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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介绍美国药学博士（Pharm. D.）项目的培养模式，为我国改革药学教育模式、培养符合新时期药学服务需求的新型

药学人才提供参考。方法：通过观摩学习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UNMC）药学实践部门的教学课程，了解美国Pharm. D.

项目的培养模式、教学理念、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等，总结以UNMC为代表的美国Pharm. D.项目培养模式的特点，并提出对我国

相应药学教育改革的建议。结果与结论：美国药学教育基于以“药学服务”为核心的药学人才培养目标，围绕药师职业发展目标确

定并改进和优化培养过程及课程体系，教学模式上注重人文关怀、立足药师职业能力培养，教学过程重视现代教育技术和多样化

教学方法的应用，对学生实施严格的形成性评价以考核教学效果。我国可借鉴美国Pharm. D.项目的成功经验，明确服务型药学

人才的培养目标，围绕职业发展目标优化临床药学专业的培养过程和课程体系，注重职业能力和人文关怀培养，积极利用现代教

育技术和多样化教学方法，逐渐将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并最终过渡到以形成性评价为中心的评价体系，以培养出符

合我国实际需求的服务型药学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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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lightenment of Training Mode of Pharm. D. Project i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Medical Center to

Chinese Pharmacy Education

TANG Fushan（Department of Clinical Pharmacy，School of Pharmacy，Zunyi Medical University，Guizhou

Zunyi 563006，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troduce training mode of American Pharm. D. project，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pharmacy

education mode reform and cultivation of new pharmaceutical talents meeting the needs of pharmaceutical care in the new era in

China. METHODS：The training mode，teaching concept，course setting and teaching method of American Pharm. D. project were

investigated by observing and learning teaching course of pharmacy practice department i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Medical Center

（UNMC）.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merican pharmacy education represented by UNMC were summarized，and the suggestion for

pharmacy education reform in China was put forward. RESULTS & CONCLUSIONS：Based on the goal of pharmacy talent

cultivation for pharmaceutical care，American pharmacy education confirms and improves training process and course system

around the career development goal of pharmacists，pays attention to humanistic concern and pharmacist vocational ability training

in teaching mode， focuses on modern teaching technology and diversified teaching methods during teaching course， and

implements strict formative evaluation to evaluat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Chinese pharmacy education should learn from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American Pharm. D. project，confirm the training goal of service-oriented pharmaceutical talents，optimize

training procedure and course system of clinical pharmacy major adhere to the goal of vocational development，focus on vocational

ability and humanistic care training，actively utilize modern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nd diversified teaching methods，gradually

combin formative evaluation with summative evaluation，and eventually transfer to the formative evaluation-centered evaluation

system，so as to cultivate service-oriented pharmaceutical talents who meet the actual needs of China.

KEYWORDS University of Nebraska Medical Center；Pharm. D.；Pharmacy education；Clinical pharmacy；Teaching method

美国是现代临床药学教育的发源地，药学博士

（Doctor of Pharmacy，Pharm. D.）专业学位已成为美国唯

一的药师执业准入学位，且在美国药学教育认证委员会

（Accreditation Council for Pharmacy Education，ACPE）

的推动下，各药学院校的Pharm. D.培养模式已趋于标准

化、规范化，并被世界上多个国家作为标准的培养模式

进行学习和借鉴[1]。我国随着经济发展和医疗体制改革

的推进，对服务型药学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强，药学人才

的培养模式改革势在必行。目前我国的药学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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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临床药学专业人才的培养，主要应借鉴美国

Pharm. D.培养的成功经验[2]。

内布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University of Nebraska

Medical Center，UNMC）是美国中部医科院校的典型杰

出代表[3]，其药学教育水平在美国属于顶级行列。早在

1979年，UNMC药学院就推出了初级临床药学博士（En-

try-level Pharm. D.）项目[4]；如今UNMC药学院已成为全

美排名前列的药学院之一，在2017年《美国新闻与世界

报道》全美顶级研究生院排名中，其位列第 25 位 [5]。

UNMC 药学院分为药物科学（Pharmaceutical Sciences）

和药学实践（Pharmacy Practice）两个部门：前者主要承

担药学科学研究型人才的培养任务，而后者则主要负责

Pharm. D.项目的教学。2017年9月－2018年2月，笔者

在UNMC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访问学习，出于访学服务

型药学人才培养的高等教育模式的主要目的，笔者重点

通过观摩学习UNMC药学院药学实践部门的教学课程，

学习体会了美国Pharm. D.项目的培养模式、教学理念、

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等。现将笔者在访学过程中对以

UNMC为代表的美国Pharm. D.项目培养模式特点的理

解和体会，及其对我国药学教育改进和发展方向的启示

作一总结，以期为我国改革药学教育模式、培养符合新

时期药学服务需求的新型药学人才提供参考。

1 以UNMC为代表的美国Pharm. D.项目培养模

式的特点
1.1 以“药学服务”为核心的药学人才培养目标

随着美国经济社会的全面深入发展，药学服务模式

相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前美国药学工作者的职业核

心已转移到医院和社区药学服务上，其社会职责和专业

地位不断提高。而为适应药学工作的发展形势，药学教

育的主体也基本转向Pharm. D.[6]。2000年起，全美药学

专业主要分为两大类：6～8年制的Pharm. D.（前期先进

行 2～4年相关专业的学习，再进入 4年的 Pharm. D.课

程），这属于职业学位，主要培养面向医院、药房和社区

的药学服务人才，占近 90％；4年制的药学学士（BSPS）

及后续深造的理学硕士（M.S.）、哲学博士（Ph.D.），主要

是培养科研或教学人才[7-8]。

UNMC 虽然也开设有 Ph.D.，M.D.（医学博士）/Ph.

D.，M.S.等项目，但未设置4年制的BSPS项目，整个药学

院工作及教学的重心就是培养药学服务人才的 Pharm.

D.项目，目标是培养学生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法律素

养、公民意识和道德责任，成长为能提供高效药学服务

的合格药学专业人员。

1.2 基于药师职业发展目标的培养过程和课程体系

美国各药学院校虽然在具体的基础课程和临床课

程设置上各有差异，但都将专业课程教学与临床实验室

（包括模拟实验室）、基础药学实践训练（IPPE）和高级药

学实践训练（APPE）密切结合，以确保实现培养以患者

为中心的合格药学服务人才的教育目标。

典型的Pharm. D. 4年课程包括为期3年的课堂教学

（在第1个专业学年期间或结束后开始开展 IPPE，并延续

至第3个专业学年），之后在第4个学年开展APPE[4]。其

课堂教学重点包括如下课程：（1）生物医学课程，主要有

生理学/解剖学、生物化学、生物统计学、病理生理学、医

学微生物学、免疫学等；（2）药学课程，主要有药理学（含

药动学和毒理学）、药学科学及其导论（含药品配制、药

学剂量配制换算方法、药剂学/生物药剂学等）、药物化学

等；（3）社会/行为/管理科学课程，主要有药学与卫生保

健、法律与伦理原理、职业发展、药事管理等；（4）临床药

学课程，主要有药学信息导论、医药文献评价、药学服务

（含药物的调配和分发系统、生药/其他组合疗法、患者情

况评估、药物安全监测、药物咨询服务等）、药物治疗学

等。药学基础学科课程（包括生物医学和药学课程）主

要集中在第 1～2个专业学年开展；临床应用课程（包括

社会/行为/管理科学和临床药学课程中与临床用药密切

关联的课程）贯穿于3年的课堂教学中。其中，药物治疗

学课程有效地将基础与临床、临床医学与药学结合起

来，被美国各药学院校视为Pharm. D.项目的核心课程。

UNMC的药物治疗学课程共有29.5个学分（前3个学年

的课程总学分为 108分），分布在第 2～3个专业学年。

笔者通过观摩其内容覆盖范围、授课教师队伍、授课方

式、学生投入程度等，认为该门课程是UNMC药学院最

受重视的课程。

IPPE课程包括参与患者治疗决策、遵守职业道德规

范、对患者实施药学服务等活动的亲身实践。UNMC规

定 IPPE 课程不少于 300个学时，并需与理论课衔接融

合。其中至少有150个学时的课程要与社区和卫生医疗

系统机构合作，另外最多可有60个学时用于模拟仿真教

学（即还原现实中药剂师提供药物知识及药事服务的真

实场景，鼓励学生进行跨学科的仿真模拟）。在UNMC，

IPPE可由Pharm. D.学生在规定期限内自行选择时间完

成，而模拟仿真教学则贯穿于相关课程实践教学中。

APPE 课程是在课堂教学和 IPPE 的基础上对学生

学到的基础知识、技能、态度、职业规范等进行整合、运

用、巩固和提高。APPE必修环节包含在社区药房、门诊

药房、住院药房的药学服务和针对住院患者的一般药学

服务训练等4个单元，学生需完成以下实践训练任务：直

接面向患者的药事服务；与医护人员跨学科合作；药物

的分发和系统管理；职业发展。另外，APPE还设有供学

生根据个人兴趣选修的选修课，学生可按照自己未来的

职业生涯规划进行选课。

1.3 注重人文关怀、立足药师职业能力培养的教学模式

ACPE批准颁布的 2016年版美国 Pharm. D.培养标

准及其指南不仅明确要求药学教育应该使学生具有“以

患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提供最佳药物治疗、确保患者

安全的能力”和“丰富的专业知识，以及良好的职业技

能、态度和价值观”，还要求使学生具备“知识整合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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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推动职业发展”“适应药学实践和保健服务变化的需

要”“有效利用药学信息，完成与医师、护理专业团队的

协作任务”的能力，重点强调了基于药师职业发展目标

对学生沟通能力，专业知识、技能及态度，团队合作能

力，良好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培养[9]。

UNMC药学院Pharm. D.项目的专业教学工作大多

由具有Pharm. D.教育背景的教师或临床药师承担，并充

分结合临床真实案例开展教学，实现了理论知识与临床

实践之间的无缝对接；还经常邀请实习单位或聘用单位

的一线临床药师、管理人员参与教学，直接以实际工作

中的鲜活案例和场景指导学生准确理解和应对职业实

践中的基本问题；另外，还尤其注重学生团队协作能力

和有效沟通技巧的培养，比如在职业发展课程中甚至邀

请当地政府公共关系部门专家及官员指导Pharm. D.学

生在工作面试中的着装礼仪和沟通技巧。

除了传授知识和培养技能之外，UNMC 的 Pharm.

D.项目还强调将培养学生的专业态度和价值观作为教

学的核心目标，并为此持续改进课程。在部分课程中还

特意设置有锻炼学生情志的课外活动，比如提升学生书

面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的活动，并鼓励教职员工、行业

专家和毕业校友积极参与。另外，Pharm. D.项目还强调

终生关怀教育，其涵盖了对患者终生关怀的基本知识和

技能，要求学生需对各年龄阶段患者的治疗重点有明确

认识。

APPE课程着重强调了学生与医学、护理人员的跨

学科合作，参与患者监护，与医护人员沟通治疗药物方

案、给药方法、给药途径等；同时也注重对学生职业发展

意识的培养，鼓励学生向前辈学习和养成职业精神，并

自觉培养自主学习和终生学习的能力；此外，还注重培

养Pharm. D.学生作为专业人员的人文关怀意识和能力，

要求学生毕业后能对急性、慢性和健康保健的患者提供

药学关怀服务。

1.4 重视现代教育技术应用的多样化教学方法

UNMC注重现代教育技术在各类教学活动中的应

用，基于计算机技术的网络教学已经成为其教学活动的

重要方式。UNMC所有教学区域都达到了无线网的全

覆盖，可供教职员工、学生及访客入网连接。所有教室

均有视频显示的计算机，并通过 Internet和Canvas系统

互联。各专业培养方案、授课计划、课程内容及授课教

师，各门课程的授课视频、作业布置、课后答疑和考试通

知等信息都通过Canvas系统上传到了网络平台。教师

可以随时随地查看教学内容，学生也可以随时随地通过

个人账户访问平台查看教学视频、完成作业，进行自主

学习。UNMC还提供了“UNMC”手机APP，通过该APP

可以查看学校新闻和教学、学术活动安排等信息。

UNMC药学院的主教室配置有精良的多媒体教学设备，

教学过程可全程录像，学生可通过Canvas系统随时调出

课程录像观看。从 2016年开始，UNMC 药学院为所有

Pharm. D.学生都提供了 iPad的免费租用服务，iPad可通

过Canvas系统与教学网络连接。课堂上，学生可以使用

iPad观看课件，并直接使用外接键盘或手写笔在 iPad上

做笔记，还可通过 iPad进行考试和测验；课堂外，学生可

使用 iPad预习、复习课程和完成作业。

美国ACPE近年来重点要求各药学院校通过必要的

程序和方法以确保学生掌握认证标准所规定的技能，这

对教学方法的改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而美国药学教

育领域十分重视对教学方法的改进探索。笔者在

UNMC访学期间感触较深的教学方法包括小组讨论教

学、以团队为基础的学习（TBL）、以案例为基础的学习

（CBL）、模拟仿真教学和“翻转课堂”（是指重新调整课

堂内外的时间，将学习的决定权从教师转移给学生的教

学模式）等，课堂氛围生动活泼，注重培养学生的团队合

作精神以及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

些教学方法的顺利实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UNMC及其

药学院为教学提供了强大的软硬件支持：教学楼内设有

许多供小组教学、讨论的小教室，还有由舒适的沙发、桌

椅等围成的讨论学习区，为小组讨论教学提供了便利；

设有一间模拟病房和十多间模拟诊室，为药学服务、药

物治疗学等课程的模拟仿真教学提供了贴近实际工作

的场所；很多教室配备了录像设备，教师可以录制课程

视频，学生可以调阅课程录像。在这种模式下，课堂讲

授的内容可被教师提前录制为视频，配合提前布置的阅

读材料，供学生交互式自学；在课堂授课时，教师则着重

帮助学生理解复杂概念和应用重点，且有较多的时间用

于师生之间、同学之间讨论。值得一提的是，UNMC药

学院有部分临床应用性课程的实践教学（如药物治疗学

的实践课程）是通过案例教学展开，即将学生分为适当

的小组，讨论典型案例，运用课堂教学理论知识解决真

实的临床问题。而由医师、药剂师、护士、社会工作者等

组成团队共同实施教学则是他们强调跨专业团队合作

而非常重视的一种教学方式。

1.5 严格的学习效果形成性评价

UNMC对学生学习效果更注重进行贯穿于学习过

程的形成性评价，在每门课程的学习过程中设置有各种

考核，包括随堂测验、临时性测验、论文写作等，而且每

门课通常还有2～6次正式考试，通常每一阶段的教学完

成后均会进行测试。这些考核都与课程的最终成绩有

关，小组讨论形式的教学活动也在总成绩评价中占有一

席之地。美国的Pharm. D.项目筛选机制十分严格，申请

到排名靠前的院校已非易事，但与严格的考核机制比较

依然显得“宽进严出”。国内派出到UNMC的留学生均

反映，按时完成作业、顺利通过考试都具有相当的挑战

性，学习压力较大。

另外，UNMC的考试题几乎全部是直接出自真实临

床实践中的合理用药问题，考核评价与职业能力高度相

关，强调“所学即所用”“所考即所用”，这为以“岗位胜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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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提供了明确的考核评价机制。

2 美国Pharm. D.项目对我国药学教育工作的启示
201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大陆地区本科层次药

学类专业办学点累计达到 810个，已经形成了“本科教

育-职业教育-研究生教育-继续教育”这一相对完整的高

等药学教育体系 [10]。但我国药学高等教育还存在诸多

不足及挑战：现行药学类本科专业按传统医药产业需求

设置，其培养体系与卫生健康产业匹配度不高；服务型

药学人才缺乏，现有药师队伍的药学服务能力有待提

高；药学教育领域的理念、创新能力及国际视野均亟待

更新与强化[10]。因此，学习吸收以UNMC为代表的美国

Pharm. D.项目的成功经验，可为我国高等药学教育尤其

是临床药学专业教育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2.1 明确药学人才培养目标，聚焦服务型药学人才培养

我国的高等药学教育要积极适应国际药学教育发

展趋势，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药学服务型人才培养体系，

但从整体上看临床药学教育在药学教育体系中所占份

量还非常小[11-12]。为适应新时期“大健康”相关领域对药

学服务型人才日益增长的需求，我国药学教育应逐步将

“培养服务型药学人才”作为主要的培养目标。鉴于我

国地区之间发展差异显著，可采取渐进式方案，如逐步

减少与社会需求匹配度不高的“药物制剂”“制药工程”

等专业的招生，压缩传统的“药学”专业，将“临床药学”

专业或者培养服务型人才的新型“药学”专业作为药学

教育发展的主体。在学制方面，短期内实现彻底向

Pharm. D.的转变尚不现实，但可以优先重点发展服务型

应用人才培养为导向的药学硕士专业学位教育。

2.2 围绕学生未来职业发展目标，优化临床药学专业的

培养过程和课程体系

我国的实验室教学开展得远比美国Pharm. D.项目

系统和扎实，这原本是我国药学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和

优势，但其中很大一部分的实验内容与服务型药学人才

的培养和发展目标不相匹配。笔者建议我国高等医药

院校适度改革药学类专业实验课程的设置和教学内容，

按照学生未来药师职业发展目标设计实验教学课程，尤

其是药学和临床药学专业的实验室实践课程应该与临

床实践环节有机结合。目前我国临床药学专业的临床

实践教学一般集中在最后 2个学期，使得部分理论教学

与临床实践几乎脱节，教学效果不佳。笔者建议借鉴美

国 IPPE课程的设置方式，在专业学年的早期就开始布置

必要的临床实践内容，把类似于 IPPE的早期临床实践要

求融入培养方案中。此外，我国临床药学专业的毕业实

习虽已有国家标准，但各校在实际执行时大多各行其

是，这点上也可借鉴美国APPE课程的设置经验：一是要

规范化、标准化地安排各实习环节，探索和实践早期见

习、后期强化的制度；二是充分发挥临床药师和临床药

学专家在实习指导中的主导作用，避免将临床药学实习

混同为临床医学实习甚或降为低标准的临床医学实习；

三是要切实促进课堂教学、实验教学、早期临床实践与

毕业实习的深度融合，防止各部分教学模块相互“割

裂”。

我国临床药学教育的课程体系可以借鉴美国

Pharm. D.项目，注重使药学课程和社会/行为/管理科学

课程更加契合药师的职业发展目标，并按此目标需要进

行课程优化，特别应重视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和就业培

训。如“就业指导”课程应该参考美国的“职业发展”课

程，由药学院的药学实践教育部门邀请具有丰富教学和

实践经验的专家或一线临床药师现身说法，对学生进行

符合其未来职业发展目标的专业指导。其次，在临床应

用课程设置方面，我国应借鉴美国Pharm. D.项目的培养

理念，将临床应用课程始终作为课堂教学的中心和主

线，并从早期开始贯穿于学生培养过程。此外，我国临

床药学教育的课程体系从根本上讲还停留在将临床医

学和药学主要课程简单相加作为“临床药学”的过时模

式，而未能建立将两种学科有机融合的相对独立的临床

药学课程体系。临床药学应该是围绕合理用药的医学/

药学交叉复合型药学学科，药师职业发展目标需要医学

与药学深度融合的专门课程体系进行匹配，因此需继续

建设和完善包括临床药物治疗学在内的临床药学课程

体系。

2.3 注重职业能力和人文关怀培养

我国药学教育包括临床药学教育都更强调学科知

识体系的完整性，虽然这一定程度上有益于学生综合素

质培养，但不符合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的现代国际教

育发展趋势；另外，我国对学生的人文教育重视不足，这

势必影响药学人才的长远发展。笔者建议临床药学教

育必须从知识传授为主的教学模式转变为能力培养为

主的教学模式，并不断强化药学教育中的人文内核，真

正使学生理解“一切以患者为中心”的含义，自觉成长为

职业能力过硬、人文关怀深厚的药学服务型人才。

为充分有效地培养学生的药学服务岗位胜任力，应

在专业教学中广泛采用真实临床案例教学，并注重学生

职业发展意识、团队精神和沟通技巧的培养，全方位培

养其合理用药的职业能力，为其未来药师职业发展目标

打下坚实的基础。

而人文教育则需要从几个方面改进和加强：一是在

课程体系中适度增加人文课程比例，尤其是要按服务型

人才的培养目标广泛设置人文选修课，要求学生必须修

够规定的人文课程学分；二是加强校园和课堂的人文氛

围营造，注重环境育人；三是要提供必要的途径，要求和

引导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加强自身人文素质修养，并自

觉在专业教学中融入人文教育。

2.4 积极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和多样化教学方法，有效提

高教学质量

在飞速发展的当今时代，应充分利用包括信息技术

为主的一系列现代教育技术，辅助教师和学生共同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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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专业培养目标改进教学体验、提高教学质量。信息

技术的应用一方面有利于学生深入广泛地参与教学过

程、提高学习质量，另一方面可以帮助学生顺利适应未

来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工作模式。我国采用信息技

术辅助教学已有不同程度的开展，如慕课（MOOC）平台

已经被不少高校引入使用，但相关的配套措施不能及时

到位，同时由于我国生师比偏高，教师使用MOOC平台

需要投入比传统教学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因而信息技术

辅助教学的有效实施还需要不断扩充教师队伍、完善配

套措施。

美国ACPE强调的学生对所学知识的展示和再现是

我国药学教育教学方法改革中需要重点考虑的方向，即

有效的教学方法要确保学生掌握国家标准所规定的技

能。UNMC采用的小组讨论教学、CBL、模拟仿真教学

和“翻转课堂”等教学方法均值得我国借鉴。这些教学

方法的顺利实施，一方面需要不断增加教学投入，为新

的教学方法实施提供了必要、便捷的软硬件支持，如增

设供小组教学和讨论的小教室，供模拟教学使用的模拟

药房、模拟病房、模拟诊室、模拟患者等；另一方面需要

国家出台相应教学政策，优化考核评价机制，切实改变

部分高校“唯科研是举”的不良导向，使大部分高校教师

能乐于教学、安心教学，把搞好教学作为第一要务，将主

要精力投入教学活动中。

2.5 建立以形成性评价为中心的教学评价体系

形成性评价不仅能够更客观地反映学生的学习成

绩，而且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终身学习能

力、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目前，我国大部分医药学

院校虽倡导形成性评价，但期末考试在考核中依旧占支

配性比例（如笔者所在单位一般都不低于50％～70％），

实际上还是以终结性评价为主。而且，我国的形成性评

价形式还相对单一，其应用也仅仅局限于授课过程的某

些章节或者某些学科，尚未大范围开展[13]，尤其在药学

教育中形成性评价的开展还处于探索阶段。由于形成

性评价对我国药学教育来说是一项新兴事物，目前还无

法替代原有的终结性评价体系，因此笔者建议借鉴

UNMC的经验，首先建立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

合的复合型评价体系，再逐步过渡到以形成性评价为中

心的教学评价体系。可以根据课程的教学性质和教学

目标，围绕单元目标和课时目标，设计形成性评价的内

容及形式等。具体操作上，可以逐步采用多样化的形成

性评价方式，例如可以由教师自评、教师评价、学生自

评、学生互评及小组评价等几种方式构成，并对不同环

节赋予不同的权重。其中，教师自评包括对教学方法、

实施效果及推广性等方面的自评；而教师针对学生学习

全过程的评价则包含课前预习、课堂提问和讨论、反思

汇报、综述撰写、网络互动、实验操作考核、基本技能操

作测试、单元小测验、课程阶段性测试、期末考试等组成

部分，其中期末考试成绩在总成绩中的权重要不断降

低，强调培养效果形成于教学过程。学生自评和学生互

评部分包含学生自己和相互对课前预习、课堂表现、课

后活动及作业等的自觉、自主、负责的评价。应用各种

评价手段时，均应注重学生评价的主体性，淡化教师作

为唯一评价者的角色，使学生由被动受评者变为主动参

评者，进而通过学生自评使其不断自省并最终改变学习

方式和方法，达到促进学生主动学习的目的。

（致谢：感谢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 2017年高等教育

教学法出国研修项目的资助，感谢UNMC及其药学院在

笔者访学过程中提供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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