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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理学》涉及各类药物的作用机制、临床应用、不良反应

及相互作用等方面，是一门联系化学与药学、基础医学与临床

医学的多重桥梁学科[1]。制药工程专业随着医药行业的发展

而出现和形成，《药理学》则成为制药工程专业中不可或缺的

一门主修课程。传统的《药理学》课程教学，多以典型药物为

例，辅以枯燥的机制图加以讲述。由于本课程涉及的药物种

类繁多、体内变化复杂，且药物间多有相似，学生容易混淆，致

使其学习积极性下降，多以死记硬背的方式来应付考试，最终

导致该门课程的教学效果不佳。因此，在制药工程专业《药理

学》教学中，迫切需要改革以往枯燥乏味的教学模式，重新调

动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鉴于此，笔者结合自身的教学经验

和体会，从制药工程专业《药理学》教学的现状与不足出发，就

其教学改革进行探讨。

1 制药工程专业《药理学》教学的现状与不足
以我校制药工程专业《药理学》教学为例。该课程仅针对

制药工程专业大三学生授课，其学时安排有限，且该专业原人

才培养方案中更是将《药理学》和《病理与毒理学》合并为《药

理学和毒理学》一门课程。虽然，《药理学》和《病理与毒理学》

密切相关，但目前各自已发展成为具有一定基础理论和实验

手段的两门独立学科，是属于药学下的不同分支。《药理学》的

学习目标在于掌握药物的药理作用、作用机制、临床应用、不

良反应以及药动学特点等，旨在为临床合理用药打下基础，一

般为 32～60个学时，2～4个学分。而《病理与毒理学》是一门

研究化学物质对生物体的毒性反应及其严重程度、发生频率

和毒性作用机制对毒性作用进行定性和定量评价的学科，一

般为 28～54个学时，1.5～3.0个学分。《药理学和毒理学》原教
材是针对临床医学专业方向，并非针对制药工程专业学生编
写，其涉及疾病多且抽象，要求工科学生对病理生化、临床疾
病等有一定感性认识，学习难度高。该课程仅仅安排了 40个
学时的理论教学，无实验课程，这不仅严重压缩和弱化了《药
理学》的授课内容，也使得学生难以全面地掌握知识，缺乏学
习积极性，甚至害怕补考，从而不愿学习这门课程。

2 构建合理的教学评估反馈机制
制药行业相关药物的合理使用、新药的研发、基因工程和

生化分子的机制研究等都离不开《药理学》知识。面对上述情
况，首先需要通过改革传统的教学评估反馈机制，才可以重新
调整教学大纲和授课内容。

教师要了解自己所教授课程的教学效果，可以通过教师
的听课反馈报告（我校实施“青年教师教学提升计划”，由授课
经验丰富的教师随堂听课，为青年教师撰写听课反馈报告），

或者是期末学生的评教，但是这些反馈结果多是滞后的，并未
能及时地反映教师每一堂课的授课效果。在美国，对药师培
训的教学效果作出评估的研究中提出一种称为“讲义的评估
及适应性教学（Intra-lecture assessment and adaptive teaching，

ILA-AT）”的教学法。ILAAT教学法实际操作是在讲课前、后
及过程中每 10～15分钟引入适当的若干问题，引导学生阅读
相关论文及教材[2]。在进入下一个章节的学习之前，教师就问
题的反馈，结合当前讲课的情况和学生的反应，进行调整并组
织讨论。结合 ILAAT教学法，笔者在授课过程中，适时引入问
题，让学生查阅相关资料，自行分析问题。在下一节课讲授
前，通过组织讨论来确定学生当前的分析推理主要存在的知
识缺陷，了解学生接受知识的程度，从而可以有目的地调整教
学内容和教学节奏，系统性地培养学生对实际用药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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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用药分析的能力，同时也可达到“温故而知新”的效果。

3 教学模式的创新
3.1 融入先修学科知识，重新构建教学大纲

新人才培养方案中，将独立开设《药理学》，改用适于制药
工程专业学生的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张庆柱主编的《基础药
理学》作为教材，但因药物的应用涉及到很多临床知识，而通
常情况下《药理学》课程的开设是在学生未接触临床课程之
前，所以学生对部分内容较难理解[3]。一般高校会安排对应的
先修课程，如《人体解剖生理学》《病理生理学》《微生物免疫
学》等，然而在我校相应的人才培养方案中并未安排，导致制
药工程专业学生缺少相关医学专业知识的学习，基础薄弱。

这就要求任课教师决不能照搬传统的教学大纲，需结合
我校特点，重新构建教学大纲。制药工程专业《药理学》的学
习目标在于掌握药物分子与机体生物靶点之间相互作用的规
律。其教学课程既不同于医学专业，又区别于药学专业。教
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将涉及医学的基础知识融入其中，如

《解剖学》《组织胚胎学》《生理学》《生物化学》《病理学》《病理
生理学》《微生物学》《寄生虫学》《细胞生物学》《免疫学》乃至
临床医学的相关学科，使之与《药理学》内容紧密结合，使教学
过程更加合理。在融入先修课程的基础上，笔者再选取部分
重点章节进行详细讲解，深入讲述药动学、药物相互作用等知
识点，授之予“渔”，让学生在有限的学时内掌握某一类药物的
学习方法，而不是把全部内容“蜻蜓点水”般带过，这样可以为
学生今后继续学习其他类药物的药理机制打下基础。

目前，制药工程专业毕业生主要的就业方向是制药企业、

药物检验与分析机构、药品营销企业（医药公司、社会药店），

而这些单位销售的主要是非处方药（OTC），如降压药、降脂
药、抗心律失常药、抗心绞痛药、解热镇痛抗炎药、抗病原微生
物药物等。《药理学》教学中若不重视这些药物知识的讲解，把
大量时间和精力放在学生就业后很少接触的处方药物上，则
会使学生所学的知识难以满足就业岗位的需求。因此，教师
可根据学生工作后经常接触的某几类药品[4]，充分地“因材施
教”，合理地调整各类药物的授课学时。

3.2 引入临床案例，采用对比记忆教学

《药理学》是专业性很强的一门实践性学科，如何平衡用
药实践与用药研究便是这门课程的一个难点。在《药理学》课
堂中引入大量的临床案例，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还
可为课堂教学增添趣味性，突出其实用性。例如，在《解热镇
痛抗炎药》章节教学时，笔者会先向学生提问常用的感冒药有
哪些？通过归纳常见的感冒药，引出典型的解热镇痛抗炎药，

引起学生的兴趣，进一步引入相关的临床案例，启发学生从作
用机制上分析这类药物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从而激发其自主
学习的积极性。最后，教师再反问学生哪些是由药物诱发的
不良反应，即可加深学生对解热镇痛抗炎药作用机制的认
识。这种结合实际生活中常见病例的教学方式，更能激发学
生的学习热情，唤起学生的求知欲，活跃课堂气氛，而且学生
紧跟教师的思路节奏，对相关知识的学习更能融会贯通。

但是，学生在学习各类药物时，往往感觉知识点多且杂。

这是因为药物发挥药效的作用机制往往涉及多个途径，学习
难度大，同时学生需要记忆大量的药物名称（包括商品名）、用
法用量、临床用途和不良反应等，知识点众多。如果按原有的
教材安排，单一学习某一类药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极容易混
淆一些药名相似、功能相似的药物。因此，教师在讲解各章节
的概论时，从某一类药物的定义下手，说明其功效和主治病

症，然后将这类药物主治病症的临床表现通过视频、图片等方

式来展示，让学生分析这类药物中常用药物的作用，并要求学

生结合同一类药物的构效关系进行横向对比。这样的对比记

忆教学更能让学生准确掌握各种药物的特点，从而提升教学

效果。

4 调整《药理学实验课》课程内容，开设虚拟仿真实
验室

《药理学》课程的理论是通过动物实验建立起来的，通过

药理学实验验证某些理论，可进一步强化学生对理论知识的

理解和掌握，培养学生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训练学生多项综

合技能和技巧。但是，由于饲养实验动物以及进行动物实验

的场地均需要经过专业的机构认证，取得相关资质证书；另

外，受到传统观念影响，对制药工程专业学生培养的重心在工

科，即研制药物，而非“用药”，故我校并未开设相关的《药理学

实验课》，导致学生许多基本的《药理学》实验技能都未能掌

握，应聘时逊色于同类高校的制药工程专业学生。

目前，我校新的人才培养方案中已增设了《药理学实验

课》课程内容，既有经典的学科实验，又有紧跟学科发展的现

代实验，改变学生“学非所用”和“用非所学”的现象。针对实

验课，笔者重新分配了教材上的学时。如，增加了传出神经系

统药物对动物血压影响实验的学时；教学方式由传统的教师

示范或多媒体观察改为学生自行拟定实验方案，由教师主导

课堂改为学生小组团队协作讨论，以此来提高学生的实验操

作技能，还可让学生进一步了解实验方案设计的原理，保证理

论课与实验课不脱节，从而更有利于学生了解和掌握该课程

的实验技术和设备特点等。

此外，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是采用多媒体、数据库以及网络

通信等多种技术，构建一个逼真可视化的虚拟现实环境开展

实验操作，达到真实实验不具备或难以实现的教学效果[5]。在

普通高校中建立虚拟仿真实验室，能弥补教学资源条件的不

足，完善相关的医药实验教学[6-8]。我校目前正在引入虚拟实

验系统，拟建立拥有80台计算机、可容纳两个班级学生同时开

展仿真实验的机房。学生可通过自主学习平台随时进行预

习、复习、提问，教师可以远程监控学生的学习进度、复习情

况、组织讨论答疑；还可以开发虚拟仿真教学平台，进入形态

学数字仿真实验室和人体解剖学网络、建立药动学模型，这样

不仅可以增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还可拓展《药理学实验课》

教学空间，形成以虚拟与实训有机结合为特征的完整基础药

学实验教学体系。

5 发挥网络教学优势，重视双语教学
新药的不断发现和治疗方法的巨大进步，促使医药工业

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新型制药工程师，需要掌握最新技术

和交叉学科知识，并具备制药过程和产品双向定位的知识及

能力，同时还应了解密集的工业信息并熟悉全球和本国的相

关政策法规。制药工程专业《药理学》的教学改革，也要紧跟

时代步伐，可以通过组建网络平台，实现多媒体信息传递和教

学资源信息共享。尤其是随着现代移动通信设备的快速发

展，手机、电脑等网络资源已成为普通大众更新知识、获取资

源的有效途径，有着“人人配备，随时随地学习”的优点。除了

上述提及的虚拟仿真实验室，教师还可以利用教学网站和手

机客户端等组织在线学习、讨论、答疑，并协助学生收集相关

文献、了解最新的行业资讯、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改变传统

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模式，让学生可以通过多渠道学习，实现师

生资源互通。

另外，随着国际贸易的往来，越来越多的国外医药企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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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中国，而国内医药企业也逐步走出国门。经济贸易一体化

时代的到来，对医药行业人员的外语水平要求逐步提高，实施

双语教学也成为了必须的教学素质和教学内容。但是，专业

术语的单词偏长，发音难度高，为此学生需要有针对性地学

习、训练，争取达到熟练灵活地切换两种语言。教师可将相关

的外语学习资料上传至共享空间，如双语课件、优秀的外文刊

物推荐、教学视频、外文文献等，充分利用网络交流平台，提高

学生的专业双语水平[9]。

6 结语
医药行业是一个不断更新、富有挑战性的行业，为了培养

更多的满足现代社会需求的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研发满

足患者需求的药物，国内外药学院校正在不断推进药学教育

的创新和发展。对于类似我校以培养工科学士为主的普通高

校可采用构建合理的教学评估反馈机制、创新教学模式、开设

虚拟仿真实验室、发挥网络教学优势等措施，激发学生自主学

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将知识适用于实践的能力，从而有助于

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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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药临床研究》教学的实践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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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为《新药临床研究》教学水平的提高和药学研究人才培养提供参考。方法：选择第四军医大学2013级硕士研究生

为研究对象，尝试在《新药临床研究》教学中不同的章节使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并完善考核体系。结果与结论：针对不同教学内容

建立有效的引导式教学、问题式教学、现场教学和双语教学等教学方法，构建平时成绩和研究方案相结合的考核体系进行评估，有

利于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了教学质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可为药学研究创新型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提供参考。

关键词 新药临床研究；引导式教学；问题式教学；现场教学；双语教学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for the Teaching of New Drug Clinical Research
WANG Pang1，YANG Zhifu2，WANG Dongguang1（1.Medical Department，Xijing Hospital of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Xi’an 710032，China；2.Dept. of Pharmacy，Xijing Hospital of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Xi’an 710032，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eaching levels of New Drug Clinical Research and training for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talents. METHODS：The experiment teaching in 2013 graduate student of the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

versity was taken as a pilot，different teaching methods were introduced in various chapters of New Drug Clinical Research，and ap-

praisal system was perfected. RESULTS & CONCLUSIONS：Some appropriate methods are established，for example，conductive

teaching，problem-based learning，spot-teaching and bilingual-teaching. The appraisal system including usual performance and re-

search proposal is established，it has improved enthusiasm and initiative of students，promoted teaching quality，obtained certain

achievements，which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training methods on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and professional pharmaceutical tal-

ents.

KEYWORDS New drug clinical research；Conductive teaching；Problem-based learning；Spot-teaching；Bilingual-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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