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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教育认证下制药工程实践教学改革与探索*

唐 川，王惠国，卢 轩，于大永，史丽颖，蒋 革，冯宝民

( 大连大学，辽宁 大连 116622)

摘 要: 在国家大力推行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背景下，结合本校制药工程实践教学现状，针对实践教学环节中存在的一系
列问题，以培养学生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为目标，通过完善实践教学体系、增加课外实践环节、建设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等一
系列措施对制药工程专业实践教学进行了改革与探索，以期提高实践教学质量，达到工程教育认证标准中对实践教学环节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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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Teaching Ｒeform and Exploration of Pharmaceutical Engineering 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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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national implementation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aiming at the series of problems in the practice teaching，in order to cultivate students' ability to solve practical
engineering problems，a series of measures such as improving the practice teaching system，increasing the extracurricular
practice and constructing the teaching base outside the school were carried out on the practical teaching of Pharmaceutical
Engineering. The reform and exploration were hoping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ractical teaching，and achieve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practice of teaching according to the engineering education certification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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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是由专业性认证机构协会组织工程技术
专业领域的教育界学术专家和相关行业的技术专家，以该行业
工程技术从业人员应具备的职业资格为要求，对工程技术领域
的相关专业的工程教育质量进行评价认可并提出改进意见的过
程［1］。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制度起源于美国，经历近百年的发
展，如今已经成为高等工程教育质量保障的重要机制。近年
来，为了提高我国高等教育中工程实践教育质量，建立与国际
注册工程师制度相衔接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体系，教育部在
2006 年启动了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试点工作，并于 2013 加入
《华盛顿协议》［2］。该协议是本科工程教育学位互认协议，该协
议的加入表明我国工程教育正逐步与国际接轨，对我国的高等
工程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制药工程专业是一个以培养从事药品制造工程技术人才为
目标的化学、药学和工程学交叉的工科专业，它涵盖了化学制
药、中药制药、生物制药和药物制剂技术与工程等内容［3－4］。
近年来，制药行业作为以高新技术为依托的朝阳产业发展迅
猛，制药行业属于高新技术产业，对人才的素质和能力的要求
相对较高，制药工程培养的学生应既具备药学及化学工程相关
理论知识，又具有一定的实践动手能力，因此制药工程专业的
特性决定了其对实践性要求较高，实践教学环节尤其重要。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对制药工程专业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一

系列要求［5］，其中实践教学环节是工程教育认证标准中重点考

察的一部分，本文以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为导向，结合我校制药

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不足之处，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与探索，以

期完善实践教学体系，从而达到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

1 制药工程专业实践教学现状

2015 年工程教育认证标准中明确要求认证专业应设置完善

的实践教学体系，并与企业合作，开展实习、实训，培养学生

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6］。从整体上看，制药工程专业实践教

学体系普遍存在实践课程内容陈旧、实践课程课时量少、与企

业联系不够紧密等问题，导致学生实践能力不足，不能够达到

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要求。目前我校制药工程专业实践教

学环节主要包括实验课程，课程设计，专业综合实验，认识实

习，生产实习及而设计等，实践教学中同样存在上述问题，具

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 1) 实验课程多为验证性、单一性实验，缺少设计类实验，

不利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且受到实验条件限制，实验通常

分组进行，学生无法单独完成整个实验，不利于学生动手能力

和独立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

( 2) 企业接收学生实习的意愿及能力不强，实习过程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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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性，即使是生产实习，学生也很难参与到药品生产的核心
环节，多参与到外包及原料预处理环节; 此外，现代制药企业
多采用封闭式自动化设备，学生只能远距离观察，不能实际操
作，对整个药品生产工艺流程不熟悉;

( 3) 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环节题目较单一且偏理论化、理
想化，实际工程问题涉及较少，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工程意识以
及综合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 实践教学改革措施

基于上述制药工程实践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工程教育
专业认证标准中对实践教学的要求，我校制药工程专业从以下
几个方面进行了实践教学改革，以培养具备制药工程专业知
识，并具有良好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工程技术人才，满足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要求。具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2. 1 构建制药工程实践教学体系

制药工程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要充分考虑专业特色及培养
目标，还应考虑与理论教学的关系，并应符合教学循序渐进的
规律。本专业在工程专业认证标准指导下，邀请多位教授及行
业专家制定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内容，完善实践教学体系。构
建从基础操作到创新设计，从理解理论知识到运用理论知识的
多层次、递进式实践教学体系。

提高实践教学在整个教学体系中的比例，由原来的实践教
学环节与理论课的比例 1∶2. 7 提高到 1∶2. 3。实践教学环节
包括实验课程、课程设计、参观实习、生产实习、毕业设计
( 论文) 等，并在综合实验中增加创新性实验，在生产实习前增
加虚拟仿真实训课程，这些实践内容的设置和增加可提高学生
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并使学生在实验、实习中能够更加灵活的
应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同时，实践课程的增加也可以使学生更
加重视实践环节，打破以往以理论学习为核心的错误认识。

2. 2 组织课外实践活动及竞赛

在课堂实践教学之外，举办校级制药工程设计竞赛及实验
技能大赛，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项目，充分
培养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以及团队协作意识。除此以外，本专
业所在的学院设有创新学院，学生可根据兴趣申请项目，或参
与到教师的科研项目中，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使学生更早
的得到系统的科研训练，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提高学生对本
专业的学习兴趣。

2. 3 建设实践教学基地

充分发挥辽宁省医药制造领域企业多的优势进行校企联

合，建设多个校外实践基地，包括大连辉瑞制药有限公司、东
宝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大连医诺生物有限公司、美罗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等。充分利用这些企业的资源，在参观实习、生产实
习过程中聘请企业专家进行现场讲解，使学生加深对制药过程
中涉及的各个环节的理解。生产实习中，采用“分组轮岗”的
形式，使学生进入到生产岗位中，充分了解药物生产的各个工
艺过程，并结合生产实际，深入地了解制药工程专业的发展现
状和趋势，使学生能够与企业一线工作人员进行有效沟通和交
流，提高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2. 4 重视毕业设计环节

毕业设计( 论文) 是学生在校期间的一个重要实践环节，目
前制药工程专业学生的毕业环节多进行科研实验，成果为毕业
论文，而学生进行工程设计所占比例较少，因此本专业逐步提
高了进行毕业设计的学生比例，同时聘请行业专家与教师一同
对学生的毕业设计进行指导，加强毕业设计的选题和过程监
督，以全面提升学生综合运用知识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
力。

3 结 语

本科实践教学是工程类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是培养
合格工程技术人才的核心。制药工程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立足于
医药行业对人才的需求及专业培养目标，结合工程教育专业认
证标准，对原有的课程实验、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等环
节进行改革，完善实践教学体系，提高所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及综合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随着医药行业的不断发展，

制药工程专业实践教学环节也需不断的进步与完善，更好地培
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工程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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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语

随着高校改革的深入，作为基础课的有机化学教学受到一
定的冲击，如何在新形势下更有效地完成教学任务，本文提出
了在部分内容的处理上，打破章节的限制，从命名、化学性质
等方面进行整合，对部分整合内容的教学方法进行了探索，提
高了教学效率，希望寻找到一种高效的有机化学教学的新思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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