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信作者：赵卉，男，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间质性肺病、肺

癌、呼吸临床药学，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ｏｈｕｉｃｈｅｎｘｉ＠１２６．ｃｏｍ

◇医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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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临床药理学是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的交叉学科，是药学专业的基础主干课程。在临床药理学的教学中运用药历讨论与

问题为导向（ＰＢＬ）教学法，为学生提供一种接近真实临床实际的教学环境，以学生讨论为主，激发了学生的主动学习兴趣，有
利于加强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综合思考能力，培养学生的临床药学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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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药理学是一门研究药物在人体内作用规
律和与人体相互作用的交叉学科［１］，是安徽医科大

学药学专业本科生的专业核心课程［２］。该学科是

以临床医学和基础药理学为基础，将临床实践和科

学规律有机结合，以指导临床合理用药为目的的一

门桥梁学科。更着重培养学生将药理知识运用于

患者的临床实践能力，其教学要求是理论和实践并

重。由于药师参与临床治疗是当今医院药学发展

的必然趋势。如何帮助学生完成从药学生向药师

的角色转变，培养具备临床药学思维的高素质药学

专业人员，是目前教学的重点和难点。本文旨在分

享我们在临床药理学教学中运用“药历讨论与问题

为导向（ＰＢＬ）相结合”教学方法的实践经验。
１　基于药历与ＰＢＬ的临床药理学教学构思

临床药理学理论课程分为总论和各论。总论

包括临床药动学和药效学、药物监测和给药个体

化、药物的临床研究、药物相互作用及不良反应、特

殊人群用药等章节。各论包括心血管、血液、呼吸、

内分泌等各系统疾病的临床用药等。对于该学科

目前教学状况，笔者有几点思考：（１）临床药理学和
药理学的教学内容有所重叠，因此教学时应尽量避

免重复教学，重点突出临床药理学教学的两个根本

目的，即新药研发和临床合理用药［３］。并强化临床

药理学的临床特色，为后续《临床药物治疗学》的学

习和临床实践提供帮助。（２）传统教学模式以理论
知识为重点，教材以药物为纲进行学习。而临床实

践中面对患者的临床合理用药的思维过程恰恰相

反。因此各论教学应侧重于药物的药理作用、临床

应用、药物相互作用及不良反应，尽量紧密结合临

床，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从临床实践的角度去理解

和掌握临床药理学的相关知识。（３）基于各章节纵
向教学的基础，横向由问题来贯通《临床药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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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理学》《诊断学》《内科学》等各门课程的学习，

打破学科间的界限，真正贯彻“临床合理用药”这一

《临床药理学》的教学目的。因此在该课程的实践

教学中我们尝试以“药历讨论与 ＰＢＬ相结合”的方
式来组织教学。

２　基于药历与ＰＢＬ的临床药理学教学模式
药历是临床药师在临床工作中采集患者资料，

客观记录患者药物治疗史，综合分析、整理归纳而

书写形成的书面记录［４］。主要内容包括患者基本

情况、病史摘要、临床诊断、药物治疗日志、药物治

疗方案与分析、药学监护等。药历通过药物治疗这

根主线，将病史、临床表现、诊断、治疗过程和治疗

结果系在一起，环环相扣，形成一个知识链。药历

讨论是一种在任意时空上获得近似面对患者、临床

诊治场景再现的教学方式，使得看似孤立的药物之

间，由疾病建立了联系，使本来繁琐复杂的临床药

理学掌握起来更加容易。

ＰＢＬ教学法于 １９６９年由美国神经病学教授
Ｂａｒｒｏｗ创立的一种自主学习模式，倡导把学习设置
于复杂的、有意义的问题情境中［５］。学习方式的精

髓在于自我导向学习，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终身学

习的能力［６７］。而传统的药学教育以“教”为中心，

教学手段偏重灌输、填鸭式，相对较为枯燥乏味［８］。

片面强调知识的学习，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和能

力的培养。

因此我们尝试“以药历为中心，问题为导向，学

生为主体，教师为引导”的临床药理学教学模式，让

学生自觉将所学的理论知识与临床实践相结合，学

习如何运用药学专业知识，结合患者具体病情，设

计合理的个体化给药方案的临床药学思维。

３　基于药历与ＰＢＬ的临床药理学教学实施
３．１　药历讨论课的课前准备　在讨论课的前一
周，教师要提前将待讨论内容发给学生。以《呼吸

系统疾病的临床用药》章节的药历讨论课为例，教

师需准备：

３．１．１　药历准备　（１）选择合适的药历，从药历里
筛选精彩的病例方可讨论。药历中的病例主要选

择病情复杂程度适中、诊断明确、治疗有随访结果、

以药物治疗为主线的病例。临床的病例千变万化，

教育需要模拟临床。选择的病例来源于真实案例，

但若涵盖知识点较少，可以在其基础上进行修饰和

调整，以便让设计的问题尽可能涵盖较多的知识

点。呼吸系统疾病中的社区获得性肺炎、支气管哮

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等都是临床的常见

病和多发病可供选择。如我们选择“支气管哮喘”

这个病种中“哮喘急性发作（中度）”而非“重度哮

喘”作为待讨论药历中的病例。该病情一般不复

杂，且患者用药能覆盖《呼吸系统疾病的临床用药》

章节的大部分内容，如平喘药、糖皮质激素、镇咳药

等，可将临床药理学的各个知识点融会贯通于一个

案例中。（２）准备完整版和删减版药历各一篇：完
整版药历相当于教师的备课笔记；删减版药历删除

完整版药历中具体的分析内容，如保留“治疗方案”

内容和结构，删除具体药物治疗方案的分析。

３．１．２　病例讨论摘要准备　药历中的病例需同时
以病例讨论摘要的形式配套整理一份，作为药历的

辅助，让学生从提炼的摘要中更容易自行抓取到精

彩的片段、亮点的部分及讨论切磋和思考余地的部

分。

３．１．３　ＰＢＬ教学问题准备　以“哮喘急性发作（中
度）”药历为例，设计问题的原则包括：（１）问题应包
括《呼吸系统疾病的临床用药》章节的教学内容，有

一定的涵盖面。如设计“初始治疗方案中的药物按

药理作用进行分类”、“该患者使用了哪几种平喘

药，请比较各自的药理作用和临床应用区别”。（２）
问题要贴近临床。让学生站在药师的角度去解决

临床实际问题，增强实践能力。如设计“该患者合

并消化道溃疡病史，哮喘急性发作时是否应给予糖

皮质激素治疗”。（３）问题设计要考虑横向思维，将
总论中“特殊人群用药”、“药物相互作用及不良反

应”等内容穿插于各论中融会贯通。如设计“假设

该患者孕１０周，其哮喘治疗的药物选择”；设计“假
设该患者伴有青光眼或前列腺肥大，使用异丙托溴

铵是否合理”。（４）问题要有一定的开放性，让学生
有发挥的空间。如设计“对该患者整个治疗过程中

使用的糖皮质激素进行总结”。这题可涵盖“糖皮

质激素不同给药途径的区别”、“糖皮质激素的药学

监护点”、“含糖皮质激素的吸入制剂如沙美特罗替

卡松的患者用药教育”等。（５）问题还可从单条医
嘱着手，让学生对该医嘱中药物的选择、给药途径、

配伍、剂量等进行综合分析。如设计“让学生对特

布他林注射液联合布地奈德混悬液雾化吸入医嘱

进行评价”。这些题目布置给学生的同时，教师更

需要引导学生学会查阅文献资料，如支气管哮喘

ＧＩＮＡ指南和相关文献自主学习，独立思考。
３．２　药历讨论课的组织　教师先将药历中涉及的
临床知识给学生提纲挈领的讲解。然后将学生随

机分成若干小组，每组 ５～６人。讨论分为 ６步：
（１）组内讨论。每组学生在充分预习的基础上讨论
ＰＢＬ问题。（２）代表发言。每组举荐代表来发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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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讨论结果，其他学生补充。（３）自由发言。鼓
励学生提出不同的见解或者疑问。（４）教师引导。
教师尽量少参与讨论，让学生成为主体，但要适时

把握讨论的方向和进程。（５）教师总结。以ＰＰＴ教
学的方式对每个ＰＢＬ问题知识点讲透。（６）撰写报
告。要求学生在撰写药历讨论报告时，讨论分析要

有理有据。这是学生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升华

到理论的自我学习、思考和总结的过程。

４　讨论
“药历讨论与 ＰＢＬ结合”的教学法将“临床病

例以药历形式呈现，ＰＢＬ融入药历讨论”的教学模
式是临床药理学行之有效的教学法。其最终目的

是培养学生将药理学知识应用到临床药物治疗中

的能力，从而指导临床合理用药。具体的来说其目

的是培养学生的临床思维，授之以渔，使其具备对

疾病个体进行药物治疗的能力，能够评价、分析并

整合各种药物信息，解决药物治疗相关问题；同时，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习惯，提高其口头

和书面表达及沟通能力［９］。

这种案例式问题讨论教学法明显优于传统教

学法［１０］。笔者认为采用以药历为主、病例为辅的

ＰＢＬ教学模式对学生临床药学思维的提高优于直
接病例讨论为主的教学模式。（１）两者都侧重于让
学生从药入手，以药为主线，独立思考解决相关问

题。但前者教学模式会加入少许与“药学监护、用

药教育”相关的题目。后者的 ＰＢＬ还需涉及到“如
何诊断”等题目。（２）在大学药学教育中引入“药
历”概念，目的并非是让药学生学习如何书写药历，

而是让其熟悉药历的结构；让学生运用理论知识分

析患者的药物治疗方案（包括药品的品种选择、用

法用量等）、药物诊治过程的监护点、不良反应及用

药注意事项等，从而全面参与到病例的治疗过程

中，并逐渐构建自己的临床药学思维。（３）对患者
的药学监护（尤其是不良反应的监护）和用药教育，

应是药学生药学服务的重要方向之一。通过药历

的讨论学习，更加强化了学生药学服务的概念。

但这种教学模式对教师的能力要求很高，需要

其具有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１１］。

建议让临床药师参与到临床药理学教学中。医院

的临床药师具有丰富的药学实践经验，可充分发挥

在实践教学中的优势，与高等医药院校理论教学形

成优势互补，参与教学可使学生更容易建立临床药

学思维模式，达到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目标。

５　小结
综上所述，“药历讨论与ＰＢＬ教学法”很好的贯

彻了以学生为本和以患者为本的教学理念，将知识

模块与教学资源高度整合，对学生由被动学习向主

动学习转变、由知识记忆向思维能力转变、由枯燥

书本理论向综合临床能力转变等方面具有显著促

进作用，应该不断实践、改进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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