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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的飞速发展对制药工程专业产教融合类课程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药品生产质

量管理工程”作为连接医药行业和高等教育的代表性产教融合课程，在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和推动医

药产业升级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基于该课程教学中存在的痛点问题，在教学实践中凝练出了具

有商洛学院特色的“一体两翼三融入”课程创新理念。通过重构课程内容、融入新兴技术、加强师资培

训、革新教学方法、强化实践教学、改革评价体系、培养职业素养等方式，增强对学生创新思维、实践

能力和职业素养的培养。这对探索制药工程专业产教融合课程在数智化时代背景下的建设路径具有一定

的引领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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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wing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y, new requirements 
have been put forwar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production-teaching integration courses in pharmaceu-
tical engineering specialty. As a representative industry-teaching integration course connecting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and higher education, “Pharmaceutical Quality Engineering” plays an im-
portant role in the training of high-quality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and the promotion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pain points existing in the teaching of this course, the new cur-
riculum idea of “one body, two wings and three integration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hangluo 
University was proposed in the teaching practice. In order to develop students’ innovative thinking 
ability, practical ability and professional quality, a series of measures were taken, such as recreating 
teaching contents, integrating emerging technologies, strengthening teachers’ team construction, re-
forming teaching methods, strengthening practice teaching, improving the evaluation system, cultivat-
ing professional quality, etc., which plays a leading and demonstration role in exploring the path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production-teaching integration course in pharmaceutical engineering specialt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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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引起了各行各业

的转型与变革[1]。加强医药数字化建设，提升智能制造水平，推动医药研发、生产、管理、流通等全产

业链的数智化转型成为了制药企业发展壮大的必然选择[2]。医药产业的数智化转型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随着《“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出台，教育的数字化转型也进入了加速推进期

[3]。在此背景下，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重要性愈发突出。作为产教融合的主阵地，地方应用型高校承

担着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使命，应顺应数智化时代产教融合的新形势，提高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

量，实现创新发展和高质量发展[4]。 
课程建设是实现产教融合的重要载体。地方应用型高校亟需把握数字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契机，以

信息化、智能化技术为杠杆来推动课程的改革[5]。本文以“药品生产质量管理工程”作为样板课程，以课

程的内涵建设为抓手，通过发挥样板课程的示范引领作用，以点带面，探索数智化背景下制药工程专业

产教融合类课程体系建设的创新途径，培养符合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创新需求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2. 课程教学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工程”是制药工程专业的一门主干课。该课程从系统工程的角度，围绕药品的

全生命周期，探讨药品和质量管理的关系，旨在培养学生树立牢固的药品安全生产管理意识和质量风险

管理意识，帮助学生掌握规范化的质量控制方法，涵养良好的职业道德[6]。该课程不仅与多学科相互交

叉渗透，更是与药品的生产实践连接紧密，是连接药厂和学校的纽带。因此，该课程的学习对学生未来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12197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李世玺 等 
 

 

DOI: 10.12677/ae.2024.14112197 1256 教育进展 
 

就业和个人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教学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痛点问题。 
一是课程建设与企业实际需求偏差较大。该课程内容多是一些药品生产、管理、流通等方面的晦涩

枯燥的法律法规，传统的照本宣科式授课难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加上缺乏企业的深度参与，学生对

药企的实际运行情况了解较少，在学习过程中很难将理论知识与药品的实际生产及质量管理工作相联系。

此外，由于企业无法及时参与到课程的评价过程，企业的实际需求无法快速、准确地传导到课程建设过

程中，导致课程建设的思路与措施无法得到及时更新和调整，对接市场的及时性很难得到满足。 
二是教学过程与生产实践脱节比较严重。由于校企协同育人存在一定的“温差”，高校与药品生产

企业互动较少，学生缺乏到企业实习的机会，导致教学过程与药品生产实践活动脱节。而这种脱节会导

致人才培养成效与企业实际需求的匹配度降低，为此企业需要花大力气对新入职的员工进行二次培训，

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 
三是教学设计与学生职业发展关联不足。由于大多数教师缺乏企业实践经验，较难精准了解企业的

实际需求，往往存在着“厘不清产业发展实际需求，搞不清学生未来发展现实需求，理不顺校企协同育

人实现对策”的窘境，在教学设计中无法很好地兼顾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问题，而这可能导致学生在未

来就业时产生一定的迷惘。 
本文基于教学团队多年的教学实践，凝练出了具有鲜明商洛学院特色的“一体两翼三融入”课程创

新理念：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一体)，以培养学生专业知识和创新能力、提升学生职业素养和实践能力为两

翼(两翼)，将产业需求融入课程建设、生产过程融入教学过程、职业元素融入育人过程(三融入)，打造“贯

通递进”教学体系，实现“产”、“教”、“研”协调运转。 

3. 以岗定课，构建模块化课程内容，课程建设对接岗位需求 

为了解决课程建设和企业实际需求偏差较大的痛点问题，基于学生未来就业岗位的多元化选择和不

同阶段的职业发展需求，本文以提高岗位胜任能力为导向，围绕岗位工作任务和岗位要求，对课程内容

进行了大胆整合，以岗定位，构建了差异化教学模块。 
本团队邀请企业专家共同制定课程建设方案，对标“两性一度”的标准，动态优化授课内容。通过

对标与本课程关联度较高的行业岗位类别，构建了针对不同岗位的教学内容模块，诸如质量管理岗模块、

生产管理岗模块、采购管理岗模块、工艺研发岗模块、人力资源岗模块等。通过情景化教学，模拟药企

的研发、生产、采购、管理等工作场景，为学生营造一个生动逼真的工作环境，学生的角色蜕变为药企

的员工。通过将学生带入到模拟的工作岗位中，从培养满足岗位需求的员工的角度开展教学活动，将课

程的教学过程和员工初步培训有机融合，达到所学即所需，实现教学内容与产业需求无缝对接。 

3.1. 紧扣学科前沿，科研反哺教学 

课程的高阶性注重知识能力素质的有机融合，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和高级思维。在课

程建设过程中，本团队格外注重课程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一方面聚焦行业前沿科技和理念，将数据电子

记录、制药“黑匣子”、智慧工厂、灯塔工厂等先进技术和理念融入到教学过程，拓展了学生的科技视

野。另一方面通过将校企双方相关的科研项目和科研成果引入到教学当中，以研促教，培养学生的探索

精神，实现科研反哺教学之目的。 

3.2. 科技燃爆课堂，数智赋能教学 

教学实践中通过介绍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智化技术在医药研发、生产、管理等环节的应

用，让学生了解当前我国医药产业在数智化时代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医药企业实现

数智化转型的策略。通过虚拟仿真技术，模拟药企真实工作场景，为学生提供沉浸式的学习体验，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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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引导学生在虚拟环境中主动探索、主动学习、主动解决问题。通过“掌上”AI，
诸如 SiRi、小度等工具，引导学生利用身边最常见的 AI 技术进行资料咨询、课程记录和教学回顾，赋能

学生的智慧化、个性化、精准化学习。 

3.3. 企业问题牵引，项目靶向驱动 

挑战度要求课程内容有一定的难度，需要跳一跳才能够得到。为此，本团队将制药企业的真实案例、

一线问题和生产实践经验巧妙地融入到教学过程，让课堂教学有深度、有温度、有力度、接地气。此外，

教学过程中合理运用项目化教学策略，以横向项目为驱动，引导学生用所学知识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

培养学生克服困难、追求卓越的意识，助推制药行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4. 数智赋能，构建人才培养共同体，教学要素和生产过程耦合 

为了解决教学过程与生产实践脱节严重的痛点问题，本文通过数智化技术赋能教学创新，推动产业

链、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的深度融合。本团队构建了校企人才培养共同体，营造了自主、合作、探究

式学习环境，构建了线上线下互融、三堂交互联动的教学模式，培养适应医药行业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4.1. 校企协同，主动应变，打造数智化强师队伍 

进入数智化时代，校企协同育人的形式和内容有了极大的改变。为了适应这一新形势下的要求，需

要打造一支具备较高数字化素养和较强实践能力的数智融合型教师队伍。为此，本团队一方面强化专任

教师的持续教育和技能培训，鼓励专任教师积极参加校内外举办的数智化技术的培训课程以及实践研讨

活动，提高教师的数智化技术实践能力，掌握诸如机器学习、区块链、大数据处理、人工智能应用、云计

算等数智化技术。另一方面支持教师深入合作企业一线进行调研、实习和锻炼，了解企业的实际运营情

况，通过参与企业项目、开展企业员工培训、推动成果转化等方式，提高专任教师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

力，赋能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此外，本团队也会邀请企业资深专家、高级工程技术人员、技术骨干和管

理专家担任本课程的理论教学以及实践教学的指导教师，进一步改善课程教学团队组成结构。 

4.2. 产教融合，数智赋能，催生教育教学新样态 

教学实践中本团队构建了线上线下互融、三堂交互联动的教学模式。通过引入数字技术赋能课堂教

学创新，实现了教学资源的丰富化、教学手段的多样化以及教学过程的个性化。通过多种教学方法的优

化整合，实现优势互补，构建了学生素质与能力培养框架。通过深化产教融合，推动企业人员、平台、场

地等优质资源融入教学要素，实现了教学过程与员工培训的同频共振。 
校企凝心聚力，创新云端课堂。本团队将课堂前端延伸到了线上。通过将大量的企业案例、企业文

化、企业文件和员工培训等资料融入到了线上教学，构建了丰富的线上教学资源，为开展线上产教融合

提供了基础。通过邀请企业专家参与线上答疑、企业实景录课、企业线上讲座、线上云游等方式，在线

上实现了产教的深度融合。 
深耕产教融合，践行多元化教学。本课程的重点多集中在对 GMP 规范和相关法律法规条文的深度分

析和准确解读[7]。团队教师踊跃参加校内外的课程研讨和专题培训，以研促教，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

同时积极参加各类教学比赛交流，以赛促教，提升教学能力。 
本课程的难点则集中在相关知识在药品生产及质量管理的实际应用方面[8]。为此，由具有较丰富药

企工作经验的高校专任教师和企业资深专家，针对本课程的难点问题共同制定教学策略，共同实施模块

化教学。以学生为中心，以实际问题的解决为主线，综合运用启发式、合作式、项目式等教学模式，开展

了多元化的教学活动。通过小组讨论、翻转课堂等活动，实现教师和学生角色的转换。通过“教师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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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工程师请进课堂”活动，实现教师和工程师身份的互换。通过“学生走进车间，课堂搬到一线”，

实现课堂和车间场景的切换。这些举措有力地推动了课程教学与生产过程的无缝链接。 
例如在讲授《药品召回的管理》一节时，本着“翻转协同，明理入心”的理念，本团队摒弃了传统的

单向灌输式教学方式，采用以案例为切入点的多元教学模式。充分利用学习通、智慧树、慕课等智慧教

学工具，实现在课前：学生查阅相关资料，在线上完成预习任务，参与线上讨论等活动；课内：针对企业

真实案例，鼓励学生积极讨论，引导学生用所学知识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课后：通过慕课等方式自由

学习，实现知识的补充和扩展，增强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能力。在具体的授课过程中以药企的真实案例作

为载体，以华海药业问题批次缬沙坦原料药的召回流程及召回后的处理过程为主线，巧妙地将药品召回

管理的相关知识联系起来。教师通过启发式、问题导向式、互动式等多种教学方式，引导学生思考诸如

“药品生产过程中引入杂质的途径”、“药品生产中去除杂质的方法”、“过期药物能否回收利用”等问

题，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在不断地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过程中，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知识点，并能

够灵活运用相关知识点来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真正做到了以学生为中心。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巧妙地融

入思政元素，通过深度剖析华海药业召回事件和长生疫苗召回事件，树立学生的底线意识和法律意识；

通过介绍人工智能在药物研发生产以及质量管理中的应用前景，让学生深刻认识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通过强化对生命的敬畏与对社会的大爱，增强学生的专业认同感和职业认同感。 

4.3. 拓实建虚，虚实结合，打造实践教学新模式 

实践教学是产教融合的重要载体，对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有着重要的作用[9]。本团队打

破各课程教学团队间的界限，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实现了跨课程知识关联，畅通了实践教学通道，充分

利用校企双方的师资、平台、场地等资源，构建了螺旋递进式实践教学模式。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坚持以

学生为中心，以产出为导向，加强理论学习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理念，循序渐进地开发学生相关技能，

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药品生产实践中复杂问题的能力。 
本团队在《原料药车间设计》的实践教学中很好地践行了这种教学模式。首先，通过带领学生到合

作企业进行认知实习，让学生初步了解药物的生产过程和质量管理流程，建立对制药工程的感性认识。

通过与制药企业的接触，加深学生对制药工程专业的理解，提高学习专业学科的兴趣，提升学习专业基

础知识的积极性，加强学生对药厂运营、药品的研发生产、药品质量管理等方面的宏观认识。其次，利

用学院的虚拟仿真平台，开展虚拟仿真实践教学，为学生提供了沉浸式实习实训体验。由于药品生产的

特殊性，合作企业基于技术保密和风险控制等方面的考虑，对学生开放的区域有限，学生的实践活动很

难深入到药品研发生产的核心区域。利用虚拟仿真技术，通过信息结束结合图像渲染和视觉表现，模拟

出原料药生产车间真实的生产场景，学生在虚拟的场景中开展实践活动，既可以保质保量地完成实践教

学任务，又规避了企业实景教学中存在的障碍。最后，借助生产实习的契机让学生亲临药企研发生产第

一线，在进行生产实习时可回顾《原料药车间设计》相关内容，并与自己的工作岗位及职责相关联，将

理论知识运用到生产实践当中。 

4.4. 强化过程，多元评价，驱动教学的持续改进 

本团队以培养学生就业能力和创新能力为目标，对评价主体、评价方式、评价标准等进行大胆革新，

持续推进教学评价改革，校企共同构建了“四化多样双反馈”考核评价机制，实现了知识传授、能力培

养、价值塑造的有机结合。 
通过融合教学前、教学中、教学后的全周期教学过程，解决“何时评”的问题；通过综合运用多元评

价主体，解决“谁来评”的问题；通过评价形式的多样化，解决“怎么评”的问题；通过评价对象的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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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解决“评什么”的问题。强化过程性评价，提高企业参与度，及时传达评价反馈信息，督促教师持续

改进，实现评价结果效用最大化。 
本团队建立了“线上学习 + 课堂学习 + 课后拓展 + 实践训练 + 期末考试”的全过程评价体系，

引导学生回归学习的本源。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将学生的线上学习、课堂表现、课堂测试、课后拓展、实

践训练等环节纳入到评价过程，合理设置各部分的权重，强化对学生学习过程的管理与评价。改革期末

考试内容，减少识记类内容的考核，强化对学生职业能力的考察，如校企共同出卷，将企业文化、职业

道德、企业实际问题等内容融入到考试当中。学生想要获得好成绩，不能寄希望于期末的突击式学习，

而是要将重心放在课程的日常学习中，不但要加强理论知识的学习和应用，更要注重职业能力和创新能

力提升。 

5. 就业导向，构建就业思政新格局，就业育人和思政育人并轨 

为了解决教学设计与学生职业发展关联不足的痛点问题，本团队紧扣“产教融合”特色，以学生的

高质量就业为目标，以提升就业能力为明线，以思政育人为隐线，形成了以党建引领为核心、职业规划

为主体、职场认知为辅助，创新创业为补充、实习实训为提升的“五位一体”职业素养培养模式。通过将

就业育人、思政育人巧妙地融入课程教学的各环节，推动产教深度融合，实现专业知识教育、职业素养

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齐头并进，助力医药产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党建引领人才成长方向，推进党建与学生就业的深度融合。本团队发挥师生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将支部建在课堂上，将党旗插在实验室、车间。通过将本课程的专业知识、价值体系和思政教育理念相

融合，构建“党的建设–教学管理–课堂教学”共建共享、互通互融的平台，实现基层党组织的党建工

作与教研活动、课堂教学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此外，通过建立校企教师、班主任、辅导员、优秀校友等

在内的“党建 + 就业”的育人体系，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成才观、择业观和就业观。 
坚持“三堂联动”，深入推进产教融合。由于本团队教师均担任本科生班主任和本科生导师的实际

情况，团队成员通过开班会、找学生谈话、指导学生参加职业规划大赛和创新创业大赛等方式，引导学

生做好个人职业生涯规划。此外，通过邀请企业导师对学生开展职业规划培训，让学生了解当前就业形

势，明确职业意向，增加相关就业技能，提高学生竞争力和求职意识。 
本团队通过将企业文化融入教学内容、企业项目融入创新创业训练、企业成果融入毕业设计选题等

方式，丰富了企业元素融入教学的模式。通过邀请企业大师担任兼职教师，践行“现代学徒制”，邀请企

业导师指导毕业设计等形式，畅通了企业人才资源融入教学的路径。通过将企业的工作方式、科研方法、

思维习惯引入到育人过程，让学生提前熟悉职场环境，提早做好就业准备，实现学生就业能力和职业素

养的同步提升。 

6. 结语 

数智化背景下，产教融合类课程作为产教融合的重要载体，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本文

以“药品生产质量管理工程”作为制药工程专业产教融合的样板课程，结合产业实际需求，探索了课程

建设的新思路和新方法。针对课程教学过程中的痛点问题，以课程的内涵建设为抓手，以数字化、智能

化技术为驱动，通过构建基于产业岗位要求的模块化课程内容，实现了教学内容与产业需求的无缝对接；

通过畅通企业资源深度融入教学过程的路径，实现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的有效衔接；通过将职业元素

融入育人过程，实现了就业教育和思政教育的同频共振。本研究为地方应用型高校在数智化背景下推动

产教深度融合、加快数智化课程建设提供了思路，同时也为省内外高校开展学生职业素养教育发挥了示

范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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