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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事管理专业“双导师模式”的应用探究

摘要    目的： 研究“双导师模式”在药事管理专业学生培养中的教学设计与评价，提高教学质量。方

法：对“双导师模式”的实质进行分析，提出双导师教学培养模式的框架，用模糊绩效评价法对所提

出的内容进行评价，证明教学设计的可行性。结果与结论：把“双导师模式”引入药事管理专业学生的

教学中，能够大幅度提高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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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eaching design and evaluation of the "Double Tutors Mode" in training 
students majoring in pharmacy administration and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Methods: The essence 
of the "Double Tutors Mode" was analyzed and the training framework of the "Double Tutors Mode" was put 
forward. The proposed contents were evaluated using fuzzy performance evaluation method to prove the feasibility 
of the proposed teaching design. Results and Conclusion: It can greatly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by 
introducing the "Double Tutor Model" into the teaching of students majoring in pharmacy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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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学教育·

“双导师模式”是指由主导导师和合作导师

共同组成的导师组负责制度。强调主导导师对学生

培养过程的各个环节及培养质量负主要责任，合作

导师参与学生的培养，协助主导导师指导学生。这

与学生的实习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相同之处在

于同样是强调了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不同之处在

于校外导师对学生的指导不局限于一定的时间之

内，而是贯穿于整个学习阶段，与校内导师的教学

是相辅相成，同等重要的[1]。双导师制度的设置是

为了让学生不仅仅掌握理论知识，更能够在专业实

践中得到应有的锻炼，提高实践能力，从而拓宽就

业渠道，更好地适应社会需求。它既有利于学校更

好地发掘社会教育资源，开拓教育视野，同时也能

为学生提高实践创新能力搭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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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双导师模式”制的教学设计
在药事管理专业学生的培养体系中，采用

“双导师模式”，通过学科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

帮助学生全面把握自己的专业方向，开拓思维，增

强专业实用和应用能力。在应用过程中，其教学设

计要以培养复合型应用人才为目标，教学内容要强

调理论性与应用性课程的有机结合；教学过程需重

视运用团队学习、案例分析、现场研究、模拟训练

等方法；注重培养学生应用能力[2-3]。

1.1   校内导师的教学设计

1.1.1   理论教学

课程设计可以从必修课（包括专业基础课和

专业课）、公共选修课、实训课3类课程入手。专

业基础课由校内导师教学，主要教授药学和管理学

的基础知识；专业课由校内学生导师教学，主要教

授药品管理法规实务、医药企业质量管理等专业知

识。公共选修课程要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让学生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程或者对自己专业有帮

助的课程，如涉及管理、人文、法律等多学科交叉

知识，这样可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从而增强技

术创新能力。实训课程要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实践技

能，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药事管理的教学活动中，以药品管理为主

线，除教会学生了解和领会国家法定的药品管理基

本要求和准则以及国内外药事法规的要求和药品注

册的程序及管理制度，在今后的工作中，学会“遵

法、守法和护法”外，更重要的是教会学生如何贯

彻和实施药品质量管理的理念，在药品科研、生产

和经营活动中进行有效的药品管理。

1.1.2   实践技能教学

药事管理专业要求培养具有药学专业背景，

拥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和丰富实践经验的人才，能

够满足药品生产企业和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需

要。因此，实践教学活动是药事管理专业学生培

养的重要环节。为切实加强技能性和实践性教

学，构建和完善理论与实践紧密衔接的教学模

式，强化药事管理专业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及应

用，将课堂上的一些想法转化为实践，药事管理

专业在条件具备的院校中建设模拟药房等类似的

仿真场所是十分必要的。以这样的实训基地为着

力点，整合药事管理专业课程和实际操作技能，

并将医药行业的热点问题融合其中，创设情景，

使学生将所学的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并在多元

化的实践中，加深对于理论知识的理解。

1.1.3   考核标准

相较于校外导师教学，校内导师教学部分更侧

重于对学生理论知识情况的考核。但药事管理专业

学生的培养目标和行业需求决定了其考核不能只限

于对理论知识的简单总结，而应该既要考察综合运

用专业知识、理论和方法的能力，又要培养其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经实践类学科考核标准的探究，

综合药事管理专业特点，得出的考核模式：校内导

师理论教学成绩=出勤（5%）+课堂表现（10%）+

作业（15%）+小组演讲（15%）+期末（55%）。

校 内 导 师 实 践 教 学 成 绩 = 出 勤 （ 5 % ） + 作 业

（10%）+平时操作（30%）+随机抽测（20%）+实

训报告（35%）。

1.2   校外导师教学设计

1.2.1   课程设计依据

首先通过对企业情况的调研，了解联合培养

的企业整体实力和校外导师的能力，为“双导师模

式”教学设计提供参考。同时，为使教学更具有针

对性，达到因材施教的效果，在进行课程设计之前

必须了解学生的专业背景、基础知识和研究能力，

进而确立教学目标。根据教学目标对双导师进行教

学任务划分，在此基础上双导师共同协商，确定各

自教学计划。实施过程中，学校和企业共同监督校

内外导师的具体工作，走访调研评价课程体系的实

施效果，通过教学反馈机制及时进行反馈，最终分

析初始实施周期的评价结果，总结经验，作出改

进，科学地应用于下一周期教学实践。见图1。

1.2.2   项目开发与实施

以实践项目为依托，药事管理专业学生在完

成校内理论学习后有一年时间到指定企业进行实

践学习。项目开发遴选时，注意强调项目类型与

实践相结合，要有明确的职业背景和应用价值，能

解决药事管理中的实际问题。项目实施与学位论

文挂钩，学生分组通过到企业实践，校企导师联合

指导。根据教学目标，按照工作过程确定了若干个

与药品管理相关的学习内容，使教学场所由课堂转

移到生产岗位，学习评价也相应转移到实践现场评

价，解决了传统教学与实际工作相脱离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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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课程设计原理图

1.2.3   项目驱动考核体系

校外教学部分主要以项目驱动为依托，为

了更全面地把握学生运用知识情况和实践能力强

弱，及时有效地调整与改进教学计划，从而真正达

到预期教学效果，建立一个完善的项目驱动考核

体系对教学过程进行全程监控就显得尤为重要。

经初步探究得出，项目驱动考核成绩=实习成绩

（40%）+毕业论文设计（60%）。实习成绩=平时

表现（20%）+工作记录反馈（15%）+项目总结

（5%）+项目操作（60%）。

2   教学设计的评价
为验证上述教学设计的有效性，判断该设计

是否能够灵活应用于各高校不同学生层次下的培养

过程，需要建立客观的评价体系对该教学设计进行

评价，从而有利于双导师模式可以更好地应用于实

践中，达成在药事管理专业学生培养中应用“双导

师模式”的初衷。该评价体系总体上采用专家评级

权重法与模糊综合评价法相结合的方式，对教学设

计进行量化评价[4]，证实培养方案提升药事管理专

业教学效果的可行性。

2.1   教学设计方案评价体系的构建

2.1.1   指标的拟定

指标的选择，需要在教学设计评价的指导思

想和原则基础上进行。在本课题研究中，首先基于

理论推演法初步确定课程设计评价的一级指标[5]，

包括教学队伍、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手段、教学

条件、教学效果。选择课程专家、校内导师、校外

导师、教学管理人员、学生等共计107人组成指标

体系构建组，通过问卷调查和收集的反馈意见，以

及在征求老师和相关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结合学生

培养质量概念的相关理论，形成二级指标，初步完

成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2.1.2   评价指标的筛选

已经初步拟定的指标需要经过归纳筛选最终

确定指标体系。筛选方法有数学法和经验方法两大

类[6]。在此，采用经验方法中的头脑风暴法和调查

统计法，利用药事管理教学领域专家学者的集体经

验和智慧进行指标筛选。通过讨论分析，集思广

益，来保留票数超过50%的指标。保留的指标经过

专家论证，并且经过小范围的实施，最终确立指标

体系—其中有5项一级指标和15项二级指标。

2.1.3   各级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确定各个指标权重，采用专家调查加权法。

首先，邀请20名专家，请他们在列有指标的调查表

中分别对各指标的重要程度作出判断，给出权数，

其中各个指标的权重系数之和为1。其次，收回调

查问卷，其中有效的调查问卷为20份。做出统计，

计算各个指标权重的平均值。最后，将平均值进行

归一化处理，从而得到各指标权数，各指标权数之

和等于1[7]，如表2。

2.1.4   评价等级的划分

评价等级的划分主要基于理论推演法、访谈

法和文献研究法确定[8]。教学设计评价指标体系的

等级划分为三个等级（A优/B良/C差），并且建立

等级和满意度之间的对应关系，见表1。等级主要

依据以下几点进行划分：1）国家关于专业学生教

育培养的目标、任务和教学性质的要求；2）社会

以及医药行业对于药事管理专业学生职业素质的要

求；3）校企合作实践条件的限制；4）高校办学条

件限制；5）实践性课程的特点；6）与实践性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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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应的理论性课程的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和教学

具体要求。

指标评价等级的划分需要有一定的评价标

准。最终的指标体系见表2。

表 1  满意度与等级的关系表

等级 优 良 差

满意度 3.5~2.5 2.5~1.5 ＜ 1.5

表 2   教学设计评价指标及其权重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评价标准

教学队伍 A 0.25 主讲教师 A1 0.40 主讲教师具有系统的理论知识及一定的实践经验

师资结构及整体素质 A2 0.30 学生学历且具有相关的经验

教学改革与研究 A3 0.30 讲师队伍具有改革创新的精神

教学内容 B 0.10 课程内容设计 B1 0.60 掌握授课内容 , 并能较好地体现基础知识、基本

理论、重难点和新进展等

教学内容组织 B2 0.40 教案组织行文流畅、逻辑严密

 教学方法与

手段 C

0.35 教学理念与教学设计 C1 0.30 教师具有灵活探究的精神，在一定的基础上探讨

问题，让学生去解决问题

教学方法 C2 0.30 合理运用教学方法 , 做到与教学内容和谐统一，

语言规范，板书整洁，范例生动

教学手段 C3 0.25 适当选择直观教学和电化教学手段

考核方法 C4 0.15 采取与课程实际安排有关且需要学生去思考的主题

教学条件 D 0.20 教材及相关资质 D1 0.20 教材的编写委员是由具有丰富的经验和理论知识的

人员进行编写的

学校教学条件 D2 0.30 教学有相应的教学设施 

实践教学条件 D3 0.50 具有模拟的厂房供学生学习

教学效果 E 0.10 学生评教 E1 0.30 学生可在线方式或者其他方式对老师进行评价

导师评教 E2 0.30 导师有权对教学设计进行评价

同行、专家评教 E3 0.40 通过邮件或者咨询的方式来了解毕业学生的实际

情况

2.2   教学设计实施的绩效评价

2.2.1   模糊综合评价法

模糊综合评价是以模糊数学为基础，应用模

糊关系合成的原理，将一些边界不清、不易定量

的因素定量化，进行综合评价的一种方法。在教

学设计综合评价中，涉及到大量的复杂和多种因

素的相互作用，而且评价中存在大量的模糊现象

和模糊概念。因此，在综合评价时，常用到模糊

综合评价的方法进行定量化处理，评价出教学设

计的质量等级。 

2.2.2   综合评价的数学模型的建立

1）建立因素集

① U= [u1, u2, …, uni]其中[U
n
]为一级因素集合；

② 为二级
因素集合。

2）建立权重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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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a1, a2, ...an] 其中[an]为一级因素指标权数；

②θ=[ ] ，其中[ ]为二级指
标权数。

3）建立等级评语集

V=[v1, v2, ...vm]，其中[vm]（i=1, 2, ...m）表示某

个评级等级。

4）建立评价矩阵评判

一级指标单因素模糊评价：

R=

  r11      r12    …    r1m

       r21      r22    …    r2m

           …      …    …    … 

       rni1     rni2    …    rnim      

二级指标单因素模糊评价：

 

5）综合评价

一级指标综合评价：

                                         r11      r12    …    r1q

 S=A×R=[a1, a2, ...an]×
  r21      r22    …    r2q

                                                                     …      …    …    … 

                                         rn1     rn2     …    rnq

二级指标综合评价：

2.2.3   模糊综合评价模型的应用

在综合评价过程中，邀请课程专家、校内导

师、校外导师、教学管理人员、学生等共计100人

对本文提出的教学方案设计进行满意度打分，统计

结果见表3，并应用该结果进行向量计算。

表 3   教学方案设计满意度统计表

一级指标 [Un] 权重 [an] 二级指标 [Uni] 权重 [ ]
结果比例

优（3） 良（2） 差（1）

教学队伍 A a1=0.25 主讲教师 A1 0.40 0.60 0.30 0.10

师资结构及整体素质 A2 0.30 0.55 0.35 0.10

教学改革与研究 A3 0.30 0.45 0.15 0.20

教学内容 B a2=0.10 课程内容设计 B1 0.60 0.45 0.45 0.10

教学内容组织 B2 0.40 0.35 0.45 0.20

教学方法与

手段 C

a3=0.35 教学理念与教学设计 C1 0.30 0.65 0.25 0.10

教学方法 C2 0.30 0.55 0.40 0.05

教学手段 C3 0.25 0.60 0.25 0.15

考核方法 C4 0.15 0.55 0.3 0.15

教学条件 D a4=0.20 教材及相关资质 D1 0.20 0.5 0.45 0.05

学校教学条件 D2 0.30 0.55 0.35 0.10

实践教学条件 D3 0.50 0.45 0.45 0.10

教学效果 E a5=0.10 学生评教 E1 0.30 0.5 0.45 0.05

导师评教 E2 0.30 0.45 0.45 0.10

同行、专家评教 E3 0.40 0.42 0.42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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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1  单因素的评价向量

1）教学队伍的评价向量

                                                   0.60  0.30  0.10 

A=a×R=（0.40, 0.30, 0.30）×  0.55  0.35  0.10  =

                                                   0.45  0.15  0.20  

（0.40, 0.30, 0.20）

归一化后的综合评价向量（0.44, 0.33, 0.23）。

2）教学内容的评价向量

B= （0.60, 0.40）×
 0.45   0.45   0.10 

 = 
                                   0.40   0.40   0.20

（0.45, 0.45, 0.20）

归一化后的综合评价向量（0.41, 0.41, 0.18）。  

3）教学方法与手段的评价向量

C= （0.30, 0.30, 0.25, 0.25）× 

 0.65  0.25  0.10  

= 
                                                   0.55  0.40  0.05

                                                   0.60  0.25  0.15 

                                                   0.55  0.30  0.15 

（0.30, 0.30, 0.15）

归一化后的综合评价向量（0.40，0.40，0.20）。

4）教学内容的评价向量

                                             0.50   0.45   0.05 

D=（0.20, 0.30, 0.50）×  0.55   0.35   0.10  =

                                            0.45   0.45   0.20 

（0.45, 0.45, 0.10）

归一化后的综合评价向量（0.45, 0.45, 0.10）。

5）教学效果的评价向量

                                           0.50   0.45   0.05 

E=（0.30, 0.30, 0.40）× 0.55   0.35   0.10  =

                                           0.45   0.45   0.15 

（0.40, 0.40, 0.15）

归一化后的综合评价向量（0.42, 0.42, 0.16）。

2.2.3.2   综合评价向量

                                                   0.44  0.33  0.23 

                                                   0.41  0.41  0.18          

O=（0.25, 0.10, 0.35, 0.10）× 0.40  0.40  0.25  =

                                                   0.45  0.45  0.10 

                                                   0.42  0.42  0.16 

（0.35, 0.35, 0.35）

归一化后的综合评价向量 （0.38, 0.38, 0.24）。

2.2.4   对综合评分值进行等级评定

VA=0.44×3+0.33×2+0.23×1=2.21

VB=0.41×3+0.41×2+0.18×1=2.23

VC=0.40×3+0.40×2+0.20×1=2.20

VD=0.45×3+0.45×2+0.10×1=2.35

VE=0.42×3+0.42×2+0.16×1=2.26

由上述计算可知，对照表1的评价分级标准可

得“双导师模式”应用于药事管理专业学生教学设

计中“教学队伍”“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手

段”“教学条件”“教学效果”评价指标的评价结

果为“良”， 而对总体的综合评判分值：

V0=0.38×3+0.38×2+0.24×1=2.14

说明“双导师模式”应用于药事管理专业学生

教学设计属于良好的等级。

3   结论
本文对“双导师模式”应用于药事管理专业

学生教学进行研究，其目的在于促进校内外导师教

学思想和教学理念的优化，提高教学质量。科学的

教学设计不是简单的工作分工，而是在教学内容、

方法与时间（时机）等方面的水乳交融，同时，校

内外导师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教学手段等需要

构成相辅相成 [9-10]，相互裨益的关系，在校内外老

师并行指导下，使学生在理论与实践教学中不断完

善知识构架，在基础知识与实践操作中不断创新，

从而真正达到“1+1 ＞ 2”的教学效果。为进一步

证明该教学设计的有效性，建立数学模型并运用模

糊综合评价法进行量化评价。评价结果显示“双导

师模式”应用于药事管理专业学生教学设计属于良

好的等级，即本文中论述的教学设计具有实施可行

性，能够为今后药事管理专业学生的教学培养提供

参考。该教学设计如若能够在高校中广泛推广，在

实践中不断被检验修正，得以完善，相信将会达到

更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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