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省徐州医药高等职业学校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 
制药设备应用技术专业《制药设备机械基础》课程标准 
一、课程信息 

总学时 学分 开设学期 考核类别 

85 5 第 3 学期 考试 

 
 

二、课程性质与任务 
本课程是江苏省徐州医药高等职业学校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制药设备应用技术专业必

修的一门专业平台课程课程，是在工程制图课程基础上开设的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专业

基础课程，其任务是培养学生识别常见机械零件、机构，描述常见机构的特点，计算零件几

何精度，正确使用常见钳工工具的操作技能，具备分析机构传动过程的能力，养成爱国主义

精神，形成良好的人文素养，增强质量意识、安全意识、团队合作意识，树立良好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为后续制药设备机械技术课程学习奠定基础。 

三、课程设计思路 
本课程体现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导向、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的职业教育

理念，突出学生核心素养、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的培养。 
1.依据《江苏省徐州医药高等职业学校制药设备应用技术专业指导性人才培养方案》中

确定的培养目标、培养规格，以及本课程教学要求，突出正确使用工具、识别常用机构组成

及特性等能力培养，按照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维度，确定本课

程目标。 
2.根据“江苏省徐州医药高等职业学校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制药设备应用技术专业职业

能力分析表”，依据课程目标、制药设备岗位需求，对接制药行业职业标准、职业技能等级

标准、行业标准和岗位规范，体现专业性、针对性、适用性，确定课程内容。  
3.根据岗位需求和职业发展需要，结合学生的年龄特征和经验基础，以及五年一贯制学

制特点，确定课程内容容量和难度；以制药设备常见零件、机构相关知识设计学习任务，将

相应的专业理论知识、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有机融入；依据学生学习特点、认知规律和工作

过程、教学单元间的逻辑关系序化学习任务。 

四、课程目标 
（一）知识目标 
1.熟悉制药设备常用机构的工作原理、组成、特点，掌握常用机构运动特性分析。 
2.熟悉通用机械零件的工作原理、结构及其特点，掌握通用机械零件的选用方法。 
3.掌握相关专业基础的基本知识，如零件几何精度、运动副、金属材料与热加工、受力

分析、钳工知识等。 
（二）能力目标 
1.具备正确识读机械图纸的能力，并通过计算或查表的方式能够得出零件几何精度数

值。 
2.能正确观察实验中制药设备出现的各种运动，测绘有关形状、尺寸，绘制机构运动简

图和机构运动示意图。 



3.具有识别常用机构组成、工作特性和通用机械零件结构特点的能力。 
4.能正确使用钳工工具。 
5.初步具备维护制药设备的能力。 
（三）素质目标 
1.培养学生了解我国机械行业发展史，以及相关的传统文化，坚定四个自信，热爱祖国，

勇于承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的历史使命。 
2.培养学生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3.锻炼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专业技术交流的表达能力、制定工作计划的方法能力、获

取新知识、新技能的学习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工作能力。 
4.通过学习，学生能独立分析机械的组成、使用维护、简单机械运动分析的能力。 
5.具有应用标准、手册、图册等有关技术资料的能力，以及对经验公式、参数、简化计

算与实际计算结果进行简单的数据处理能力，培养工匠精神。 
6.具有正确操作常见工具，对设备进行拆装，基本维护的能力。培养工匠精神。 

五、学时分配表 
序号 章节（模块、项目）名称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理实一体化学时 
1 设备概述及运动副 4 4  
2 公差与配合 6 6  
3 金属材料、材料力学基础知识 4 2  
4 钳工知识与操作 2 8  
5 制剂设备拆装与维护 4 6  
6 常见连接零件 4 6  
7 常见机构 8 6  
8 常见机械传动 8 8  
合计 86 40 46  
 
 

 

六、课程内容与要求 
模块一：设备概述及运动副 

 
教学单元（一）：机械概述 
【学时分配】理论 2 学时，实践 2 学时 
【内容要求】 
1.了解本课程的性质和任务和内容，了解机械的发展过程，培养爱国注意情怀、坚定四

个自信。 
2.能掌握机械、机构、构件、零件的概念。 
3.能区分机械、机器、机构、构件和零件，感知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树立团队合作精神。 
【实践教学安排】 
1.实验（实训）名称：机械零部件认知 
2.实验（实训）地点：固体车间、液体车间等 
【教学提示】 
1. 关于机械的发展过程，案例选择应与制药行业相结合，选择具有古往今来具有代表



性的案例。 
2.关于课堂教学中使用的课件应简洁直观，背景或者教学所使用的案例适当加入中国元

素（如：五星红旗、党旗、伟大人物、重要历史时刻景象）学习知识的同时，潜移默化中激

发学生对中国历史的兴趣，培养学生爱国精神。 
3.关于区分机械、机器、机构、构件和零件等概念，选用生活中常见的交简单的案例进

行讲解，由同一机器按照复杂到简单的顺序进行。 
4.关于试验课设备的选择，建议按照简单到复杂的顺序，可以参照制药工艺的先后顺序

所用的设备进行了解，简单的设备机械部分能够让学生对所学知识进行巩固，复杂设备机械

部分有助于激发学生好奇心，让学生带着问题学习。 
 

教学单元（二）：运动副 
【学时分配】理论 2 学时，实践 2 学时 
【内容要求】 
1. 能够掌握运动副的概念和分类。 
2. 能够描述不同运动副的特点，通过高低运动副优缺点的学习，培养学生养成正确看

待自己和他人，保持乐观向上和谦虚谨慎的作风。 
3. 能够列举不同运动副的典型案例。 
4. 能够能够识别典型运动副的符号。 
5. 能够区分机构运动简图和运动示意图。 
6.能够绘绘制常见机构运动简图，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实践教学安排】 
1.实验（实训）名称：机构运动简图绘制 
2.实验（实训）地点：固体车间、液体车间。 
【教学提示】 
1.关于运动副的分类，可以采用简单而直观的动图进行对比展示，便于学生直观学习。 
2 关于运动副的特点，高低副的优缺点可以列举芭蕾舞演员的例子。通过高低运动副优

缺点的学习，培养学生养成正确看待自己和他人，保持乐观向上和谦虚谨慎的作风。 
3.关于机构运动简图的画法可以列举压井等生活元素，在绘制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精益救

精的工匠精神。 
 
 

模块二：公差与配合 
教学单元（一）：零件尺寸识读与测量 
【学时分配】理论 4 学时，实践 4 学时 
【内容要求】 
1. 掌握有关尺寸的基本术语，理解互换性的概念，同时让学生了解知识产权，不断提升

自己的能力，成为行业中不可替代的专家。 
2. 能正确识读尺寸偏差、公差、表面粗糙度，让学生了解秦始皇统一中国度量衡的历史，

增强文化自信，激发爱国热情。 
3. 能识读零件图上尺寸、公差标注，养成科学严谨的态度。 
4. 能正确认识并操作量具。培养学生树立高标准，严要求的工作作风，培养学生实事求

是的工作态度。 
【实践教学安排】 
1.实验（实训）名称：零件几何精度查表试验、绘制零件公差带图、游标卡尺操作试验、



螺旋测微仪操作试验 
2.实验（实训）地点：教室、钳工实验室 
【教学提示】 
1.关于尺寸基本术语、偏差及公差的讲解中，因为涉及到的概念比较多学生容易混淆，

在讲解的过程中不断加强练习以达到巩固的目的。在讲解中引入秦始皇统一中国度量衡的历

史，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学习兴趣。 
2.关于识读零件图尺寸部分，适当选用一些精度较高的零件图，引导学生在工作中树立

高标准，严要求的作风。 
3.在各项试验过程中，试验对象可以选择学生身边常见的物体，完成实验的同时让学生

养成在处理问题时具有求同存异的态度，在试验过程中如实记录各项数据，引导学生养成实

事求是的学习态度。 
 

教学单元（二）：配合 
【学时分配】理论 2 学时，实践 2 学时 
【内容要求】 
1.了解配合的概念，引导学生养成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 
2.能够说出配合的类型。 
3.能够描述零件装配的方法。 
4.能根据配合代号的标注绘制公差带图，并能判断配合类型。引导学生养成有条不紊的

学习态度。 
【实践教学安排】 
1.实验（实训）名称：绘制配合公差带图 
2,.实验（实训）地点：钳工实验室 
【教学提示】 
1. 关于配合的概念可以通过生活中的实例引出，引导学生意识到配合的重要性，培养学

生团队协作精神。 
2. 针对不同的情况引入不同的配合类型，同时让学生意识到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现象，

培养精益求精，严谨的工作作风。 
 

模块三：材料基础知识 
教学单元：材料基础知识 
【学时分配】理论 4 学时，实验学时 2 学时 
【内容要求】 
1.了解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的种类、应用及特点，让学生了解中国传统材料，增强学生

文化自信，激发爱国热情。 
2 熟悉金属材料的物理、化学、力学及工艺性能。 
3.识别金属材料的分类、牌号、性能及应用，并能根据条件合理选用常用工程材料。 
4 掌握热处理的目的、种类及应用，能正确选择合适的热处理方法改善材料的性能。 
【实践教学安排】 
1.实验（实训）名称：材料的选择 
2.实验（实训）地点：固体车间 
【教学提示】 
1.教师应结合制药机械加工中常用材料及日常生活中的实例进行教学； 
2.关于材料的选择可组织学生通过到车间参观进行现场教学； 



3.关于材料的种类可以通过图片，实物等方式向同学展示，可以通过讲解材料在中国在

衣食住行等方面应用，让学生了解丝绸、陶瓷、古建筑，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 
 
 

模块四：钳工知识与操作 
教学单元：钳工知识与操作 
【学时分配】理论 2 学时，实验学时 6 学时 
【内容要求】 
1.识别常用的工具，熟悉常用用具的使用场合，明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 
2 了解钳工基础知识和工艺。 
3.熟悉钳工划线、錾削、锯削和锉削、钻孔、扩孔、锪孔和铰孔、攻螺纹和套螺纹等基

本工艺。 
4.掌握钳工划线、锯割、锉削等操作方法，培养团队协作能力和工匠精神。 
【实践教学安排】 
1.实验（实训）名称：钳工操作试验 
2.实验（实训）地点：钳工实验室 
【教学提示】 
1.关于常见工具的使用，教师可结合制药设备操作以及维修维护中常用的工具进行教

学，可以通过图片、实物的方式进行展示，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合理利用工具解决问题的

能力。 
2.关于钳工知识部分，教师可以通过视频，微课等教学方式进行教学，让学生有更为直

观的认识。 
3.关于钳工操作试验部分，可采用分组方式，培养学生团队协作能力和工匠精神。 
 
 

模块五：制剂设备拆装与维护 
教学单元：设备拆装与维护 
【学时分配】理论 4 学时，实验学时 6 学时 
【内容要求】 
1.能够选择适当的设备拆卸、装配工具。 
2.掌握设备拆卸、装配的方法。让学生理解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每个人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所在。 
3.熟悉典型零部件的拆卸、装配工艺流程，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4.熟悉设备的清洁、润滑方法，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 
【实践教学安排】 
1.实验（实训）名称：压片机强迫加料器的拆卸与安装、压片机冲头保养与清洁 
2.实验（实训）地点：固体车间 
【教学提示】 
1.关于设备拆卸、装配工具，教师可结合制药设备操作以及维修维护中常用的工具进行

教学，可以通过图片、实物的方式进行展示，方便学生进行直观学习。 
2.关于设备拆卸、装配的方法讲解，可到实训车间进行现场教学，通过设备中各个机构

和部件的联系，让学生理解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每个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

所在。 
3.在设备维护方面，以设备的清洁和润滑为主，通过实际的操作，培养学生不怕脏、不



怕累，吃苦耐劳的品质。 
 
 

模块六：常见的机械零件 
教学单元（一）：常见连接零件 
【学时分配】理论 2 学时，实验学时 2 学时 
【内容要求】 
1.掌握的螺纹连接、销连接、键连接、铆钉连接的主要类型、特点以及使用的场合，通

过讲解让学生学习雷锋的“螺丝钉精神”。 
2.熟悉螺纹连接的预紧与防松方法。 
3.掌握常见连接零件的安装与拆卸方法。 
【实践教学安排】 
1.实验（实训）名称：常见连接零件的拆卸 
2.实验（实训）地点：固体车间 
【教学提示】 
1.教师应可结合我校制药设备中常见连接零件和生活中的实例进行教学。在讲解中插入

雷锋的故事，宣传雷锋“螺丝钉精神”，培养学生忠于职守，干一行、爱一行。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精神。 
2.关于常见机械连接零件的拆装，采用实践课，增强学生动手能力的同时强化学生对连

接零件的识别。 
 
教学单元（二）：轴、轴承、联合器与离合器 
【学时分配】理论 2 学时，实验学时 4 学时 
【内容要求】 
1.了解轴的分类和应用特点，熟悉轴的结构及轴上零件的固定方法。 
2.掌握轴承的类型和功用，能够区别常用轴承类型，能够解释滚动轴承代号表达含义。 
3.了解联轴器、离合器的分类和特点，能够区分联轴器和离合器的不同。 
【实践教学安排】 
1.实验（实训）名称：轴及轴上零件的应用 
2.实验（实训）地点：固体车间、液体车间 
【教学提示】 
1.教师可结合我校制药设备中常见轴及轴上零件和生活中的实例进行教学。通过对轴功

能的学习，引导学生养成勇于承担历史使命的担当精神。 
2.关于轴承的类型讲解，教师可通过采用思维导图的方式展示不同类型齿轮的动图，让

学生更为直观的看到轴承的外观和运动特点，并能通过对比加深记忆。 
3.课程可采用实践课教学，增强学生动手能力的同时强化学生轴及轴上零件的识别。 
 

模块七：常见机构 
教学单元（一）：平面连杆机构 
【学时分配】理论 4 学时，实验学时 2 学时 
【内容要求】 
1.掌握平面连杆机构的类型、特点及应用 
2.掌握铰链四杆机构的组成及基本类型。 
3.掌握铰链四杆机构的基本性质，熟记教练机构中曲柄存在的条件，引导学生养成乐观



积极的生活态度。 
4.能够识别铰链四杆机构的演化机构，培养学生不断自我革新的能力。 
【实践教学安排】 
1.实验（实训）名称：铰链四杆机构在制药设备中的应用 
2.实验（实训）地点：固体车间 
【教学提示】 
1.教师可通过采用思维导图的方式展示不同类型平面四杆机构的动图，让学生更为直观

的看到铰链四杆机构的运动特点，并能通过对比加深记忆。 
2.铰链四杆机构在制药设备上的应用可选择铝塑泡着包装机中胶囊下料机构传动，能够

直观地看到铰链四杆机构传动过程。 
3.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实例讲解铰链四杆机构的基本性质及其演化机构，引导学生形成积

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不断自我革新的能力。 
 

教学单元（二）：凸轮传动 
【学时分配】理论 4 学时，实验学时 4 学时 
【内容要求】 
1.掌握平面凸轮机构组成，传动原理，通过凸轮轮廓曲线的讲解引导学生积极做好人生

规划，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 
2.记忆凸轮机构的基本类型。 
3.描述不同类型凸轮机构的特点及应用场合。 
4.能够分析凸轮机构在制药机械设备中的作用。 
【实践教学安排】 
1.实验（实训）名称：凸轮机构在制药设备上的医用 
2.实验（实训）地点：固体车间、液体车间 
【教学提示】 
1.关于凸轮机构类型讲解，教师可通过采用思维导图的方式展示不同类凸轮机构的动

图，让学生更为直观的看到凸轮机构的外观和运动特点，帮助学生通过对比加深记忆。通过

凸轮轮廓曲线的讲解引导学生积极做好人生规划，选择正确的人生道路。 
2.可以通过教具结合仿真动图的方式展示渐凸轮传动的特点。 
3.在讲解分析凸轮机构在制药机械的应用方面，可以选择立式超声波洗瓶机喷针的运动

作为主要分析对象，因为该设备中包括的凸轮种类以及凸轮的运动形式较多。 
教学单元（三）：间歇机构 
【学时分配】理论 2 学时，实验学时 2 学时 
【内容要求】 
1.掌握间歇机构的原理及类型。 
2.掌握棘轮机构的分类，能够描述棘轮机构的工作原理，说出不同类型棘轮机构的组成，

特点以及应用。 
3.掌握槽轮机构的分类，能够描述槽轮机构的工作原理，说出不同类型棘轮机构的组成，

特点以及应用。 
【实践教学安排】 
1.实验（实训）名称：间歇机构在制药设备上的应用 
2.实验（实训）地点：固体车间、液体车间 
【教学提示】 
1.在讲间歇机构时要注意区别槽轮机构与棘轮机构传动的特点。 



2 关于间歇机构类型讲解，教师可通过采用思维导图的方式展示不同类凸轮机构的动

图，让学生更为直观的看到不同类型间歇机构的外观和运动特点，帮助学生通过对比加深记

忆。 
 

模块八：常见的机械传动 
教学单元（一）：带传动与链传动 
【学时分配】理论 4 学时，实验学时 2 学时 
【内容要求】 
1.掌握带传动与链传动的类型、特点及应用，教育学生正确看待自己和他人的优缺点。 
2.能够正确选择适合的带传动与链传动。 
3.掌握带传动与链传动的张紧、安装与维护方法，教育学生养成毫不松懈，积极上进的

生活态度。 
4.理解带传动的弹性滑动与打滑，让学生理类型解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培养学生用辩

证的眼光看待事物。 
【实践教学安排】 
1.实验（实训）名称：带链传动在制药设备中的应用 

2.实验（实训）地点：固体车间 
【教学提示】 
1.教师应可结合我校制药设备中常见带传动、链传动和生活中的实例进行教学。 
2.关于带传动和链传动的类型、特点和应用等知识点的讲解可以采用思维导图进行对比

讲解。 
3.在讲解中引导学生正确看待自己和他人的优缺点，理类型解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培

养学生用辩证的眼光看待事物的能力。 
 

 
教学单元（二）：齿轮传动 
【学时分配】理论 2 学时，实验学时 4 学时 
【内容要求】 
1.掌握齿轮传动的原理，识别不同类型的齿轮，熟悉不同类型齿轮的特点以及应用。 
2.掌握渐开线直尺圆柱齿轮的基本参数及几何尺寸。 
3.了解渐开线齿轮传动的啮合特点。 
4.能够计算齿轮的传动比，培养学生严谨、一丝不苟的作风。 
【实践教学安排】 
1. 实验（实训）名称：齿轮传动在制药设备上的医用 
2. 实验（实训）地点：固体车间、液体车间 
【教学提示】 
1.关于齿轮的类型讲解，教师可通过采用思维导图的方式展示不同类型齿轮的动图，让

学生更为直观的看到齿轮的外观和运动特点，并能通过对比加深记忆。 
2.可以通过教具结合仿真动图的方式展示渐开线齿轮传动的啮合特点。 
3.在计算齿轮传动比前应教学生充分掌握齿轮传动的原理，通过计算培养学生严谨，一

丝不苟的作风。 
教学单元（三）：蜗杆传动 
【学时分配】理论 2 学时，实验学时 2 学时 
【内容要求】 



1.掌握蜗杆传动的原理，识别不同类型的蜗杆，熟悉不同类型螺杆的特点以及应用。 
2.掌握渐蜗杆传动的主要的基本参数。 
3.能够蜗杆传动比，培养学生严谨、一丝不苟的作风。 
【实践教学安排】 
1.实验（实训）名称：蜗杆传动在制药设备上的应用 
2.实验（实训）地点：固体车间、液体车间 
【教学提示】 
1.在讲解蜗杆传动特点时要注意区别蜗杆与齿轮传动的特点。 
2.蜗杆传动在制药设备上的应用可选择压片机的主传动，能够通过透明有机玻璃挡板直

观地看到涡轮传动过程。 
3 可以通过教具结合仿真动图的方式展示蜗杆传动的啮合特点。 
4..在计算齿轮传动比前应教学生充分掌握蜗杆传动的原理，通过计算培养学生严谨，一

丝不苟的作风。 
 

七、课程实施 
（一）教学要求 
本课程教学要紧扣学科核心素养和课程目标，在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的基础上，突出职业教育特色，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培养学生的机械程学习能力

和机械基础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1.立德树人，加强对学生的爱国情感和社会责任的教育 
制药机械基础课程教学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贯彻课程思政要求，使学生在当今社

会环境中能站稳立场、明辨是非、行为自律、知晓责任。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通过实际事例、教学案例培养学生让学生了解我国机械领域的发展

史，制药机械的发展史，了解机械技术在促进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作用，使学生认识到机

械技术的重要性同时直观的体会到中国的强国之路，让学生更加坚定四个自信，激发学生的

爱国热情，勇于担当历史使命。 
2.重视技能，提升学生的机械操作技能和综合应用能力 
制药机械基础重视学生对机械设备的操作能力。通过课程学习使学生掌握制药机械常见

结构、传动的原理、特点和应用，能够读懂并查出零件的几何进度，熟练使用机械工具、熟

悉设备拆装方法。通过本课程学习，学生应具备解决生活、学习和工作中的实际问题的能力。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在做中学、学中做，使学

生掌握制药基础知识的同时提升实际操作技能和综合应用能力 
3.创新发展，培养学生的机械学习能力和创新意识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学习基础，开展线上线下多元化的学习模式，引导学

生开展自主学习、协作学习、探究学习，并进行分享和合作，使学生能够利用教学平台工具，

完成学习任务。教师要引导学生学会根据自身需要，总分利用学生生活环境，进行机械设备

的探索和研究，养成自觉学习的能力和习惯。教师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使学生能将机械

基础知识应用于日常生活、学习和工作中 
 
（二）学业质量评价 
1 评价应该贯穿教学全过程，重视学习过程的评价，重视评价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实

践能力、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不以考试的结果作为唯一的评价依据。实践能力按照学生

动手能力，按照优秀、良好、中、不及格四个档次评定学生成绩。 



2.在学习评价上，实行教师评价与学习者互评相结合，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课

内评价与课外评价相结合、理论评价与实践评价相结合。 
3.教学评价应充分考虑核心素养，对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进行评价，从团队协作能力、

创新能力、责任意识和社会认知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判。 
（三）教材编写和选用 
教材的编写和选用必须依据本课程标准。教材编写要落实课程思政要求并突出职业教育

特点，教材设计要与高等职业教育专科的教学组织形式及教学方法相适应，突出实用性和实

践性。教材内容以“必需、够用”为原则，易于联系实践，教材的深度和广度要符合高等职

业教育的水平，即包涵职业岗位必需的理论知识，注重学生继续学习能力的培养。采取项目

形式编写，根据就业趋势，加强职业能力培养。教材内容要广泛，适用面广。内容要包括职

业要求的理论知识和职业能力训练，还应包括非技术的职业素养培养。通过案例训练，着重

培养学生对职业的高度责任心和强烈的责任感。教材内容组织形式要多样性，内容要灵活。

要反应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有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和新理论。教材各项目要有广泛、形

式多样的拓展训练题，供学生课后训练与知识巩固。 
 

（四）课程资源开发与学习环境创设 
课程资源主要是指支持课程教学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学习环境主要是指教学设备设施，

以及支持学生开展数字化学习的条件。 
在课程资源方面，依据本课程标准，充分运用泛雅学习平台，使学生能够充分利用课余

时间完成课程的预习、复习，针对课堂上的难点进行反复观看学习，同时平台的大量学习资

源有效拓学生的学习深度与广度。 
在学习环境方面，利用教具，多媒体、各个实训车间都让学生能够更加直观地学习制药

机械基础知识。通过到车间现场对设备进行观看、操作能够提升学生的感官认识和操作能力。 

八、说明 
本标准依据“江苏省徐州医药高等职业学校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制药设备应用技术专业

实施性人才培养方案”编制，适用于江苏省徐州医药高等职业学校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制药

设备应用技术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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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 
1.学时、开设学期等要严格遵从该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 

2.内容与要求要详细列出本单元知识和技能点及其学习要求。以下行为动词可供参考： 

3.要注意核心素养和思政元素的融入。 

4.大标题为黑体三号加粗，一级标题为宋体四号加粗。其余标题与正文均采用宋体五号，加

粗内容参照模板。通篇行距为单倍行距，段前段后均为“0”。 

 

分类 行为动词举例 

认知性 
识别，了解、 熟悉、掌握、解释、知道、认识、比较、鉴别、列举、理解、

推导、复述、体会，说出、理解、归纳、判断、分析。 
具体运用时，根据需要，可加上“能”或“会”等程度词。 

技能性 
操作、运用、使用、制作、制订、掌握、计算、测试、安装、完成、绘制等。 
具体运用应加上“能”或“会”等程度词。 

体验性 具有、养成、具备、形成、树立、能感知、能感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