资源

图 18.互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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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丰富课程教学资源

5.1 资源总数、视频总数、文档总数、在线作业总数、在线测试总数、

考试总数、公告总数、视频总时长、视频平均时长、师生互动情况

图 19. 课程相关数据

5.2 题库数据

图 20. 习题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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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设备类动画截图

图 21.旋转式压片机

图 22.单冲压片机的组装与拆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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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球磨粉碎机

图 24.流能磨粉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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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流化床制粒机

图 26.反渗透水处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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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专业知识检索类网站

药品专业知识检索类网站链接以附件作业的形式布置任务，让学生进入相关

网站通过查询规定内容来了解和熟悉相关专业网站的功能，如进入蒲标网：（链

接:https://db2.ouryao.com/）查询一个药品标准、进入：中国食品药品鉴定研究院

官网（https://www.nifdc.org.cn/nifdc/）查询一个药包材标准等。相关数据截图如

下：

图 27. 专业知识检索类网站线上作业

5.5 药品生成 GMP虚拟仿真实训

虚拟仿真平台链接地址 http://vr.gdhywx.com:88/login，数据截图如下：

图 28. GMP片剂生产压片岗位虚拟仿真实验

http://vr.gdhywx.com:88/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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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9. GMP片剂生产包衣岗位虚拟仿真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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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提升课程教学效果与影响

6.1 教学效果与影响

图 30. 在线开放课程数据信息表

七、规范课程平台支持服务

智慧职教平台是一个开放性合法合规的线上教学平台，平台信息安全保护备

案证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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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智慧职教信息安全登记保护备案证明

八、特色创新

8.1 彰显职业教育特征

共制作药物制剂生产工习题 409道、药士考试用习题 579道、设备类动画 6
个，详细佐证见 5.2和 5.3。

8.2 教学资源数字化改造

完成情况：已制作完成视频总数 69个药品生产 GMP虚拟仿真实训 2 个，

佐证参照 5.1和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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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他

9.1项目建设完成情况

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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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资金预算与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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