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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了解药学专业学生对临床药学选修课的需求，分析教学反馈，为

进行教学改革、提升教学质量提供依据。方法  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409 名 4 年

制药学本科生为调查对象，在临床药学选修课程教学结束后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对选课目

的、课程设置评价、教学形式等方面调查，评估课程设置需求。结果  被调查对象中，

44.99% 的学生认为学校所学不能满足临床药学工作需要，91.20% 的学生对本课程设置

感到满意，90.46% 的学生期待增加临床药学实践环节教学，90.95% 的学生认为本课程

有必要开设。结论  临床药学选修课可满足药学专业学生的需求，今后还需在教学方法、

课程结构等方面进行不断改进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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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requirement of the pharmaceutical 
students for clinical pharmacy elective courses, analyse the teaching feedback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conducting the teaching reform and improving the teaching quality. 
Methods  Taking 409 4-year pharmacy undergraduates of a medical college as the study subject, 
questionnaires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purpose of course selection, evaluation of the course, 
and teaching format at the end of the teaching of the clinical pharmacy elective course to assess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ourse. Results  Among the respondents, 44.99% of the students 
thought that what they learned in school cannot meet the needs of the clinical pharmacy work, 
91.20% of the students were satisfied with the course design, 90.46% of the students expected 

·研究报告·

http://dx.doi.org/10.12173/j.issn.1004-5511.202203023


中国药师  2023 年 10 月第 26 卷第 10 期 177

https://zgys.whuznhmedj.com

to increase clinical pharmacy practice teaching, 90.95% of the students thought that it was 
necessary to offer the course.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pharmacy elective course could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pharmaceutical students. Continuous improvement and refinement in teaching 
method and course structure should be conducted in the future.

【Keywords】Clinical pharmacy; Clinical pharmacist; Elective Course; Questionnaires

临床药学是医药结合，探讨药物临床应用规

律，培养“懂医精药”专业人才的一门药学类综

合应用型新兴学科。临床药师是辅助医生制定最

佳给药方案、提高临床疗效、避免药物不良反应、

提升患者依从性、保证患者安全合理用药的专业

人士。我国临床药师的培养主要依靠在职培训和

学校教育两种形式 [1-3]。高等院校的药学专业教育

承担着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优秀药学人才的任务，

是学科发展和提高医疗水平的重要引擎 [4]。截至

2022 年，我国设置临床药学专业或开设临床药学

专业方向本科教育的全日制高校仅有 50 余所，

这一数量远远难以满足社会对临床药学人才的需

求。因此，目前医疗机构中的临床药师主要从药

学专业或其他药学相关专业毕业学生中培养。为

激发学生在毕业后从事医院药学工作的兴趣，解

决药学相关专业学生学习目标不明确的问题，增

强学生对临床药师职业的认同感，本研究依托本

单位卫生部临床药师培训基地和临床药学教研室

的师资力量，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开设《临

床药学与临床药师工作概论》选修课程。本研究

对学习该课程的药学专业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旨

在探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为后续临床药学课程

结构的设置、教学方法的改进等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以选修《临床药学与临床药师工作概论》课

程的药学专业学生为对象进行调查，调查时间为

2013—2022 年。

1.2  方法
教材采用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临床药学

导论（第 1 版）》，共 13 章，教学时长 32 学时，

内容涉及药学与药品、药物治疗的药动学和药效

学、药物治疗学、药物流行病学、药学信息服务、

心理与职业沟通技巧等方面。将绪论部分、临床

合理用药、临床药物治疗学作为授课的重点内容，

并对药物流行病学、药学信息服务、循证药学等

方面进行具体讲授。调查问卷由研究者根据相关

文献和课程的特点设计，并反复征求专家建议后

形成。问卷内容包括两部分：第 1 部分为学生的

基本信息，包括年龄、性别、专业、班级等；第

2 部分为客观题，形式为不定项选择，主要考察

学生对临床药师的认知，以及其对课程设置和教

学效果的建议。为保证问卷填写的质量，问卷均

采用无记名方式填写，发放问卷时向被调查者介

绍问卷填写方法及注意事项，现场发放和收回并

检查有无缺项等问题。

1.3  统计分析
所有数据采用 Excel 2021 软件录入、分析。

学生基本情况中的性别、年龄采用描述性统计分

析，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发放调查问卷 423 份，回收 411 份，回收率

97.16%；去除信息不充分的无效问卷 2 份，得到

有效问卷共 409 份，占回收问卷的 99.51%。

本 次 调 查 的 409 名 学 生 中， 男 生 116 名，

女 生 293 名， 平 均 年 龄（19.81±1.79） 岁。 从

选修本课程学生的年级分布来看，2 年级学生

占比最高，为 55.74%，其次为 3 年级学生，为

40.11%，具体结果见表 1；从对临床药学的认识

时间方面来看，上大学前就听说过临床药学专业

的学生占比为 15.40%，来大学后不久听说的学生

占比为 68.71%，填报选修课时才听说的学生占比

15.89%。

表1  学生的性别及年龄占比（%）

Table 1. The gender and age ratio of students (%)

性别 1年级 2年级 3年级

男 1.22 15.89 11.25

女 2.93 39.85 28.86

总计 4.15 55.74 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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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选修本课程的目的与态度
学生选修本课程的目的：55.99% 的学生选择

本课程是出于个人兴趣爱好，65.04% 的学生认为

本课程对以后生活或就业有用，28.85% 的学生是

为了凑学分，29.34% 的学生是由于时间安排，具

体结果见表 2。

足临床药学工作需求，15.89% 的学生认为其完全不

能满足临床工作需求，32.27% 的学生认为其一般，

16.87% 的学生认为其可较好满足临床工作需求，

5.87% 的学生认为其可很好地满足临床工作需求。

2.4  学生对本课程体系设置的满意度及授
课形式改进的反馈

学生对本门选修课课程设置情况的满意度：

91.20% 的学生对本选修课课程设置感到满意，感

到不满意的占 3.91%，无所谓的占 4.89%。

学生对授课形式改进的反馈主要通过增加临

床药学实践环节教学的必要性这一指标反映。

50.12% 的学生认为需要增加临床药学实践环节，

40.34% 的学生认为有必要增加临床药学实践环

节，具体结果见表 3。

2.5  临床药学教学重点及临床药师的能力
需求

84.84% 的学生认为临床药学教学应着重培

养学生参与临床治疗方案设计的能力；同时，

89.24% 的学生认为要成为一名合格的临床药师具

备参与临床治疗方案设计的能力尤为重要。具体

结果见表 4。

表2  学生选修本课程的目的

Table 2. The purpose of students taking 

this course

选课目的 百分比（%）

个人兴趣爱好 55.99

对以后生活或就业有用 65.04

凑学分 28.85

时间安排 29.34

学生对本门选修课的态度：94.38% 的学生对

本选修课表示欢迎，5.62% 的学生对本选修课表

示无所谓，无人反对本选修课。   

2.3  学生对实际临床药学工作需求的认知 
学校所学知识对实际临床药学工作需求的满足

情况：29.10% 的学生认为学校所学的知识不能满

表3  学生对本课程体系设置的满意度及反馈

Table 3. Student satisfaction and feedback on the setting of this course system
内容 反馈情况 百分比（%）

学生对本门选修课课程设置情况的满意度 满意 91.20

不满意 3.91

无所谓 4.89

学生对增加临床药学实践环节教学的反馈 需要增加 50.12

有必要增加 40.34

不需要增加 1.96

无所谓 7.58

表4  学生培养过程中的能力需求

Table 4. Ability needs in the process of student development
项目 临床药学教学应注意培养学生的能力（%） 合格的临床药师应具备的能力（%）

参与临床治疗方案设计的能力 84.84 89.24

沟通交流能力 82.39 88.02

发现问题的能力 69.68 85.08

分析问题的能力 81.66 85.57

解决用药问题的能力 78.97 87.04

对患者用药教育的能力 67.97 79.46

药物信息收集能力 68.70 76.28

实践操作能力 54.03 75.06

综合能力 59.17 7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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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临床药学课程开设的必要性
本选修课以后开设的必要性：49.39% 的学生

认为有必要继续开设，41.56% 的学生认为很有必

要开设，9.05% 的学生认为视情况而定，没有人

认为可完全不开设。其中，65.53% 的学生认为将

来可以尝试临床药学工作，25.42% 的学生认为希

望从事相关工作，4.89% 和 4.16% 的学生认为无

所谓或不希望从事相关工作。

3  讨论

我国临床药学于 20 世纪 80 年代在一些大型

医院开始开展，而真正的普及推广在 2000 年之后，

与美国相比落后了近 40 年。虽然近年来，国家

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成立相关专业委员会、

改革目前药学传统教育来支持临床药学，但临床

药学工作在人才培养、学科编制等诸方面仍存在

一系列困难 [5]。本次选修课是在国内临床药学教

学体系建设不完善的情况下，首次尝试在我校药

学专业学生中开启临床药学启蒙教学，通过系统

介绍临床药学工作情况，使学生了解临床药学学

科特点和发展动态，促进学生尽早规划未来职业

发展。

3.1  药学专业课程设置与临床药师工作需求
根据原国家卫生部医政司发布的《医疗机构

药事管理规定》( 下文简称《规定》)，三级医疗

机构要求配置 5 名临床药师，二级医疗机构要求

配置 3 名临床药师。目前我国医疗机构中临床药

师的数量离《规定》中要求的数量存在很大的距

离，远远不能满足实际临床药学服务的要求 [5-6]。

在校药学专业学生是未来临床药师的生力军，临

床药师岗位数量的需求为他们提供了机遇。因此，

药学专业学生具备的知识是否可满足临床工作需

求，决定了学生后续的职业发展规划。本次调查中，

77.26% 学生认为其具备的知识不能满足临床工作

需求。这一结果说明，药学专业学生若从事临床

药师工作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继续教育，这也与现

阶段医疗机构内临床药师的培养模式相一致。

3.2  授课内容的设置
本课程内容设置需要涵盖了临床药师参与临

床药物治疗所需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从调查

结果来看，大部分学生选修本课程的目的是处于

将来就业之需或兴趣爱好，并且 94.38% 的学生

欢迎本课程的设置，因此本课程的开设在学生中

存在良好的基础。而当前的药学教育一直是沿用

1997 年教育部对本科专业目录的药学课程设置。

虽然近年来药学教育做了较大改革，但仍未脱离

化学教学模式。且大多数高校的药学教师都不曾

从事过临床药学工作，对临床药学工作模式比较

陌生 [7-8]。临床药学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出能

为临床医师提供合理用药建议的好参谋——临床

药师，因此培养临床药学专业学生参与临床治疗

方案设计的能力很重要。通过本课程的授课，学

生们普遍认识到：面对疾病的复杂性以及药品知

识的多样性，临床药师要成为一个好参谋，参与

临床治疗方案设计和对问题的分析判断能力至关

重要。其次，发现和解决药物治疗问题、与其他

医务人员间的沟通交流等能力也十分重要。因此，

在后续临床药学课程设计中，药物服务类课程、

临床实践指导类课程是需要适度强化的教学内

容。本调查结果显示，44.99% 的学生认为当前的

药学课程体系无法满足临床药学工作的需求，并

且 90.46% 的学生期待增加临床药学实践环节教

学。同时，为促进学生将来能在临床实践中开展

创新研究，本课程将循证药学、药学信息服务和

医药伦理学融合为临床药学科研相关内容进行讲

授，以提高学生的开拓创新意识。

3.3  授课形式的改进
临床药学是综合性应用学科，为增强学生理

论知识的转化和应用能力，同时也提高学生分析、

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临床药学授课今后应摒弃

传统的理论授课方式，即老师讲理论，学生被动

听。采用多样化的授课形式，如开展模拟查房，

开展辩论赛，将以问题为基础的学习和以病例为

基础的学习相结合等方法运用到本课程中 [9-11]，

以巩固学习目标，有效提升学习兴趣。基于本次

调查结果，大多数学生认为有必要开展临床药学

实践环节的教学，因此将来应考虑增加该课程的

学时设置，鼓励学生参与临床一线教学查房和病

例讨论，以及其他临床药学相关实践环节的教学

活动。

通过开展《临床药学与临床药师工作概论》

这门选修课，学生们对临床药学与临床药师有了

充分认识并产生了广泛的兴趣。但为进一步保证

本课程的教学质量，需要不断培养高素质的教师

队伍，优化课程设置，增加实践教学环节，从而

真正为临床培养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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