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良药房工作实务》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方案 

 

    一、建设目标 

 《优良药房工作实务》围绕药房（医院药房和社会药房）工作任务，反映

行业发展需求，依托行业优质资源，通过系统设计，采用先进技术、网络运行、

持续更新等方式，完成课程教学资源建设，建立在线学习模式，并持续动态更新，

打造一个集在线课程教学、在职继续教育、院校交流学习的开放共享平台，满足

医药职业院校人才培养需要，服务于高职药学及相关专业教师辅助教学、在校学

生自主学习、社会工作者在职继续教育，将该课程建成在医药高职院校中和社会

上有一定影响力的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二、现有基础 

     本 课 程 现 为 校 级 精 品 资 源 共 享 课 ， 以 我 校 “ 随 身 课 堂 ”

（http://www.welearning.net.cn）作为在线课程平台，在线资源包括说课、授课

计划、教案、教学课件、教学视频、实训视频、题库等资源。 

三、建设思路 

在现有课程建设的基础上，根据在线开放课程“设计一体化、资源颗粒化、

形式多样化、推广开放共享”的建设思路进行建设。 

动态根据行业发展更新完善课程教学内容，运用高职教育理念及最新教育信

息技术设计教学方法和资源表现形式，将本课程建设为集在线课程教学、在职继

续教育、院校交流共享的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四、建设内容  

（一）课程团队建设 

1.组建课程建设团队 

主持人负责制。组建原则为：专兼师资结合、医院药房和社会药房工作兼职

师资结合、主讲与信息技术支持师资结合。 

2.召开相关课程建设研讨与培训会议 

召开课程建设任务讨论会议，分配落实建设任务。根据团队每位成员技术领

域，分配相应建设任务。含素材建设、在线课程构建、在线课程应用、网站跟踪

维护、推广应用等。 



根据课程建设进展，召开素材建设培训、在线课程应用培训及应用效果汇报

会，以持续改进课程建设。 

（二）素材建设与课程优化构建 

1.确定素材建设内容 

在前期课程建设基础上，在课程建设团队成员反复交流讨论下，根据国家医

药卫生政策要求及行业发展新形势，结合现代教育信息技术，校企专兼教师发挥

各自技术领域优势、互补互学，将最优教学资源内容、教学做一体化、工学结合，

优化设计课程三级知识与技能目录树，三级目录以知识或技能点构成，从而形成

素材建设的基本单位，进而确定素材建设内容。 

（1）优化设计课程目录树 

围绕医院药房和社会药房的岗位工作任务和职业标准，以保证药品质量、保

证临床合理用药为出发点，以国家对医药行业法制化规范化监管要求为依据，以

高职教育理念为指导，结合高职高专学生学习特点，构成药房概述药品分类陈列、

药品采购、验收和养护、药品销售、药学咨询、处方调配、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和

报告等学习情境，每个情境分解为若干个应用性、教学做一体的学习任务，形成

一级、二级目录。 

每个学习任务解构为若干个知识或技能点，即三级目录，形成素材建设的基

本单位。 

（2）确定素材建设内容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以课件、视频、微课等为主，图片、文本等为辅的素材

表现形式呈现单个知识点或技能点，构成单个颗粒化，整体系统化的素材资源库，

同时配置相应数量的习题或案例分析或在线检测，以巩固强化相应知识或技能。 

利于学生自主使用在线课程实现系统化、个性化学习；利于其他院校根据教

学需求组织教学内容。 

 单个知识点或技能点至少应有素材：1个 PPT，1个视频，1 道题。其他根据

需要，增加文本类、图片类、案例类和微课类等素材。 

2.素材建设与检查控制 

课题组成员根据建设任务分工，完成相应建设任务。 

课程负责人收集素材，检查素材质量。对需要改进的提出改进建议，直至符



合要求。 

3.在线课程优化构建 

（1）优化设计课程网站，设立课程三级标题，合理调整课程板块设置 

（2）上传素材至相应板块节点 

（3）增加互动与拓展活动，如讨论区、热点问题、问卷调查、在线检测、

作业、案例分析等活动 

4.持续建设 

建设完成后，根据行业发展持续动态新增或更新资源。 

（三）在线课程应用 

1.用户使用 

共享优质教学资源，尤其是来自于医药行业的优质资源，突破了因医药行业

特殊性导致的实践教学受限的困扰。 

学生用户：用于课前、课后自主学习与拓展学习，及在线讨论、交作业、测

验等。 

教师用户：用于组织课前、课中、课后教学活动，及在线答疑、批改作业等。 

2.在线互动 

     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可实时互动，交流讨论，在线答疑等，提

升教学与学习质量。 

3.数据分析 

通过课程使用数据分析学生的学习活动，据此改进教学，提高教学质量。 

（四）推广应用 

首先在省内同类院校中推广介绍本在线课程，召开课程应用示范培训 1-2

次，争取 1-2所院校使用。后期视推广效果，再扩大推广范围。同时在医药行业

中推广介绍，对社会医药工作者开放使用，以进行在职继续教育。 

    五、建设进度安排 

时间 工作任务 

2018年 1月-2月 
组建课程建设团队，落实建设内容，分配建设任务，

召开系列建设研讨与培训会议 

2018年 3月-12月 收集和制作素材、上传素材、优化构建在线课程 



2019年 1月-6月 完善素材和课程，应用课程 

2019年 7月-12月  推广应用，总结，准备验收 

    六、经费预算 

 

建设内容 

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合计 

课程团队建设（研讨与培训费等） 0.6 0.4 1 

素材建设与课程优化构建（含网站设计） 4 1 5 

课程应用（网站维护等） 1 1 2 

推广应用（推介会相关费用、论文版面

费等） 
1 1 2 

合计 6.6 3.4 10 

七、保障措施 

1.经费投入保障 

 学校在课程建设和开发、师资队伍建设、实践基地建设、学生实训费用等

方面按照有关政策投入建设和维护资金。学校制定的“精品资源开放（共享）课

程建设实施办法”“科研经费管理办法”明确承诺国家级、省级、校级精品资源

开放（共享）课程属于专业核心课程的资助经费分别为 10 万、5 万、2 万元。 

2.信息技术支持机构与人员保障 

学校成立了专门的教育技术中心，配置相应技术人员，指导在线课程素材建

设，帮助搭建与维护课程平台。 

3.视频拍摄条件保障 

学校投入一百万建设了两间录播教室，购置了移动录播系统，并由教育技术

中心派出专业人员负责管理与录制事宜。 

4.制度保障 

建立严格的财务制度，学校财务处对专项资金安排专人管理，严格按照批准

的项目内容及资金数额进行相关项目的建设，专款专用，专项管理，保障专项资

金使用的合法性、合理性。专项资金购置固定资产，纳入学校的政府采购计划，

按固定资产管理的要求，办理验收手续，建账建卡。 



建立项目监督、阶段检查与分期验收制度，成立由学校组织的多方参与的项

目建设检查工作组，规范和监控项目建设过程，定期审查和反馈项目建设任务实

施进度和建设质量。负责人按时提交项目管理情况书面报告和绩效评价结果，自

觉接受审计、财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 

八、预期效益或标志性成果 

1.预期效益 

    （1）建成集在线课程教学、在职继续教育、院校交流共享的在线开放课程

1门。 

    （2）素材将达 200个以上，其中视频至少 40个，PPT至少 40个。建微课

10门。 

（3）将有本校教师和药学类专业学生年均约 350 人使用，校际教师和学生

若干使用，社会医药工作者若干使用。 

2.预期标志性成果 

校级以上教学成果奖 1 项，学生参加各级与本课程相关技能比赛获奖若干项。 

九、辐射带动 

1.辐射带动我校药学专业资源库建设更上一台阶。 

2.辐射带动我校药学类专业群建设。 

3.辐射带动师资建设，建设成一支专兼结合、掌握现代信息技术、运用高职

教育理论的高水平师资队伍。 

4.辐射带动省内同类医药高职院校围绕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而进行课程建设

与教学改革。 

               

                                      肇庆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吴美珠 

                                                2017 年 11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