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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教师培训、企业实践、企业挂职佐证资料

6.1 2018-2021年教师培训计划与总结相关佐证资料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2018 年中药系教师企业实践锻炼方案

为提高我系教师专业技能和实践操作能力，增强教师对

中药农业、中药工业、中药商业发展态势的了解，加强我系

双师型素质教师队伍建设，促进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按照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教师联系企业管理办法（试行）》，制

定 2018年中药系教师企业实践锻炼方案。

一、实践的时间

2018年 1月至 2018年 12月，累计 60天。

二、实践的形式

1.到中药饮片生产企业进行顶岗实践。

2.到药品零售企业进行顶岗实践。

3.到中药材生产基地（企业）进行顶岗实践。

4.到药品质量检验机构进行顶岗实践。

5.实践期间可参加企业组织的技能培训。

6.为企业员工进行培训。

三、实践的主要内容

（一）中药材生产基地实践内容

1.了解中药材产业的发展现状及趋势、产业政策；

2.了解中药材生产基地（企业）的生产管理制度、管理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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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熟悉当地道地中药材生产操作规程、采收加工规程，

能按照当地中药材生产管理要求参与中药材生产与管理。

（二）中药饮片企业实践内容

1.了解中药饮片产业的发展现状及趋势、产业政策；

2.了解中药饮片企业的管理制度、管理模式、企业文化；

3.熟悉中药饮片生产过程管理、中药饮片生产相关岗位

职责、用人标准及要求；

4.熟悉中药饮片生产工艺流程、生产操作规程、饮片质

量控制、饮片质量标准，能按照中药饮片生产管理要求参与

中药饮片生产与管理。

（三）药品零售连锁企业实践内容

1.了解药品零售连锁产业的发展现状及趋势、产业政策；

2.了解药品零售连锁企业的管理制度、管理模式、企业

文化；

3.熟悉中药饮片调剂岗位、中成药销售岗位、中药保健

品岗位等日常管理、品类管理、销售管理、门店管理等相关

岗位职责、用人标准及要求；

4.熟悉中药饮片验收过程，了解中药饮片市场现状；

5.能按照中药饮片验收、中药饮片调剂岗位、中成药销

售岗位、中药保健品岗位等要求参与经营活动与管理。

（四）药品检测机构实践内容

1.了解中药质量检测的现状、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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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了解药品检测机构的管理制度；

3.熟悉中药鉴别、一般检查、含量检测岗位等相关岗位

职责、质量要求、用人标准；

4.能按照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的质量检测规程及

要求，参与中药质量检测活动与管理。

四、组织管理

1.参加实践的教师由中药系和企业双方共同管理，接受

教师实践的企业对参加实践的教师进行考核。

2.中药系将组织系企业实践督导组成员，定期或不定期

到实践企业了解教师实践情况。

五、企业实践要求

1.参加企业实践前需要填写“山西药科职业学院教师企

业实践表”。

2.所有参加企业实践的教师要严格遵守企业和学校的规

章制度，保守企业生产或经营秘密；按时上下班，不准迟到、

早退、旷班及发生其它违纪情况。

3.参加企业实践教师有事不能上班，一方面必须严格按

照企业制度到企业履行请假手续，另一方面要向中药系系主

任请示同意后到带队队长处履行请假手续。

4.参加企业实践的教师要严格按照企业安全生产规程进

行操作，不准出现违犯企业安全生产制度的现象，确保实践

期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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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加企业实践教师如需与企业相关事项沟通时，要通

过带队队长同意方可进行。带队队长不能解决时，及时向系

主任反映，由系部出面解决。

6.教师在实践时要背着谦虚谨慎，积极学习、锻炼，不

断提高自身的技能水平和实践能力的目的，并通过实践完善

自身教学方案，提高教学质量。

7.教师在实践期间每周要写周记，实践结束时要写出不

少于 2000字的总结报告，并由实践单位出具企业实践证明。

9.带队队长负责每天的考勤，出现违纪情况要立即向系

主任汇报。

10.参加系组织的企业实践不少于 30天。

六、具体安排（需要联系后确定）

采用系统一安排和自主实践相结合的办法，提高教师实

践技能。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中药系

2018年 3月 10日



61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2018年中药系教师培养方案

为提高教师教学能力、实践技能，强化中药系“双师型”

教师队伍建设,了解中药产业发展现状及趋势，将职业教育教

学理念、信息化技术应用到专业建设、专业教育、课程建设、

教学资源库建设和科研活动中，按照《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中药系五年师资队伍建设方案》，培养中草药栽培技术

专业和中药生产与加工专业教师，特制定 2018年中药系教

师培训方案。

一、培训目标

通过培训，提高教师教学能力，使他们的教学能力、实

践能力、专业建设能力、课程建设、产业服务能力得到提高，

并通过主持或参与教科研项目，为产学研融合奠定基础。

二、培养计划

（一）校内教师培养

1．师德师风建设

组织教师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

别是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和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明

确做党和人民满意好老师的标准，争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

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

2．教师教学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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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月-6月、9月-12月，青年教师利用课余时间听

课，学习相关教师的讲课方法、内容组织、重难点解疑等，

以便更好地讲授所授课程。

（2）3月-6月、9月-12月，通过对中药系拟参赛学生

的技能培训，提高相关教师的中药鉴定、中药调剂技能、中

药炮制技能。

（3）3月-12月，通过组织教师参加产业政策解读、微

课、高职理论等培训，提高教师的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能力。

（4）组织教师到中药材生产基地、中药饮片生产企业、

药品零售连锁企业、药品检测机构进行实践，提高教师的实

践技能。

3．培养中药材栽培相关教师

2个新专业及中药学专业急需中药栽培技术教师，拟从

中药系教师中选拔孙靓、董雪、张府君等教师，通过社会服

务、基地参观等进行培养。

4.教研室主任和专业带头人培养

为不断适应职业教育要求，提高教研室主任和专业带头

人的专业建设、课程建设，以及教研室规范工作能力，计划

组织教研室主任和专业带头人参加与专业建设相关的产业

政策、职业教育培训。

5．教师教科研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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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校企合作，促进教师的产业服务能力，鼓励教师

主持或参与教科研任务，聘请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研究人员

针对中药产业进行科研项目申报培训，提高教学科研能力，

增强服务社会能力。

2018年 3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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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2018年中药系教师培养总结

按照 2018年中药系师资队伍建设方案、2018年教师到

企业实践方案、中药系五年师资队伍建设方案、中药系教师

企业实践锻炼五年规划等，中药系积极组织教师外培内训、

参加校内外比赛、进行教学资源库建设、主持参与教研科研

项目。现将 2018年中药系师资队伍建设情况总结如下。

1．师德师风建设情况

组织教师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

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党的十九大精神，观看了《榜样》《火

种》《砥砺》奋进 50年》《厉害了，我的国》《辉煌中国》

等；签订了师德承诺书，明确做党和人民满意好老师的标准，

按照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

“四有”好老师要求自己。所有教师尽力尽职尽责做好教育

教学工作，得到学生肯定。有 2位教师评为学院优秀教师，

1名教师被评为学院先进工作者，1名教师被评为省级模范

教师。

2．教师教学能力培养情况

由于周一和周三活动安排的冲突，教师周培训计划不能

正常实施，本学年教师培训一是参加学院组织的全体教师信

息化教学应用能力培训等；二是通过学生技能大赛对教师进

行中药鉴定、中药调剂、中药炮制等培训。通过一年中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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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分散等培训方式，拓宽了教师的知识面，加深了教师间

的专业沟通交流，提高了专业教师的执教能力；三是中药传

统技能大赛指导教师参加赛前会议；董雪和孙靓老师参加植

物组织培养和栽培技能培训等。

3.实践能力培养情况

2018年,吕建军等 17名教师到国大益源、山西荣华、山

西同仁堂、山西黄河药业有限公司等 9家企事业单位进行暑

期和寒假实践，累计 750天，进一步了解了中药生产经营企

业产业发展情况，熟悉了中药饮片验收过程，为教学过程对

接中药生产销售过程，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和专业内涵建设，

推进现代学徒制试点教育奠定了基础。

2018年 4月，中药系蔡翠芳、景晓琦、张玮玮等 6名教

师带领 16级中药生产与加工专业学生到国新晋药饮片厂参

观学习，了解中药饮片生产企业对人员的需求情况、生产现

状和技术岗位人员素质，为中药生产与加工专业建设及学生

实习就业安排提供了一手资料。

4.教学能力及技能比赛情况

一年中，中药系教师先后参加系和学院组织的微课比赛、

信息化教学比赛等，3个团队推荐参加省级信息化教学比赛

和课堂教学比赛，荣获省级三等奖 3项，全国职业院校教学

能力比赛三等奖 1项。在 2018年行业微课比赛中，三等奖 6

项。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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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8年中药系中青年教师获奖情况

姓名 职称 奖项内容 颁发单位 颁奖时间 备注

吕建军 讲师 2018年全国食品药品职业

院校微课比赛三等奖

全国食品药品

职业教育教学

指导委员会

2018．11 系副主任/
骨干教师

吕建军 讲师 2018年山西省职业院校课

堂教学大赛（高职组）“信

息化教学设计”项目三等

奖

山西省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组

委会

2018．08

吕建军 讲师 学生专业技能大赛优秀指

导教师

山西药科职业

学院

2018．09

段小燕 高级讲

师

学生专业技能大赛优秀指

导教师

山西药科职业

学院

2018．09 骨干教师

高淑红 讲师 学生专业技能大赛优秀指

导教师

山西药科职业

学院

2018．09 教研室主

任/骨干教

师

高淑红 讲师 全国医药特有职业技能大

赛---中药调剂员赛项指导

教师贡献奖

全国医药教育

协会职业教育

委员会

2018．11

张玮玮 讲师 2018年全国职业院校教学

能力比赛三等奖

教育部 2018．08 教研室主

任/骨干教

师
张玮玮 讲师 2018年山西省职业院校信

息化教学大赛（高职组）

“信息化教学设计”项目

三等奖

山西省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组

委会

2018．08

张玮玮 讲师 学生专业技能大赛优秀指

导教师

山西药科职业

学院

2018．09

张玮玮 讲师 2018年全国食品药品职业

院校微课比赛三等奖

全国食品药品

职业教育教学

指导委员会

2018．11

景晓琦 讲师 学生专业技能大赛优秀指

导教师

山西药科职业

学院

2018．09 教研室主

任/骨干教

师

景晓琦 讲师 2018全国食品药品职业院

校微课比赛三等奖

全国食品药品

职业教育教学

指导委员会

20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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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花 讲师 2018年山西省职业院校信

息化教学大赛（高职组）

“课堂教学比赛”项目三

等奖

山西省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组

委会

2018．08 专业带头

人/骨干教

师

王海花 讲师 全国医药特有职业技能大

赛---中药调剂员赛项指导

教师贡献奖

全国医药教育

协会职业教育

委员会

2018．11

王海花 讲师 2018全国食品药品职业院

校微课比赛三等奖

全国食品药品

职业教育教学

指导委员会

2018．11

王海花 讲师 学生专业技能大赛优秀指

导教师

山西药科职业

学院

2018．09

杨东方 讲师 学生专业技能大赛优秀指

导教师

山西药科职业

学院

2018．09 专业带头

人/骨干教

师、青年教

师
杨东方 讲师 2018全国食品药品职业院

校微课比赛三等奖

全国食品药品

职业教育教学

指导委员会

2018．11

杨东方 讲师 2018年山西省职业院校信

息化教学大赛（高职组）

“信息化教学设计”项目

三等奖

山西省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组

委会

2018．08

杨东方 讲师 2018年全国职业院校教学

能力比赛三等奖

教育部 2018．11

张妤 讲师 2018全国食品药品职业院

校微课比赛三等奖

全国食品药品

职业教育教学

指导委员会

2018．11 青年教师/
骨干教师

张妤 讲师 学生专业技能大赛优秀指

导教师

山西药科职业

学院

2018．09

徐丽霞 讲师 学生专业技能大赛优秀指

导教师

山西药科职业

学院

2018．09 双带头人/
骨干教师

张府君 讲师 2018年山西省职业院校信

息化教学大赛（高职组）

“信息化教学设计”项目

三等奖

山西省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组

委会

2018．08 教研室主

任/骨干教

师

张府君 讲师 2018全国食品药品职业院

校微课比赛三等奖

全国食品药品

职业教育教学

指导委员会

201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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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府君 讲师 学生专业技能大赛优秀指

导教师

山西药科职业

学院

2018．09

姬洁莹 助教 学生专业技能大赛优秀指

导教师

山西药科职业

学院

2018．09 青年教师

樊圣丽 教员 2018年山西省职业院校课

堂教学大赛（高职组）“信

息化教学设计”项目三等

奖

山西省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组

委会

2018．08

樊圣丽 教员 2018全国食品药品职业院

校微课比赛三等奖

全国食品药品

职业教育教学

指导委员会

2018．11

5. 教研室主任和专业带头人培养情况

为不断适应职业教育要求，提高教研室主任和专业带头

人的专业建设、课程建设，以及教研室规范工作能力，先后

组织张玮玮等 5名教师参加了中药农业产业政策解读、中药

鉴定、中药炮制等培训，提高教师的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能

力；参加山西中药产业发展的思考，为教研室组织开展教研

科研、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了思路（表 1、表 2、表 4）。

在专业论证中，由各教研室主任和专业带头人组织本室

成员，修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专业课

程体系，制定课程标准、专业技能标准，不断提高教研室主

任和专业带头人的专业建设能力；在进行企业调研过程中，

教研室主任和专业带头人参与其中，使他们有机会更多的对

接企业，提高他们对产业的认识能力。

6．教师教科研能力培养情况

为提高教师的教研科研能力、产业服务能力。本年度，

中药系教师主持申报建设校级课题 8项、省级课题 3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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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校级课题 2个，在研省级课题 2个，其中 1个校级课题和

2个省级课题通过验收（文件尚未发放）。以第一作者公开

发表论文 25篇，副主编教材 1本，参编教材 4本。见表 2、

表 3 。

7.教师社会服务能力培养情况

一年来，中药系教师积极参与社会服务，蔡翠芳先后为

为万荣县、广灵县、灵石县、古县等县药农进行中药材种植

培训约 500人次；指导万荣县、广灵县、灵石县等县农民药

材种植 6次。赵昌老师为中药零售企业和执业药师累计近

1500人次，规范中成药使用,提高零售企业员工服务质量。

段小燕利用节假日在山西黄河中药有限公司兼职，负责中药

饮片质量检验，对于保证该公司中药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

见表 4 。

表 2 2018年中药系教师主持教研科研情况

姓名 职称 项目名称 立项单位 立项时

间

备注

蔡翠芳 教授 生地黄产地加工质量控制

研究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2018.05

蔡翠芳 教授 黑柴胡标准药材研制 山西省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2016.11 在研

高淑红 讲师 龙葵标准药材研制 山西省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2016.11 在研

高淑红 讲师 远志产地加工过程中黄曲

霉毒素的控制研究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2018.05

杨东方 讲师 山西常用药用植物资源数

据库的建设

山西省教育厅 2017.06 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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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丽霞 讲师 地黄生长发育对其根际土

壤微生物的影响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2018.05

景晓琦 讲师 不同商品等级远志药材的

HPLC指纹图谱分析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2018.05

吕建军 讲师 常用补气药用药规律数据

挖掘研究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2018.05

王海花 讲师 远志不同药用部位的质量

检测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2018.05

张妤 讲师 不同基原黑柴胡指纹图谱

分析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2018.05

张府君 讲师 《中国药典》收载的儿童

中药口服液制剂中同时测

定 6种防腐剂的方法研究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2014.10

吕建军 讲师 熟地黄炮制工艺研究及质

量控制研究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2014.10

姬洁莹 讲师 黄芪（蒙古黄芪）种苗质

量标准的研究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2017.05

张玮玮 讲师 黄芪（蒙古黄芪）种子质

量标准研究

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2017.05

徐丽霞 讲师 地黄生长发育对其根际土

壤微生物的影响

山西省教育厅 2018.06 教育厅

科技创

新项目

（2018
0906
公告

蔡翠芳 教授 半夏产地加工操作规程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 2018.12 2018
年度山

西省农

业地方

标准制

修订项

目计划

蔡翠芳 教授 半夏产地加工操作规程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 2018.12

表 3 2018年中药系教师教材、论文统计表

姓名 职称 类别 名称 时间
期刊名称/刊
号/出版社

排序

景晓琦 讲师 高职高专 《实用中医药基础》 2018.07 重庆大学出 参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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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规

划教材

（第 2版） 版社

景晓琦 讲师

高职高专

十三五规

划教材

《中药调剂综合技能

训练》（第 2版）
2018.09 化学工业出

版社

副主

编

景晓琦 讲师 国家级

不同商品等级远志药

材的 HPLC指纹图谱

分析研究

2018年
12月第

24卷第

24期

中国实验方

剂学杂志

/ISSN
1005-9903

第一

景晓琦 讲师 国家级

分析中药炮制对药物

性能功效及理化性质

的影响

2018第
5卷第

74期

临床医药文

献杂志/ISSN
2095-8242

第一

景晓琦 讲师 国家级
天麻钩藤饮治疗高血

压的应用与效果评估

2018/12
第 16卷

中国处方药

/ISSN1671-9
45X

第一

景晓琦 讲师 国家级

不同物候期栽培远志

药材中次级代谢物的

动态变化规律分析

2018年
12月 中药材 第一

景晓琦 讲师 省级
砂中法测定蒙古黄芪

种子的发芽率

2018年
第 19卷
第 6期

中医学院学

报
第一

张府君 讲师 校刊
正交实验法优选黄精

的酒制工艺
2018.9 医药高职教

育
第一

王海花 讲师 国家

ISSR分子标记快速

预测远志中 sibiricose
A5和 sibiricose A6的

含量

2018.08

中国实验方

剂学杂志

ISSN：
1005-9903

CN：
11-3495/R

第一

王海花 讲师 国家

ISSR分子标记结合

相关分析快速预测远

志中 tenuifoliside C
含量高低

2018.08

中药材

ISSN：
1001-4454

CN：
44-1286/R

第一

王海花 讲师 国家
黄芪的药效成份及药

理作用研究
2018.11 中国处方药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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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N：
1671-945X

CN：
44-1549/T

张妤 讲师 校级
水蔓菁提取液体外抗

菌作用研究
2018.11 山西药科职

业学院
第五

孙靓 助教 国家
黄芪的药效成份及药

理作用研究
2018.11

中国处方药

ISSN：
1671-945X

CN：
44-1549/T

第三

胡荣 助教 教师
银杏叶中总黄酮的提

取工艺研究
2018.12

医药高职教

育

山西农业科

学/ISSN
1002-2481

C 14-1113/S

第一

杨东方 讲师 省级
外源激素对远志不定

根生长的影响
2018.04

第一

杨东方 讲师 省级 茯苓饼干的研制 2018.05

山西农业科

学/ISSN
1002-2481

C 14-1113/S

第一

杨东方 讲师 校级 茯苓饼干的研制 2018.06 医药高职教

育

第一

杨东方 讲师 国家级 中药储存与养护 2018.02 中国中医药

出版社
参编

杨东方 讲师 校级 中药鉴定技术 2018.06 校本教材 主编

杨东方 讲师 国家级 中药鉴定技术 2018.11 人民卫生出

版社
参编

杨东方 讲师 校级
新疆紫草中总萘醌提

取方法的研究
2018.11 医药高职教

育
第一

董雪 助教 省级 新疆药用植物资源及 2018.10 新疆农垦科 第一



73

其生态环境保护对策 技 ISSN：
1001-361X/C
N：65-1093/S

吕建军 讲师 论文
含熟地黄成方制剂证

治用药规律挖掘研究
2018.06

国际中医中

药杂志

ISSN
1673-4246

CN
11-5398/R

第一

吕建军 讲师 论文
主治肝肾亏虚证的成

方制剂用药规律分析
2018.08

中医临床研

究

ISSN
1674-7860

CN11-5895/R

第一

吕建军 讲师 论文

基于数据挖掘分析含

白术的成方制剂的组

方规律

2018.11

中国药房

ISSN：
1001-0408

CN：
50-1055/R

第一

吕建军 讲师 论文

基于数据挖掘探讨含

“桔梗-甘草”药对成

方制剂的证治规律

2018.10

中国药房

ISSN：
1001-0408

CN：
50-1055/R

第一

吕建军 讲师 论文
基于数据挖掘分析含

党参成方制
2018.10

山西中医学

院学报

ISSN：
1671-0258

CN：
14-1265/R

第一

吕建军 讲师 论文

中药学专业“店长订

单班”现代学徒制人

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

实践

2018.12

现代职业教

育

ISSN-209606
03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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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
14-1381/G4

吕建军 讲师 教材 实用中药 2018.08 人民卫生出

版社
参编

赵昌 讲师
校级

常见病中医辨证用药 2018.9 校本教材 参编

王丕明 助教

国家

煅淬对磁石药理药效

的影响
2018.12

中国处方药

ISSN：
1671-945X

CN：
44-1549/T

第一

表 4 2018年中药系教师社会服务情况

姓名 服务内容 服务地点 服务企业

服务群体

服务时间 备注

蔡翠芳 1.中药材产业发展现

状及趋势

2.党参市场现状及其

栽培技术

3.远志市场现状及其

栽培技术

灵石县

药农

50人

2018.1.03

2018.12.2

灵石县农

委组织

蔡翠芳 柴胡市场现状及其栽

培技术

万荣县 农民 200人 2018.07.14 万荣县西

村乡

蔡翠芳 1.远志市场现状及其

栽培技术

2.板蓝根栽培与加工

3.柴胡市场现状及其

栽培技术

4.中药材产业发展现

状及趋势

古县 农民

累积 230人

2018.08.08-0
9

2018.08.10-1
2

2018.08.15-1
6

古县职业

技术中学

蔡翠芳 1.中药材产业发展现 洪洞县 药农 170人 2018.11.16 洪洞县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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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及趋势

2.柴胡市场现状及其

栽培技术

3.远志市场现状及其

栽培技术

4.黄芩市场现状及其

栽培技术

2018.11.30 委组织的

新型职业

农民培训

蔡翠芳 1.板蓝根栽培与加工

2.黄芪栽培及其质量

规格

广灵县 农民

68人

2018.11 对口帮扶

蔡翠芳 指导柴胡生产 万荣县西

村乡

2次 2018.07.15

2018.11.13

万荣县西

村乡

蔡翠芳 指导板蓝根栽培与加

工

广灵县 农民 2017.11 对口帮扶

蔡翠芳 指导灵石县农民种植 灵石县 农民 2018.08

2018.10

2018.12

灵石县农

委组织

段小燕 中药验收及质量监控 山西黄河

中药有限

公司

质检部 2018.02-12 课余时间

赵昌 中成药合理使用 执业药师

继续教育

协会

店长、部分

店员

45人/次

2018.07.15

2018.08.12

赵昌 中成药合理使用 榆次天诚

大药房

店长、部分

店员, 200
人/次

2018.08.16

2018.09.21

赵昌 中成药合理使用 滨海专业

大药房

店长、部分

店员, 200
人/次

2018.09.06

2018.10.19

赵昌 中药学 暑期星红

程执业药

师培训

200人

2019年 1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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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中药系新进教师培养方案

2019年 9月，中药系新进药雅俊、王嘉琛 2名新教师，

为中药系增添了新生力量。按照学院安排，经中药系党政联

席会议研究，确定了 2名教师的培养方案。

1.安排导师：根据 2名教师在研究生阶段学习方向，确

定蔡翠芳为药雅俊的导师，段小燕为王嘉琛。

2.规划职业生涯

一是在教学方面，药雅俊教学以中药质量检测为主，拓

展实验室管理和中药鉴定；王嘉琛以中药鉴定为主，根据后

续发展再行规划。二是在科研方面，参与到由蔡翠芳负责的

2项中药产地加工项目中，以学习鲜药材到成品加工工艺、

规格等级、质量标准等；三是本学期首先讲解选修课《中药

市场信息分析》，为后续教学奠定基础。

3.参与教研室活动：根据 2名教师今后发展，药雅俊分

配到中药生产与加工教研室，王嘉琛分配在中药检定教研室，

通过参与教研室活动，熟悉教学情况，便于和相关教师沟通

交流，以利于提高。

4.听课学习：为使 2名教师尽快进入角色，本学期主要

听中药系骨干教师如蔡翠芳、段小燕、张玮玮、杨东方、张

妤、吕建军等教师授课，以学习各位教师的授课方法、课堂

组织管理、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方法等，培养职业教育教学

理念和信息化教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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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系 2020 年新进教师教学能力培养计划

2019年新进辅导员 2名，2020年中药系新进辅导员 4

名，按照近年来辅导员到系后，以管理学生为主，以参与教

学为辅，经党政联席会共同商讨决定，4位新进教师除正常

管理学生外，使辅导员老师 2条腿走路，使他们通过教学引

导学生学习，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

1.培养他们的教学能力

依据他们所学专业，一是划分教研室，参与教研活动、

专业建设、课程建设，采用师带徒的形式，使他们更好更快

地成长；二是必要时参与教学，边学边干，促进他们成长；

三是由蔡翠芳教授负责他们的教学能力培养，由吕建军副教

授负责他们的信息化教学能力培养；四是由蔡翠芳、吕建军、

徐丽霞、景晓琦分别担任他们的师傅；五是参与中医学基础、

中药炮制技术、实用中药等课程建设。多种方式培养他们的

教学能力。

2.参与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

2020年将还会有中药资源普查，我系将利用这次机会，

组织青年教师参与资源普查，使他们了解中药资源普查的意

义、作用等。

3.参加专业技能比赛

参与专业技能比赛，能规范他们的实践操作，能促进他

们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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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系 2020 年新进教师教学能力培养总结

2019年新进辅导员 2名，2020年中药系新进辅导员 4

名，他们的成长发展关系到中药系未来的发展壮大，因此中

药系高度重视，通过党政联系会议，确定了 2020年 4名新

进辅导员的传帮带师傅，并继续强化对 2019年 2名辅导员

指导。具体培养措施和成效如下。

1.确定传帮带师傅和主讲课程

根据 4名新进教师所学专业，研究生阶段研究方向，确

定传帮带师傅和主讲课程，划分到专业教研室，使指导教师

一对一指导。见表 1。

表 1 新进教师学习工作安排

新进教师 师傅 教研室 主讲课程 来校时间

赵雅清 蔡翠芳 中药生产与加工 中药质量检测技术 2020年

张丽宏 徐丽霞 中药学 中药炮制技术 2020年

张凡 吕建军 中药学 中医药概论 2020年

闫培瑛 景晓琦 中药学 中医学基础 2020年

药雅俊 蔡翠芳 中药生产与加工 中药质量检测技术 2019年

王嘉琛 段小燕 中药检定 中药鉴定技术 2019年

2.团队指导和个体指导相结合

为提高新进教师的教学能力，中药系发挥团队优势和各

位师傅专业优势，一是由蔡翠芳教授为他们指导讲课方法、

课堂设计、课堂组织管理等，由吕建军副教授指导他们信息

化教学应用，使他们尽快适应课堂教学，增强教学自信心；

二是新进教师听课学习，自己揣摩老教师讲课方法、授课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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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以适应课堂教学；三是各位师傅针对性指导学习，解答

他们在教学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四是张丽宏、闫培瑛、药

雅俊、王嘉琛、赵雅清参与优质院校微课和微视频建设，在

教学能力上都得到一定的锻炼。

3.组织新进教师参加各项比赛

一是在全省中药传统技能大赛中，药雅俊荣获教师组三

等奖；二是在全省植物组培技能大赛中，赵雅清、张丽宏团

队荣获三等奖；三是在张府君老师主持的全省高职院校教学

能力《中药质量检测技术》比赛中荣获比赛二等奖，药雅俊

和赵雅清 2名新手发作为团队成员，共享殊荣，在参加全国

高职院校教学能力《中药质量检测技术》比赛中，药雅俊和

赵雅清默默奉献，助力大赛荣获国家级三等奖；三是在中药

系组织的教学能力比赛中，王嘉琛、药雅俊和赵雅清积极参

加比赛，与老教师共舞，王嘉琛荣获三等奖。

张丽宏、闫培瑛和张凡在中药传统技能大赛中，参与赛

场准备和学生技能展示，也通过现场学习有了很好的提升。

4.鼓励他们参加省第四次资源普查

今年 7-8月，药雅俊、王嘉琛、赵雅清、张丽宏参与了

第四次资源普查，从药用植物分布、生态环境、药用部位生

长状况、标本采集制作、资源数据整理上传等等方面得到锻

炼。

中药系

2020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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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2020年中药系教师培养方案

为提高教师教学能力、实践技能，强化中药系“双师型”

教师队伍建设,了解中药产业发展现状及趋势，将职业教育教

学理念、信息化技术应用到专业建设、专业教育、课程建设、

教学资源库建设和科研活动中，按照《山西药科职业学院中

药系五年师资队伍建设方案》，培养中草药栽培技术专业和

中药生产与加工专业教师，特制定 2020年中药系教师培训

方案。

一、培训目标

通过培训，提高教师教学能力，使他们的教学能力、实

践能力、专业建设能力、课程建设、产业服务能力得到提高，

并通过主持或参与教科研项目，为产学研融合奠定基础。

二、培养计划

（一）校内教师培养

1．师德师风建设

一是组织教师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特别是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和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要论

述，明确做党和人民满意好老师的标准，争做有理想信念、

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

二是教师要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将爱党、爱国、爱

社会主义、爱中医药事业、爱专业融入教育教学过程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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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教学各环节中，使学生树立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树牢“四个意识”，

做到“两个维护”，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培养学生形成良

好的学习习惯，使学生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

2．教师教学能力培养

（1）3月-6月、9月-12月，青年教师利用课余时间听

课，学习相关教师的讲课方法、内容组织、重难点解疑等，

以便更好地讲授所授课程。

（2）1月-6月、9月-12月，通过对中药系拟参赛学生

的技能培训，提高相关教师的中药鉴定、中药调剂技能、中

药炮制技能。

（3）1月-12月，通过组织教师或发放资料的方式，进

行产业政策解读、微课、高职理论等培训或学习，提高教师

的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能力。

（4）组织教师到中药材生产基地、中药饮片生产企业、

药品零售连锁企业、药品检测机构进行实践，提高教师的实

践技能。

3．培养药用植物栽培相关教师

通过参加国家级中药学专业《中药材栽培技术》教学资

源库建设，全方位培养教师课堂教学组织、教学设计、教学

内容选取等能力，并通过社会服务、基地参观等进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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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研室主任和专业带头人培养

为不断适应职业教育要求，提高教研室主任和专业带头

人的专业建设、课程建设，以及教研室规范工作能力，计划

组织教研室主任和专业带头人参加与专业建设相关的产业

政策、职业教育培训。

5．教师教研科研能力培养

为加强校企合作，促进教师的产业服务能力，鼓励教师

主持或参与教研科研活动，拟通过组织教师主持或参与项目

建设，提高教师科研能力，增强服务社会能力；拟通过课程

教学模式改革，培养教师的教研能力。

2020年 1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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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2020年中药系教师培养总结

按照 2020年中药系师资队伍建设方案、2020年教师到

企业实践方案、中药系五年师资队伍建设方案、中药系教师

企业实践锻炼五年规划等，中药系积极组织教师外培内训、

参加校内外比赛、进行教学资源库建设、主持参与教研科研

项目。现将 2020年中药系师资队伍建设情况总结如下。

1．师德师风建设情况

中药系组织全体教师学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关于新冠疫情防控的重要讲话精神、十九

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三篇光辉文献、《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三卷、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 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教师节重要讲话、全

国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习近平

视察山西重要讲话精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精神学习宣讲和

纪念抗美援朝主题教育以及“四史”学习活动；围绕教育教

学；召开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关于全

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关于全面加强

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的学习讨论；收看了教

师节央视特别节目《闪亮的名字——2020寻找最美教师发布

仪式》保证思想教育不缺失，使全体教师能以身作则，做好

本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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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教学方案中，每位教

师能根据专业培养、课程教学需要有机融入课程思政，引导

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学生树牢“四

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所有教师没有逾越教师“红

七条”。

2．教师教学能力培养情况

由于疫情影响，主要通过一是参加学院组织的全体教师

信息化教学应用能力培训；二是通过学生技能大赛对教师进

行中药鉴定、中药调剂等培训，拓宽了教师的知识面，加深

了教师间的专业沟通交流，提高了专业教师的执教能力；三

是 名教师外出参加培训；四是对新教师药雅俊、王嘉琛、

张丽宏、张凡、闫培瑛等一对一安排进行师带徒培训，从教

学设计、教学方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等方面进行指导，

使他们快速溶入团队、进入角色。

3.实践能力培养情况

2020年,吕建军等 17名教师到国大益源、山西荣华、山

西同仁堂、山西黄河药业有限公司等 4家企事业单位进行暑

期和寒假实践，累计 330余天，进一步了解了中药生产经营

企业产业发展情况，熟悉了中药饮片验收过程，为教学过程

对接中药生产销售过程，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和专业内涵建设，

推进现代学徒制试点教育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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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4-6月，王海花和杨东方到省中医研究院方剂研

究所脱产实践，2020年 10-12月，张玮玮、张妤、高淑红等

3名教师分别在山西医药与生命研究院、北京同仁堂山西连

锁药店责任有限公司、山西仁和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实践锻

炼，提高科研能力，培养中药饮片验收能力、中医临床实践

经验，为进一步开展教学改革奠定基础。

4.教学能力及技能比赛情况

一年中，中药系教师先后参加学院组织的教学能力比赛、

全省高职高专教学能力比赛、全国高职高专教学能力比赛，

张府君团队荣获全省高职高专教学能力比赛二等奖，全国高

职高专教学能力比赛三等奖。通过比赛凝聚了教学团队，提

高了教师教学设计、教学组织实施、信息化教学能力，起到

了传帮带作用。

一年来，在人社厅组织的医药行业特有职业技能大赛中

药调剂员赛项中，秦嘉欣荣获学生组二等奖，靳月荣获学生

组三等奖。在全省中药传统技能大赛中，姬洁莹荣获教师组

一等奖，王海花、吕建军、张玮玮、杨东方荣获教师组二等

奖，景晓琦、王丕明、药雅俊、孙靓荣获教师组三等奖；李

静荣获学生组一等奖，董浩、冀红燕、杜羊羊荣获学生组二

等奖，张博薇荣获学生组三等奖；蔡翠芳、王海花、杨东方、

景晓琦、姬洁莹荣获优秀指导教师奖；孙靓、董雪、赵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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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宏荣获全省植物组培高职教师组团体三等奖，由徐丽霞、

孙靓老师指导的学生荣获高职学生组团体三等奖。

5.教研室主任和专业带头人培养情况

为不断适应职业教育要求，提高教研室主任和专业带头人的

专业建设、课程建设，以及教研室规范工作能力，先后将教研室

功能扩大化，使教研室逐渐树立了师资队伍管理理念。

6．教师教科研能力培养情况

为提高教师的教研科研能力、产业服务能力。本年度，

中药系教师主持申报建设校级课题 4项、完成省级课题 4个，

在研校级课题 2个，在研省级课题 2个，7个校级课题结题。

以第一作者公开发表论文 18篇，编写《实用中药》、《中

药炮制技术》、《常见病中医辩证用药》、《中药质量检测

技术》4本云教材。中药系教师论文发表及教研科研情况见

表 1 、表 2。

7.教师社会服务能力培养情况

2020年，牵头与省中药资源普查办公室联系，组建了 2

个山西省中药材资源普查组赴 2个县区进行资源普查，我系

徐丽霞、孙靓、王嘉琛、张丽宏、药雅俊、赵雅清、王丕明

等 7名教师、15名学生分赴文水县、祁县进行资源普查，完

成了 76个样地 380个样方套，制作标本 1600余份；徐丽霞、

张玮玮、孙靓、张妤、杨东方、郭敏娜等继续完善 2019年

普查资料，进行了标本后期采集制作、上传数据资料，调研

药材生产基地、零售药店、诊所等。蔡翠芳通过订订先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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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县药农培训中药材种植约 350余人次累计 20学时，为中

药材产业规范运行尽职尽责。

2020年 12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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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系 2021 年新进教师教学能力培养计划

2020年 12月，中药系新进辅导员 4名，按照近年来辅

导员到系后，以管理学生为主，以参与教学为辅，经党政联

席会共同商讨决定，4位新进教师除正常管理学生外，尚需

要加强他们的教学能力培养。

1.培养他们的教学能力

依据他们所学专业，一是划分教研室，参与教研活动、

专业建设、课程建设，采用师带徒的形式，使他们更好更快

地成长；二是必要时参与教学，边学边干，促进他们成长；

三是由蔡翠芳教授负责他们的教学能力培养，由吕建军副教

授负责他们的信息化教学能力培养；四是由蔡翠芳、吕建军、

徐丽霞、景晓琦分别担任他们的师傅；五是参与中医学基础、

中药炮制技术、实用中药等课程建设。多种方式培养他们的

教学能力。

2.参与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

2020年将还会有中药资源普查，我系将利用这次机会，

组织青年教师参与资源普查，使他们了解中药资源普查的意

义、作用等。

3.参加专业技能比赛

参与专业技能比赛，能规范他们的实践操作，能促进他

们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的结合。

2020年 1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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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药科职业学院

2021年中药系教师培养方案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 中、五中全

会精神，进一步落实“三全育人”，提高教师政治思想品德、

教学能力、实践技能，强化中药系“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使教师及时掌握中药产业发展现状及趋势，将党史教育、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教育教学过程中，有力有效地将

职业教育教学理念、产业发展、信息化技术应用到专业建设、

专业教育、课程建设、教学资源库建设和科研活动中，特制

定 2021年中药系教师培训方案。

一、培训目标

通过培训，进一步提高教师的政治修养、职业道德，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核心价值观、“四

史”等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能力、专业

建设能力、课程建设能力、教研科研能力和产业服务能力，

并通过教育教学等能力的提高，强化师德师风和学风建设。

二、培养计划

1．师德师风建设

一是通过系例会组织教师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常态化开展“四史”、《党史故事 100讲》、“三

晋先锋”、“学习强国”等学习，以及听取讲座、收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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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讨论、主题党日活动、撰写心得体会等形式，加强教师

师德师风建设，使教师明确做党和人民满意好老师的标准，

争做“四有”好老师。二是教师进一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共产党史教育融入教育教

学全过程，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

学生树牢“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三是教师应营

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将“三全育

人”“五育并举”做实、做细；四是组织教师参加课程思政

方面的相关培训，实现传道授业解惑、育人育才的有机统一；

五是组织教师申报课程思政相关课题，深化课程思政建设，

提升立德树人成效。

2．教师教学能力培养

（1）3月-6月、9月-12月，进校不足 3年的青年教师

利用课余时间听课，学习相关教师的讲课方法、内容组织、

重难点解疑等，以便更好地讲授所授课程。

（2）1月-6月、9月-12月，通过对中药系拟参赛学生

的技能培训，相关教师进群参加培训，提高相关教师的中药

鉴定、中药调剂技能、中药炮制技能。

（3）1月-12月，通过组织教师参加相关培训，或者发

放相关资料，进行产业政策解读、微课、高职理论等培训或

学习，提高教师的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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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组织教师参加学院或省级及以上教学能力大赛，

提高教师教学能力。

（5）组织教师到中药材生产基地、中药饮片生产企业、

药品零售连锁企业、药品检测机构进行实践，提高教师的实

践技能。

（6）组织教师建设教学资源库，提高教师线上线下混

合式教学能力，推进信息化建设力度。

（7）为新进教师安排导师，一对一指导新教师教学能

力。

3.教研室主任和专业带头人培养

为不断适应职业教育要求，提高教研室主任和专业带头

人的专业建设、课程建设，以及教研室规范工作能力，拟组

织教研室主任和专业带头人参加与专业建设相关的产业政

策、职业教育培训。

4．教师教研科研能力培养

为加强校企合作，促进教师的产业服务能力，拟通过组

织教师主持或参与项目建设，提高教师科研能力，增强服务

社会能力；拟通过课程教学模式改革，培养教师的教研能力。

中药系

2021年 1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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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中药系教师暑期企业实践相关佐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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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中药系教师企业实践方案及相关佐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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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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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府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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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玮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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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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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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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中药系教师的培训佐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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